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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 月项目亮点 

 

 

 

 

1.1“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健
康效益分析研究”结题会顺

利举行——为“大气十条”

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健康收

益的流行病学证据 

 

2023 年 5 月 6 日下午，

由能源基金会支持，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

产品安全所承担的“京津冀大

气污染防治健康效益分析研

究”项目结题会在西郊宾馆顺

利举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卫生免疫司李筱翠副司长、赵

莹莹干部，北京大学朱彤院

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

行病学办公室于石成研究员、	
北京大学邓芙蓉教授、首都医

科大学孙志伟教授等作为专家

出席了此次会议。	

该项目旨在评估我国“大

气十条”实施后，在京津冀地

区所获健康收益，为“大气十

条”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健康

收益的流行病学证据。研究结

果显示“大气十条”实施后，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归因于 PM2.5

的全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呼

吸系统疾病门诊率均呈显著下

降趋势。				

1.2 “臭氧、颗粒物和温室
气体协同控制中长期战略”

结题会成功召开——推进大

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 

 

 

2023 年 5 月 12 日下午，

由能源基金会支持，北京大学

承担的“中国臭氧和温室气体

协同控制的中长期战略研究”

结题会在北京大学顺利召开。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柴发合研

究员、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王跃思研究员、暨南大学邵敏

教授、清华大学刘欢教授、生

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薛文博研

究员、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白荣春主任等

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 

项目研究发现，中国地表

O3 背景值具有显著时空分布特

征，且重点区域 O3的削减空间

较大。气象因素和气候变化正

驱动中国地表 O3的时空变化。

碳减排政策通过能源替代和工

业产量降低实现各种大气污染

物协同减排；O3 达标的前体物

减排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 

1.3 碳中和愿景下海南省“无
废岛”建设研究项目——为
海南省全域建设“无废城

市”提供切实支持 

2023 年 5 月 21 日，碳中

和愿景下海南省“无废岛”建

设研究项目（第一期）结题研

讨会在三亚市顺利召开。多位

院士、业内资深专家和海南省

相关政府部门组成专家组研讨

验收项目成果，清华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郝吉明

院士及清华研究团队出席此次

会议。会议邀请了中国工程院

原副院长赵宪庚院士，中国人

民解放军火箭军工程大学侯立

安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杨志峰

院士等多位评审专家。 

该项目以省级生活垃圾和

三亚市“无废城市”两个领域

层面为研究对象，开展生活垃

圾收运及处理处置减污降碳潜

力分析及城市维度固体废物减

污降碳协同管理路径优选研

究，构建了“无废城市”建设

环境排放评估模型，编制了固

体废物管理生命周期环境排放

清单；同时建立了生活垃圾处

理处置碳排放和“无废城市”

建设碳排放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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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气、气候与健康 

2.1 “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健康效益分析研究”结题会顺利举行—

—为“大气十条”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健康收益的流行病学证据 

 2023 年 5月 6日下午，由能源基金会支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

关产品安全所承担的“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健康效益分析研究”项目结题会在西郊宾

馆顺利举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免疫司李筱翠副司长、赵莹莹干部，北京大学

朱彤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办公室于石成研究员、 北京大学邓芙蓉教

授、首都医科大学孙志伟教授、北京科技大学段小丽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

东群研究员和清华大学黄存瑞教授作为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 

该项目旨在评估我国“大气十条”实施后，在京津冀地区所获健康收益，为“大

气十条”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健康收益的流行病学证据。研究结果显示“大气十条”

实施后，京津冀地区以燃煤为主的空气污染类型转变为汽车尾气和燃煤排放的混合型

污染。同时，PM2.5浓度、成分和来源呈现下降趋势，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归因于 PM2.5的

全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门诊率均呈显著下降趋势。该项目的研究结果

建议：1）我国大气污染从以燃煤为主的空气污染类型转变为汽车尾气和燃煤排放的混

合型污染，从 PM2.5总量控制向以高健康风险的 PM2.5成分/来源控制的理念转变；2）提

倡绿色交通，控制燃煤燃烧，开发清洁的能源；3）建议将“公众防护行为”与国家空

气污染防控行动计划相结合，可能在减少与空气污染有关的公共卫生风险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项目达到结题要求，他们建议，从个体水平干预的角度评价人

群健康和生活质量，从环境、及个体两个角度分别评价改善人群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

