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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气与气候协同治理规划 

1.1 能源基金会与临汾市政府、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启动谅解备忘

录一揽子项目工作启动 

8 月 31 日至 9月 1日，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一行赴山西省，

与临汾市政府、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共同组织召开减污降碳顶层制度设计与省市创新示

范项目启动会。这也意味着能源基金会与临汾市政府、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分别签订的

战略合作协议下的一揽子项目正式启动。生态环境部刘炳江总工程师专门一同赴山

西，为系列项目启动提供指导建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郝吉明院士/王书肖、王灿教授

团队，建筑与能源学院杨旭东、付林教授团队，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严刚副院长团

队，生态环境部评估中心邹世英副主任团队等 36 位权威专家也同赴山西，为系列项目

启动提供专业建议。 

在项目启动仪式上，生态环境

部刘炳江总工程师表示，国家领导

和生态环境部高度重视山西省、特

别是临汾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部领导多次实地指导，推动环境质

量改善。本次启动的系列项目召集

了国家和省内顶级专家，研究推动

临汾和山西空气质量和降碳路径，

力图将临汾打造为减污降碳的全国

样板。能源基金会长期支持中国大

气治理政策研究工作，取得一系列

积极成果。他指出，临汾能源产业

临汾市人民政府、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与能源基金会合作项目启动会 

       生态环境部刘炳江总工程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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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煤为主，产业结构以涉煤钢铁和焦化为主，交通以煤矿等大宗物料柴油货运为主，

空气污染问题严重，应创新突破现有治理思路，以推进长距离供热、推动燃煤锅炉淘

汰、加强海拔 600 米以上地区的清洁取暖散煤替代、氢能运输等结构调整措施为重

点，探索减污降碳协同治理途径，将临汾打造为减污降碳创新引领基地。 

 

临汾市王延峰市长表示，近年

来，临汾市通过严格的各项措施推动

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和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2023年

上半年 GDP 增速全省排名第一。临汾

市的经验表明重视环保不会阻碍经济

发展。王延峰市长对能源基金会一直

以来的支持表达感谢，并表示将全方

位做好对课题研究的支持配合，希望

持续加深与能源基金会的沟通联系，

推动合作向更高水平迈进，共同探索

生态环境治理的新路径，推动美丽山西建设。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

总裁邹骥表示，在刘炳江总工的指导

下，能源基金会与生态环境部大气司

积极落实国家部署，率先示范，开展

深入合作。他对未来合作促进临汾市

环境质量改善的工作提出了建议：第

一，要把握临汾定位，打造全国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的创新引领基地；第

二，要积极寻求新出路，扩大经济力

的含金量，开发市场；第三，要共同

提高项目办专业水平，建立信息资料

共享机制，为相关工作提供专业的支

持；第四，课题组内部应在郝院士带领下，加强协调，明确、统一数据、清单等要

求，完善目标分解。同时，邹骥总裁承诺，能源基金会作为国际性的慈善机构，将秉

承 24 年以来在中国工作的初衷，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合规合法。 

 

临汾市王延峰市长发言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邹骥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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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评估中心邹世英副主任认为，

改善空气质量应从产业结构入手开展工作，将

环保问题与经济增长、保供应结合考虑。他还

强调，要重视固定源管理，结合运用企业月

报、季度报、半年报等管理方式，实现减污降

碳。 

 

 

此次项目启动会历时 2天，共有 14 个项目单位实施的 16个合作项目举行了开题

会，另有 2个已启动项目做了结题。系列项目主要从环境、工业、交通、城市、低碳

经济和策略传播等多个角度，支持山西和临汾在“空气质量达标驱动降碳协同增效”

方面的工作更加科学、系统地开展。系列项目开题会共邀请到 36 位权威专家对项目提

供多角度的深入建议，为项目的科学性、落地性提供全面、切实的意见，助力合作项

目能够真正为山西省、临汾市的减污降碳工作提供扎实的技术支持。 

 