效益差别。同时，目前研究是短期效应，但空气污染还有长期效应，建议将长期健康

效应加入未来的研究设计，以此为方向进行思考。在方法学上，考虑如何与经济学方

法结合起来，如何从组分、公平性等角度进行研究。（图 1）  

图 1 项目研究——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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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温热浪与臭氧污染复合暴露时间的健康影响研究”开题会

顺利举行——为气候变化下适应性政策的制订提供科学依据 

2023 年 5 月 6 日下午，由能源基金会支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

关产品安全所承担的“高温热浪与臭氧污染复合暴露时间的健康影响研究”项目开题

会在西郊宾馆顺利举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免疫司李筱翠副司长、赵莹莹干部，

北京大学朱彤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办公室于石成研究员、北京大学

邓芙蓉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孙志伟教授、北京科技大学段小丽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徐东群研究员和清华大学黄存瑞教授作为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 

该项目旨在厘清我国高温热浪与臭氧污染复合事件的健康风险水平，估算复合事

件的疾病负担，构建适用于高温热浪与臭氧污染复合事件的健康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结果可为气候变化下适应性政策的制订提供科学依据。该项目拟开展复合热浪和臭氧

污染事件对健康影响的研究，获得复合接触与敏感疾病死亡率之间的暴露-反应关系和

全国各地复合暴露造成的疾病负担。项目将建立一种复合极端事件的流行病学方法，

量化 2013 年至 2018 年期间中国复合热浪和臭氧污染事件的风险，确定复合事件的死

亡负担，为我国下一步制定环境污染控制政策及人群健康保护措施提供重要依据。

（图 2） 

与会专家认为，项目选题具有重要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意义，建议进一步明确高

温热浪与臭氧复合暴露事件的定义及产出成果。项目研究方法科学可行，建议分析过

程中选择 GEE 等数理统计模型拟合非线性的暴露—反应关系，同时采取有效策略对其

他环境因素暴露（如 PM2.5等其他空气污染物）的健康效应进行控制，相关研究方法探

索成熟可进一步研发技术工具。同时，项目开展高温热浪与臭氧复合暴露事件对人群

健康影响研究时应考虑空间差异特征，基于国外同领域研究的文献综述，比较分析国

内外人群健康效应差异。 

图 2 项目研究——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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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实施宣贯与跟踪评价”开题会顺利举

行——为室内标准的高效实施，保障人们的健康安全奠定基础 

2023 年 5月 11 日下午，由能源基金会支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

关产品安全所承担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实施宣贯与跟踪评价”项目开题会在西

郊宾馆顺利举行。北京大学朱彤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办公室于石成

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脉耕研究员、北京大学宫继成研究员、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徐东群研究员、北京大学郭新彪教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柴发合研究员

作为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 

项目是围绕 2022 年 7月发布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开展一系列以标准宣贯、标

准实施、标准评估为核心的工作任务，通过开展中国典型地区室内空气质量调查，研

究不同能源对室内空气质量影响，并提出减少家庭空气污染建议等工作，同时对《室

内空气质量标准》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进行评价，为标准的高效实施，保障人们的健康

安全奠定基础。（图 3） 

与会专家建议，关于《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宣贯部分建议更加注重面向公众，利

用知名媒体提升标准在大众的知名度，建议增加关于对建材企业的宣贯内容。关于典

型地区室内空气质量调查和不同能源对室内空气质量影响这两个研究内容，建议更加

注重和能源相关的污染物。可先梳理相关资料，了解不同地区的能源结构，选择更有

代表性地区、建筑结构及采样时间等。此外，建议对样本量的选择进行可行性分析，

明确这两个研究内容与研究内容一之间的联系。 

图 3 项目研究——项目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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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气与气候协同治理规划 

3.1  “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健康影响评价方法学及案例研究”

开题会顺利举行——制定适应我国国情的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的

环境健康影响评价方法学指南 

2023 年 5月 11 日下午，由能源基金会支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

关产品安全所承担的“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健康影响评价方法学及案例研究”

项目开题会在西郊宾馆顺利举行。北京大学朱彤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

学办公室于石成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脉耕研究员、北京大学宫继成研究

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东群研究员、北京大学郭新彪教授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柴发合研究员作为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 