作为能源基金会-山西临汾合作项目总策

划，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强调，要加

强顶层设计，建议临汾市政府依托合作项目管

理办公室，和研究团队共同明确空气质量有效

改善目标指标，进一步完善课题研究框架和落

地应用的政策产出。应聚焦重点领域，研究以

能源系统转型为核心推动产业交通结构调整、

减污降碳的优化路径。同时，项目产出需确保

效果，有效支撑临汾近期尤其是今冬明春空气

质量明显改善。 

在由山西省生态环境规划和技术研究院实

施的《临汾交通排放清单—减排目标、路径及

策略研究》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实施的《临汾

市空气质量达标方案及区域减排措施研究》项

目的开题会上，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

严刚提出，由于清单数据量大，在原有的基础

上应当针对性地突出新的增量，明确重点行业

和污染源；要重视与路网的结合，与主要的用

车大户建立起网络关系，这样制定的排放清单

才能支撑后续的结构调整和措施，推动货运的减污降碳。他指出，课题已具备完整的

战略、目标及实施策略，未来的挑战是强调措施的潜力和可行性。对重污染天气采取

生态环境部部评估中心邹世英副主任发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
明发言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严刚副院长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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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短期内仍会对全年的空气质量改善有贡献，应通过设置阶段性目标，加强对近

期空气质量措施的针对性指导。 

对由山西省生态环境规划和技术研究院实施

的《临汾市移动源排放清单：减排目标、路径及

策略研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机动车排污监

测中心副主任尹航指出，移动源排放清单的准确

性对临汾市的减排路径规划至关重要，课题组可

借助大数据手段刻画更精准、更具时效性的移动

源排放清单。他同时建议，制定减排策略时应充

分考虑临汾地区独特的运输需求，针对煤焦钢电

等领域提出针对性的措施。 

在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实施的《临汾空气

质量达标综合解决方案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

项目开题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文明研

究院副院长王克表示，在整体课题设计过程

中，建议进一步加强对不同空气质量提升方案

的成本风险分析，同时系统梳理空气质量改善

带来的直接收益、环境效益、生态价值与产业

机遇，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多样化的投融资渠

道，从而长期支持临汾空气质量改善。 
在由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承担的《临汾钢

铁、焦化行业分阶段降碳减污技术评估、技术经

济性分析及实施方案》项目开题会上，冶金工业

规划研究院范铁军院长指出，我国钢铁行业在超

低排放改造进程中已取得阶段性减排成效，双碳

目标下，应进一步推进降碳减污增效。课题将立

足临汾市钢铁、焦化产业特征及发展阶段，从流

程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调整、低碳技术创新、产

业链协同等多个角度研究提出面向企业的分阶段

降碳减污技术实施方案，并为全国钢铁、焦化行业转型升级提供临汾方案、临汾场景

和临汾实践。 
在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付林教授实施的《临汾市长输供热方案评估研究》的开题

会上，付林教授分析了临汾供热发展面临的问题，对获得的早期方案进行了初步评

估，建议从供热需求、电厂供热能力、长输管道工程规模等再进行评估，现有方案有

很大的优化潜力，总体投资也有 30%以上的优化空间。临汾市城市管理局领导对付林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机动车排污监测中心副主
任尹航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王克
发言 

《临汾钢铁、焦化行业分阶段降碳减污技术评
估、技术经济性分析及实施方案》开题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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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意见表示赞同，建议城投集团组织多专家论证会，充分吸纳专家意见，提升优

化落实方案，确保发挥最大绩效，满足未来供热的需要。 

在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开展的《“山河晋谣”山西省绿色低碳传播能力提

升项目》开题会上，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宣传研究部主任齐晓江在开

题会上指出，减污降碳协同，以及古迹保护与旅游开发，是山西环境气候工作和经济

转型的重要议题。希望课题组挖掘一线工作人员需求，在传播渠道、传播节奏、产品

多样化等方面深入思考，为传播工作人员做好能力建设和工作支撑。 

 

 

 

 

 

 

 

 

 

 

 

参加开题会的领导、专家和工作人员还包括：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固定源处处

长王凤，大气环境司移动源处处长张昊龙，大气环境司黄运程，临汾市政府乔飞鸿副

市长，高雅铭秘书长，白浩钰副秘书长，临汾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晋红峰，临汾市生态

环境局副局长张建炜等山西和临汾当地各部门领导；以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书

肖，中国能源研究会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北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段洁仪，中国华北市政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院长陈泓，中国社会科学

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主任禹湘，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主任白泉，生态环境部

环境规划院大气所副所长宁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教授吕铁，清华大学基础科学讲席教授关大博，气候投