该项目旨在制定适应我国国情的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健康影响评价方法学

指南并开展案例研究。项目基于循证医学研究，通过文献检索和文献回顾总结现有的

环境健康影响评价研究方法，开展环境健康影响评估的现状分析。基于环境健康影响

评价成熟的国际经验，开展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相关政策健康影响评估的方法学研究，

制定中国的环境健康影响评价方法指南。基于形成的环境健康影响评价方法指南，开

展案例研究。选择“钢铁减能”和“煤炭减量”两个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在中

国两个代表性城市评估研究区域上述政策调整实施前后有关环境因素、健康决定因素

和潜在健康风险的变化。最后，形成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健康影响评估的政策建议和

多部门合作机制，并举办第四届中国环境与健康大会，与同行交流研究形成的方法指

南和政策建议，推进中国的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健康影响评估。（图 4） 

图 4 项目研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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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表示，项目总体设计完整，建议从预测角度开展健康影响评价，参考和

借鉴环境影响评价导则相关规定，确定环境健康影响评价相关步骤和流程。同时建议

进一步明确评价对象，结合计量经济学的有关方法，从宏观角度结合环境和健康大数

据开展研究。案例研究地区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基于历史数据开展健康评价的可行性，

确保能够发现政策实施前后的健康变化，可以考虑针对“民用散煤替代”这一政策开

展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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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臭氧、颗粒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中长期战略”结题会成

功召开——推进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 

2023 年 5 月 12 日下午，由能源基金会支持,北京大学承担的“中国臭氧和温室气

体协同控制的中长期战略研究”结题会在北京大学顺利召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柴

发合研究员、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研究员、暨南大学邵敏教授、清华大学刘

欢教授、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薛文博研究员、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白荣春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研究员和中国能源研究会分布式能源专业

委员会段洁仪主任等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 

项目研究发现，中国地表 O3背景值具有显著时空分布特征，且重点区域 O3的削减

空间较大。气象因素和气候变化正驱动中国地表 O3的时空变化。碳减排政策通过能源

替代和工业产量降低实现各种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O3达标的前体物减排具有显著的

碳减排效应。气候政策将会扩大我国 O3和 PM2.5污染改善潜力，气候政策协调末端控制

政策将能有效长期改善中国空气质量, 将有望使大湾区 O3在 2035 年达到 WHO I 级标

准，并实现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协同应对。同时，增加的 CH4浓度加剧全球地表 O3污

染；CH4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将显着改善地表 O3污染和缓解全球气候变暖；气候政

策协调末端控制政策能够增加我国 OH 自由基浓度，有效降低甲烷大气寿命和大气浓度。

区域方面，大湾区在“十三五”期间，仅有火力发电和道路移动源实现 CO2和污染物的

协同减排，总体尚未实现协同减排。大湾区 NOx和 SO2与碳减排的协同程度相对较高，

VOCs、NH3和初级 PM2.5与碳减排的协同作用较小。低碳政策和末端治理政策对 NOx与 SO2

的减排幅度相当，但一次 PM2.5与 VOCs排放而言，需考虑按现有政策加强末端管控力度

才能有效控制。（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图 5 项目研究——项目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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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表示，未来应理清中国臭氧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原理及路径，提出治理

措施中克服不协同的地方，扩大协同减排效应，同时提出中国协同减排推荐路径及中

长期协同减排。应量化全球气候变化对未来中国 O3背景值浓度的影响，考虑气候变化

对制定协同减排路径等的影响。可深入进行甲烷协同减排的研究，政策意见的提出需

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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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减污降碳 

4.1 重点城市、产业园区、区域重点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

示范及优秀案例传播项目开题会——为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贡献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023年 5月 9日，由能源基金会支持，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承担的重点城市、

产业园区、区域重点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示范及优秀案例传播项目开题会顺利

召开。会议邀请了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基地党委书记、主任田成川，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林玉，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节能中心副主任康艳兵，国家发展与改革

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

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柴麒敏，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减污降碳协同创新中心

主任李艳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碳达峰碳中和规划室主任、正高级工程师陈潇君，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溥。 

   项目将从试点选取、经验提炼、案例总结等工作入手，结合业内专家建议，立

足实践、广泛传播，积极推动全国重点城市、产业园区、区域重点领域减污降碳工作

体制机制创新。项目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经验总

结和政策支撑；二是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经验总结和政策支撑；三是在重点城

市和产业园区研究考察的基础上，考察 1 个重点区域的减污降碳协调增效有关工作进

展，分析区域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目标、关键领域和技术路线，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