融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孙轶頲，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金融研究处副处长杨毅，山西

省钢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祝锋亮，冶金工业规划院环保中心主任刘涛，晋南钢

铁集团环保处处长蔚磊，太钢不锈钢股份公司能源环保部副部长谢海运，临汾城投董

事长梁明军等；和能源基金会工业项目高级项目主任何平，交通项目高级项目主任龚

慧明，低碳城市组高级项目主任王志高，策略传播组高级项目主任荆卉，战略规划项

目主任傅莎，环境管理项目主任刘欣，清洁电力项目主任张永平，低碳转型项目主任

杜譞，煤炭转型组项目主任于涵等。 

与会领导、专家和工作人员在开题会现场分享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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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和 2023 年，能源基金会分别与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临汾市人民政府签订了

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共同推动山西省和临汾市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这也是能

源基金会地方工作战略的重要落点之一，期待能够全面、深入、系统、针对性地支持

地方解决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此后，能源基金会将继续和山西及

临汾当地相关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和专家们一起，共同促进项目工作的深化和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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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减污降碳 

2.1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区域工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路径及对

策建议研究 —— 支撑内蒙古呼包鄂区域工业领域的绿色低碳转

型 

近期，由能源基金会支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的“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区域工

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路径及对策建议研究”结题会顺利召开。会议邀请了国家大气

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副主任柴发合、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处长孙梦君、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颖、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主任田智

宇、中国能源研究会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段洁仪、内蒙古大学主任杭栓柱、中

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处长徐春方、北京名赫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员云雅如

等 8位专家。 

该研究构建了工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方法，设计了呼包鄂区域工业领域减污

降碳协同控制情景方案，分析了不同情景下大气污染物和碳的减排潜力及协同效应。

研究表明，电力和钢铁行业是颗粒物、SO2、NOx和碳减排潜力较大的行业，而其他

化工和焦化行业是 VOCs减排潜力较大的行业；深入调整工业产业结构、控制重点行

业能源消耗强度、优化能源结构等措施能有效提升大气污染物和碳的协同控制效果。

此外，基于呼包鄂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和工业领域碳减排目标要求，提出近期

（2020-2025 年）、中期（2025-2030 年）、远期（2030-2035 年）呼包鄂区域工业领

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路径，并从提升钢铁与水泥等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调整

工业产业结构、推动清洁能源使用、提高减污降碳协同技术水平、强化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考核管理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项目研究——工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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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提出了呼包鄂区域工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可行路径及对策建议，研究

成果已提交至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相关部门，将有力支撑内蒙古呼包鄂区域工

业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未来可深入内蒙古工业园区或重点行业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评价方法及控制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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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山西省典型地区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策略及中部城市群散煤

清零技术方案研究 ——提出适合山西省典型地区农村可再生能源

发展策略及中部城市群散煤清零技术方案 

2023 年 9 月 1 日，由能源基金会支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承担的《山西省典型地

区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策略及中部城市群散煤清零技术方案研究》项目结题会在山西

省临汾市顺利召开。该项目旨在解决山西省典型地区散煤消耗大、污染严重、室内环

境差以及碳排放高的问题，同时通过总结梳理北方农村散煤治理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

发利用技术及推广模式的经验和教训，提出适合山西省典型地区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

策略及中部城市群散煤清零技术方案。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杰出专家、政

府代表以及能源基金会相关人员。专家团队包括北京北控能源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教授
级高工段洁仪、太原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杜震宇、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

环境与能源研究院副主任/研究员邓琴琴、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投资与产业

综合研究所主任陈鹏、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王克。同时，生态环境部处长王

凤，临汾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临汾市能源局的代表也应邀参与

了本次会议。 

根据项目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1）中部城市群农房采暖能耗较高，应同

步实施农房围护结构节能改造；（2）中部城市群散煤清零技术方案目前均以集中供热

为主，其初投资大，企业投资无法回收，或必须长期依赖政府运行补贴以维持将来的

正常运转，风险较大，所以应尽快叫停集中空气源热力站为热源的农村集中供热方

式，改为分散式的供热方式，既能节约初投资，还可以充分实现行为节能，避免企业

亏损或政府长期运行补贴；（3）中部城市群农村散煤清零应走的“四一”模式，即“初
投资每户不超过 1万元，无补贴的年采暖费 1千元左右，设备一键式智能化操作，并

整体建立在一个顶层规划”。（4）临汾市可再生能源发展应以低碳发展为目标，以建

项目研究——总结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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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低碳村为抓手，同步推进散煤替代+低碳发展+乡村振兴的“三合一”技术路径。同时