支撑；四是开展能力建设培训；五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国际国内经验交流和传播。依

托六五环境日，开展能源基金会减污降碳课题项目重要成果宣传。依托重大国际会议，

策划制作外宣材料，并组织开展经验交流，开展能源基金会前期项目成果宣传。加强

对能源基金会支持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有关课题成果进行宣传传播，提高全社会的认

知度。（图 6） 

图 6 项目研究——技术路线 



能源基金会清洁空气战略进展  总第32期 【行业减污降碳】 

12 

 

  

与会专家对项目开展表示充分肯定，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坚持有限目标，选择

最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和问题；完善工作方式，突出宣传教育中心的特

点和优势，注重传播力和关注度，把调研、分析、培训、传播有机结合；坚持效果导

向，注重国内国际传播力和关注度，形成好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帮助地方解决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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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内蒙古畜牧业温室气体减排策略与路径研究开题会 ——为促

进内蒙古畜牧业绿色健康发展提供依据和指导 

2023 年 5 月 17 日，由能源基金会支持，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承担的内蒙古

畜牧业温室气体减排策略与路径研究项目在呼和浩特召开开题会。会议邀请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张树礼、农业农村部生态总站可再生能源处研究员董保成、

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环资处研究员张亮亮、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环保经

理田彦锋、内蒙古自治区固体废物与土壤生态环境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刘丽丛、中国

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研究员屠焰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研究员马涛以及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胡明参加。 

畜禽养殖特别是反刍动物养

殖是甲烷等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

源，而内蒙古是反刍动物养殖大

省。项目通过研究分析影响内蒙

古畜牧业源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

因素，对内蒙古地区畜牧业温室

气体排放控制提供技术路径和政

策建议，使内蒙古在实施减排措

施时具有更明确的方向性和更强

的可操作性，将为内蒙古及全国

的畜牧业绿色健康发展提供助

力。 

项目通过查阅文献和现场调

研掌握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温室

气体的排放规律，调查研究不同

饲养方式、添加方式等生产环节

对牛羊反刍动物甲烷等温室气体

排放的影响，并校核内蒙古地区

牛羊反刍动物养殖本地化温室气

体排放因子，制定内蒙古温室气

体差别化核算方法，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可行的反刍动物甲烷等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路

径、减污降碳协同措施和政策建议，进而推动内蒙古畜牧业绿色健康发展。（图 7） 

与会专家对课题设计表示充分肯定，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基于内蒙古畜牧业生产实际，建议进一步聚焦以肉牛、奶牛和羊为主要研究对象；同

时将温室气体聚焦在反刍动物肠道甲烷及粪便甲烷排放；为内蒙古畜牧业绿色低碳发

展提出适宜的技术路径和政策建议。

图 7 项目研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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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碳中和愿景下海南省“无废岛”建设研究项目——为海南省

全域建设“无废城市”提供切实支持 

2023 年 5 月 21 日，碳中和愿景下海南省“无废岛”建设研究项目（第一期）结题

研讨会在三亚市顺利召开。多位院士、业内资深专家和海南省相关政府部门组成专家

组研讨验收项目成果，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郝吉明院士，清华大学环

境学院李金惠教授及研究团队成员出席会议。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赵宪庚院士，中国

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工程大学侯立安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杨志峰院士，四川大学高分子

研究所、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王琪院士，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原监事

会赵华林主席，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张信芳副厅长，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吴晓晨副院

长，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土壤处李杰处长作为评审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图 8） 

 

图 8 会议现场  （图片来源：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该项目以省级生活垃圾和三亚市“无废城市”两个领域层面为研究对象，开展生

活垃圾收运及处理处置减污降碳潜力分析及城市维度固体废物减污降碳协同管理路径

优选研究，构建了“无废城市”建设环境排放评估模型，编制了固体废物管理生命周

期环境排放清单；同时建立了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碳排放和“无废城市”建设碳排放核

算方法，提出了省域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与碳减排协同控制、市域“无废城市”建设减

污降碳工作的相关建议，并支持海南省制定并印发了《海南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工作方案》。（图 9） 

在省域生活垃圾收运及处理处置减污降碳潜力研究中，项目组通过分析海南省域

层面生活垃圾流向流量，量化了海南省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减污降碳潜力。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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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健全岛内再生资源特别是废纸、废橡胶和废纺织物的回收处理体系；二是持