探索建设太阳能及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及电气化为主要标志的零碳乡村。 

该项目为解决山西省典型地区群散煤消耗大、污染严重、室内环境差以及碳排放

高的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径，力争实现农村粮食和能源“双生产双输出”，使农
村闲置屋顶及农林废弃物资源化，促进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同时该项目还为山

西省乃至汾渭平原散煤治理以及清洁能源利用推广提供了一条可参考可复制的技术路

径，为实施山西省中部城市群清洁取暖散煤清零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未来课题组会

进一步研究山西省县域能源转型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典型地区作为案例分析，研究山

西省县域能源低碳转型规划方法与技术路径，以及县域能源、环境、低碳、经济协调

发展的可行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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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环境、能源、经济多重目标下的山西省煤炭消费控制方案研

究 —— 为山西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2023 年 9月 1日，由能源基金会支持，山西省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承担的“环
境、能源、经济多重目标下的山西省煤炭消费控制方案研究”项目结题会在临汾市召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善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

院教授王克、山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研究员陈国伟、山西省环境规划和技术研究

院规划部副部长谢卧龙、山西财经大学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研究所副教授任建辉等专

家，以及临汾市发改委、能源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人员参会并提出了优化建议，能

源基金会环境管理项目主任刘欣主持会议并对会议进行总结。 

能源（Energy）、环境（Environment）、经济（Economy）系统之间长期存在复

杂的相互作用，而煤炭（Coal）是其中的纽带和核心，这一点在山西尤为突出。项目

旨在分析山西省“C-3E”历史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综合协调能源、环境、经济多

重目标，探讨山西煤炭消费控制的可能情景，提出相应的控煤措施和对策建议，为山

西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研究指出，山西省煤炭与能源、环境、经济“C-3E”，经历了从不协调、弱协调到

基本协调的发展阶段，其中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始终处于首位，能源与环境系统呈现“此
消彼长”相反趋势。未来，根本性的结构调整将成为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的

核心牵引，“C-3E”交互关系趋向复杂，减煤任务更加艰巨。研究认为，在现有规划目

标和措施力度下，到 2025 年，山西煤炭消费总量将达到 3.85亿吨，较 2021 年增长约

1400万吨。统筹考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目标和“双碳”目标约束，建议到 2025 年、2030
年将煤炭消费总量目标控制在 3.58亿吨、3.20亿吨。研究提出，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煤电行业应以降碳为主牵引，严格“控容控量”发展，加快实施“三改联动”，从

源头实现协同减污降碳；工业部门需更大力度推动焦化、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严控

产能，深入节能降耗，强化原燃料替代；生活领域仍需持续推进平原地区散煤清零，

有序发展太阳能等多种清洁取暖方式。研究建议，山西需将“高效用煤”和“有效减煤”

结题会现场 



能源基金会清洁空气战略进展  总第35期 【行业减污降碳】 

 

 

13 

   

作为能源转型的长期战略重点，保持战略定力，合理确定减煤目标，实施区域差异化

管控，确保减煤目标与经济、环境目标协同统一。 

与会专家认为，以新发展理念统筹处理好经济增长、能源安全、环境改善和应对

气候变化等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对山西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建议课题组进一步

完善山西省煤炭与能源、环境、经济“C-3E”宏观趋势判断，总结凝练研究结论，形成
摘要报告，更好的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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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气质量分析 

3.1  2023 年 8 月全国 PM2.5 浓度情况 

 

2023 年 8月，全国各地级及以上城

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17 μg/m3，环比下降

7.0%，同比上升 5.9%；其中，日喀则市 8
月 PM2.5 平均浓度在全国各地级及以上

城市中最低，为 3μg/m3。  

 

 

 

 

在 2023 年 8月全国 338 个城市中，

PM2.5 月均浓度不高于 15 μg/m3 城市数量 
144 个，占比 42.60%;  月均浓度在 15-35 
μg/m3城市数量 191 个，占比 56.51%; 35-
75 μg/m3城市数量 2 个，占比 0.59%; 高于

75 μg/m3城市数量为 1,占比 0.30%。 

当月全国 PM2.5 月均浓度分布 

当月 PM2.5 各平均浓度段城市数量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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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23 年 8 月全国 O3浓度情况 

 

2023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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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μg/m³，与同
年 8月相上升 5μg/m³，涨幅 4.6%。其中，

云南省西双版纳市 8 月 O3浓度在全国各

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最低，为 57μg/m³。 

 

                      

                       当月全国 O3浓度分布图 

 

在 2023 年 8月，全国 O3浓度在 100 
μg/m³及以下城市 52 个，占比 15.38%；

介于 100μg/m³及 120μg/m³之间的城市

40 个，占比 11.83%；介于 120μg/m³及
160μ g/m³之间的城市 136 个，占比

40.24%；160μg/m³及以上占比32.54%。 

 

 

  

当月 O3各平均浓度段城市数量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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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要城市及地区 8 月空气质量分析  

 

8 月上旬，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方空气质量优良，168 个重点城市臭氧同比升

高 32.9%，优良天气同比下降 6.0%。8 月中旬，晴热导致长三角地区出现高温臭氧污

染，京津冀鲁、汾渭平原、珠三角和武汉部分站点臭氧偏高。8 月下旬，三伏天结束，

北方大部分入秋后空气质量优良，北京今夏高温天数达到创纪录 34 天。 

北京 PM2.5 月
均浓度 22.5 μg/m3，

同比上升 16.4%，O3

浓度 169.4 μg/m3，

同比上升 40.8%，优

良天数比例 83.9%，
同比下降 3.7%。其

中，1-8 月重度及以

上污染天数累计比

例 3.3%，同比上升

2.5%。 

 

京津冀周边城市 PM2.5月均浓度 23.4 μg/m3，同比上升 2.0%，O3浓度 181.3 μg/m3，

同比上升 31.3%，优良天数比例 66.6%，同比下降 19.1%。其中，1-8 月重度及以上污

染天数累计比例 4.1%，同比上升 2.4%。 

汾渭平原 PM2.5 月均浓度 22.7μg/m3，同比下降 4.9%，O3浓度 170.9μg/m3，同比

上升 48.3%，优良天数比例 76.2%，同比下降 5.0%。其中，1-8月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累计比例 5.2%，同比上升 3.2%。 

长三角地区 PM2.5 月均浓度 18.6μg/m3，同比上升 4.2%，O3浓度 170.4μg/m3，同

比上升 34.9%，优良天数比例 81.6%，同比下降 1.6%。其中，1-8月重度及以上污染天

数累计比例 0.8%，同比上升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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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城市及地区空气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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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空 

 

 

气污染影响妊娠失 

 

 

四、 当月时政速递 

4.1 国合会——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 

8月 28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
下简称国合会)2023 年年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年会的

主题为“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 

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把生态

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发展，实施有力举措行动，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共建清洁美

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4.2 MEIC 团队——碳中和与清洁空气协同路径下中国大气成分未

来排放情景 
近日，MEIC团队基于自主研发的中国未来排放动态评

估模型（Dynamic Projection model for Emissions in China，
简称 DPEC），通过与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 GCAM
模型团队合作，深度参与 GCAM-China模型开发，对

GCAM-China模型结构进行改进，实现了对多部门多行业碳

中和技术路线的详细描述，建立了自下而上技术演替模型与

自上而下优化模型结合的方法，解决了综合评估模型在低排

放路径下近中期排放下降过早过快、难以模拟中国碳达峰排放路径的问题，实现了对

近中期排放路径的合理预测。 

 

4.3 清华大学研究——《强化热浪韧性，加强多方面的热浪预防

和适应策略的实施》 
近日，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教授纪思翰

（John S. Ji）、教授黄存瑞合作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发表了题为《强化热浪韧性》（Building resilience 
in heatwaves）的评论文章。 

该评论文章针对 Ballester	et	al. 关于欧洲 2022 年创纪录夏

季热浪相关死亡负担研究展开讨论，指出现有的热浪预防和

适应措施已经无法应对日益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并呼吁从

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重新评估、实施和加强相关措施，以

增强各人群的热浪韧性，降低极端高温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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