续开展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规范收集；三是减少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入炉垃圾中废塑

料、废橡胶等化石基固体废物含量；四是推进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及处理设施能源清洁

化；五是开辟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置新路径。在城市维度固体废物减污降碳协同管理

路径优选研究中，以国家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的三亚市为例，量化分析了生活

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农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等主要类别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的减污

减碳效益。研究下一步建议，一是健全再生资源利用体系；二是升级生活源固体废物

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技术；三是构建生活源固体废物个人普惠账户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四是推进生活源固体废物精细化管理，五是推广应用生物质资源能源化利用新技术。 

 

图 9 清华大学李金惠教授介绍项目进展 （图片来源：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研讨会上，专家组充分肯定了项目的研究成果。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碳达

峰碳中和标准化总体组组长赵宪庚院士指出，项目的技术路径具有可复制、可推广性，

后续可以继续推动垃圾焚烧飞灰等领域建立一套标准，并建议明确“净塑”和“禁塑”

的概念和区别。北京师范大学杨志峰院士提出，除了城市层面，农业农村也是比较大

的问题，建议围绕“无废乡镇”“无废农村”，继续研究农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的减

污降碳。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王琪院士认为，固废处理处置不宜“一刀切”，不能

一味追求零填埋全焚烧，固体废物如何有效回收利用，达到“零废弃“才是未来固废

处理的目标。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吴晓晨副院长提到，由于海南岛的特殊性，海南

省可能较难建成门类齐全的资源回收行业，建议结合海南省可再生资源回收体量小的

特点，明确资源回收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国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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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大型企业监事会赵华林主席从实施层面提出，可继续为海南 2030 年无废岛建设提出

资源回收、收集及资金配套方面的政策建议。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土壤处李杰处长表示，在国家的指导下，海南省正有序推进全

域“无废城市”建设，已有三个市县列入国家名单。项目结合海南实际，从省域生活

领域和三亚城市维度对“无废城市”建设减污降碳进行了很好的探索。作为政府部门，

将考虑合理利用这些政策建议，将理论与实际结合，更好地推动海南“无废城市”建

设，同时也为国家“无废城市”探索提供海南案例。 

刘欣主任也高度评价了项目研究工作，认为项目协同国家层面、海南省和三亚市

“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充分结合了地方管理需求。他建议进一步总结凝练报告创新

亮点，加强成果宣传和示范推广，并期待有关生活垃圾和城市固废综合治理的措施能

够进一步量化、工程化，同时，希望能够进一步处理好固废与大气两个环境要素在降

碳减污中的系统性问题。 

项目负责人郝吉明院士表示，海南省“无废城市”建设和“双碳”目标协同具有

重要意义，旨在通过一期项目、二期项目等课题分批分类观察分析发展中的真正问题，

为管理部门答疑解惑并提供建议，滚动式推进海南省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最后，郝吉

明院士感谢能源基金会 24 年来对中国可持续能源发展的长期支持，也希望通过合作项

目进一步培育高水平专业人才。（图 10） 

图 10 项目负责人郝吉明院士总结发言 （图片来源：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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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空气质量分析 

5.1  2023 年 5 月全国 PM2.5浓度情况 

 

2023 年 5 月，全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5 μg/m3，环比下降

30.60%，同比上升 7.2%；其中，林芝市 5 
月 PM2.5平均浓度在全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

中最低，为 4μg/m3。(图 11)  

 

 

 

 

在 2023 年 5 月全国 338 个城市中，

PM2.5月均浓度不高于 15 μg/m3 城市数量 20
个，占比 5.92%;  月均浓度在 15-35 μg/m3

城市数量 303 个，占比 89.64%; 35-75 
μg/m3城市数量 14个，占比 4.14%; 高于 75 
μg/m3城市数量为 1,占比 0.30%。（图 12） 

图 11-2023 年 5月全国 PM2.5 月均浓度分布 

图 12-2023 年 5 月 PM2.5 各平均浓度段城市数量及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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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23 年 5 月全国 O3浓度情况 

 

2023年 5月，全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

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位浓度

（以下简称 O3浓度）为 149μg/m³，与同

年 5月相比下降 4.41μg/m³，降幅 3.0%。

其中，海南省三亚市 5 月 O3 浓度在全国

各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最低，为 91 μg/m³。
（图 13） 

 
 

图 13-2023 年 5月全国 O3浓度分布图 

 

在 2023 年 5 月，全国 O3浓度在 100 
μg/m³及以下城市 1个，占比 0.30%；介

于 100μg/m³及 120μg/m³之间的城市 25
个，占比 7.40%；介于 120μg/m³及 160
μg/m³之间的城市 203 个，占比 60.06%；

109 μg/m³及以上占比 32.35%。(图 14) 

 

 

  

图 14-2023 年 5月 O3各平均浓度段城市数量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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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重要城市及地区 5 月空气质量分析  

5 月上旬，全国大部分地区空气清晰，部分地区臭氧升高，中旬，随着气温的逐

渐升高，多地出现臭氧污染。下旬，沙尘南下长三角，江浙沪多地出现 PM10偏高，受

持续高温影响，珠三角、长三角部分地区午后臭氧超标严重。 

5月，北京PM2.5月均

浓度 31.5μg/m3，同比

上升 50.2%。 O3 浓度

190.0μg/m3，同比下降

10.4%。优良天数比例

58.1%，同比下降 5.3%。

受沙尘气团影响，北京

地区1-5月重度及以上污

染天数累计比例 4.6%，

同比上升 4.0%。 

京津冀及周边城市

PM2.5 月均浓度 31.1μg/m3，

同比上升 9.7%。O3 浓度 176.13μg/m3，同比下降 7.0%。优良天数比例 70.4%，下降

8.3%。1-5 月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累计比例 6.4%，同比上升 4.3%。 

汾渭平原地区PM2.5月均浓度26.2μg/m3，同比下降0.7%。O3浓度 160.7μg/m3，同

比下降 8.2%。优良天数比例 84.7%，同比上升 14.3%。1-5 月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累计

比例 8.2%，同比上升 5.0%。 

长三角地区PM2.5月均浓度27.0μg/m3，同比上升 4.8%。O3浓度 168.9μg/m3，同比

下降 4.6%。优良天数比例 79.8%，同比上升 6.5%。1-5 月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累计比

例 1.2%，同比上升 1.1%。（图 15） 

 

 

 

注 1：PM2.5和 O3数据来自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数据说明：城市空气质量根据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发布的实

时监测数据统计，因监测仪器问题，可能出现缺值或异常值，影响统计结果。上述统计数据，未剔除

沙尘天影响，未经有效性审核，仅供参考。 

  

图 15 重要城市及地区 5 月空气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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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空气污染影响妊娠失 

 

 

六、 当月时政速递 

6.1 国家能源局——积极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 可再生能源

发展今年开局良好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重大

水电项目和抽水蓄能建设，可再生能源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王大鹏介绍，截至

一季度末，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 12.58 亿千瓦；一季度，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594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4%，其中

风电、光伏发电量达 34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8%。 

其中，一季度全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 1040万千瓦，包括陆上风电 989万千瓦，海

上风电 51万千瓦；一季度全国光伏新增并网装机 3366万千瓦，同比增长 154.8%，包

括集中式光伏发电 1553万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 1813万千瓦。 

 

6.2 ICWMT18——第 18 届固体废物管理与技术国际会议顺利召开 

2023 年 5 月 21 日上午，第十八届固体废物管理

与技术国际会议（暨 2023 全球固废论坛）在海南省

三亚市盛大开幕，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三亚市人民

政府、海南省生态环境厅、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主

办，由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三亚市生态环境局

等单位承办，由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UNCRD）、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等单位支持。会议以“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中国”为目

标，包括为期 3 日的全体大会、1场英文平行大会和 21场分会论坛。 

 

6.3 复旦大学研究——揭示粗、细颗粒物对人群呼吸系统全疾病

谱住院风险的影响 
近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阚海东教授团队基于我国多中

心住院登记系统，探索并比较了粗、细颗粒物短期暴露对我国人

群呼吸系统全疾病谱住院风险的影响。既往研究多针对单一或某

几类呼吸系统疾病，缺少研究系统性地评估并比较 PM2.5和 PM2.5-10
对我国人群呼吸系统全疾病谱的影响。 

为解决上述关键科学问题，本研究收集了近 140万例呼吸系

统全疾病谱住院病例数据，并基于国家大气污染和气象数据平台，采用时间分层的病

例交叉研究设计，全面评估并比较了 PM2.5和 PM2.5-10短期暴露对我国人群呼吸系统全疾

病谱住院风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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