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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时政

大气环境质量，事关每个人的呼吸，深受人民群众关注。近年来，杭州强势推进“五气共治”，

建成无燃煤火电机组、无钢铁生产企业、无黄标车的“三无”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明显，大

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但是，随着大气污染治理进入深水区，杭州治气工作中产业结构有待继续优化、移动源污染

治理有待突破等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也进一步凸显。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持续改善杭州大气环

境质量，杭州市环保局最近制定了《杭州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目前正在杭州市政府官

网“中国杭州”进行网上听证。

在 12 月 28 日之前，你如果对《规划》有什么修改意见，或对杭州大气污染防治有“金点子”，

都欢迎向杭州市环保局提出来。

《杭州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网上听证，2035年杭州要全面消除重污染天气

钱江两岸建风廊，引来风源吹跑雾霾
本报记者 何晟/文 姬臣/制图

问题：杭州治气进入瓶颈期深水区
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工业污染防治不断深化、机动车污染防

治持续推进⋯⋯“气十条”实施以来，杭州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明

显。2017 年，全市 SO2、NO2、PM10、PM2.5 年均浓度同比 2015 年

分别继续下降15.3%、8.2%、15.3%和56.2%。

但是《规划》中也坦承，当前杭州的环境空气质量改善进入了瓶颈

期，大气污染治理进入了深水区，基础工作仍处薄弱期。

近年来杭州的大气环境质量虽明显改善，但对照《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二级标准仍有差距，空气质量指数（AQI）超标天数较多，与公众

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尤其秋冬季 PM2.5 和夏秋季臭氧浓度超标，

是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瓶颈。

同时，局部地区重污染、高耗能产业和“散乱污”企业问题仍较突

出，产业结构有待继续优化；能源消费中煤炭总量仍然较高，天然气供

应能力和利用规模仍需加强；机动车保有量刚性增长，车、船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等移动源污染治理有待突破⋯⋯随着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领

域工作难度的不断加大，杭州的大气污染治理进入了深水区。

目标：2035年全面消除重污染天气
《规划》提出，接下来，杭州要以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为出发点，以改

善大气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建设全市域“清洁排放区”为抓手，突出

PM2.5和VOCs（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坚持绿色发展、质量导向、

源头防治和全民共治，打赢杭州的“蓝天保卫战”。

在总体目标上，以 2015 年为规划基准年，杭州提出，要通过二十

年时间的努力，使全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下降，区域大气环境

管理能力明显提高，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包括二氧化硫、臭氧、一

氧化碳、PM10、PM2.5等6项主要大气污染物全面稳定达到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全面消除重污染天气，使广大市民尽情享受蓝天

白云、空气清新的好天气。

在2020年、2022年、2025年、2035年等关键性时间节点，《规划》

在PM2.5、臭氧等指标上都定下了明确的指标。以近些年因雾霾而广

为人知的 PM2.5 为例，根据《规划》，到 2035 年，杭州 PM2.5 年均浓度

要达到25微克/立方米以下，全面消除重污染天气。

治理：建城市风廊，钱江两岸建筑布局遵从风向
有了目标，还需要具体的举措来保障。《规划》从优化产业结构、调

整能源结构、强化工业废气治理、加快治理车船尾气和扬尘灰气等八

个方面，明确了41条具体“治气”措施。

一个城市的大气环境，不仅与产业结构、人口密度、机动车保有量

等因素相关，与自然环境、城市布局也密不可分。《规划》明确指出，杭

州要优化城市布局，改变“摊大饼”式的城市布局，将江南城、临平城、

下沙城三个副中心以及余杭、良渚、瓶窑、义蓬、瓜沥和临浦这六个组

团打造成卫星城，将城区的教育、医疗、通讯、餐厅、文娱等资源分向周

边卫星城，从而减缓城区人口压力，改善城区大气环境质量。

杭州三面环山，容易形成静稳天气，不利于雾霾消散。这些年，一

直有建设城市“风廊”吹散雾霾的呼声，这次《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

建设特色风廊——结合杭州夏季盛行西南风，冬季盛行偏北风的特

点，将钱塘江、苕溪、西湖、湘湖、金沙湖以及杭城周边山坡地、峡谷以

及山隘出口等地列为“干净”风源。结合当地主导风向、通风能力、通

风潜力，在“干净”风源和城区、工业区等热中心组团之间研究构建特

色的一级通风廊道的可行性，并辅以二级通风廊道和空气引导通道，

从而调整城市热力结构，缓解城市热环境。

风廊具体怎么设置？就是利用高矮不同的建筑形态带动空气流

通，高层建筑物裙房宜采梯级式的形态促进地面行人层的空气流通及

建筑物的透风度。从富阳区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江东产业集

聚区，以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和奥体博览城为中心，钱塘江两岸建筑

物的排列和街道布局遵从盛行风方向。

减排：明年7月实施机动车国Ⅵ标准
杭州有多少机动车？答案是 274 万辆，主城区约 132 万辆，全省

第一。机动车排放对 PM2.5 的贡献约占 36%。其中，国三排放标准

柴油货车保有量约 6.1 万辆，其氮氧化物、烟尘的排放量分别占全市

机动车污染排放的35.27%和49.12%。

显然，加强机动车环保管理，是治气中绕不过去的一环。《规划》提

出，杭州将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机动车第六阶段排放标准。同

时继续引导老旧机动车淘汰，到 2019 年，淘汰国Ⅲ混凝土车辆、渣土

运输车、环卫车辆。

根据《规划》，到2018年底前，杭州将全面供应符合国Ⅵ标准的车

用汽柴油，停止销售低于国Ⅵ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实现车用柴油、普通

柴油、部分船舶用油“三油并轨”。进一步降低车用汽油烯烃、芳烃含

量和夏季蒸汽压，到 2025年，在售和使用的车用汽油芳烃+烯烃含量

小于等于 45%，苯含量小于等于 0.8%。到 2035 年，在售和使用的车

用汽油芳烃+烯烃含量降至30%以下。

而在治理“扬尘灰气”方面，除了继续深化施工场地扬尘管理、提

高装配式建筑比例等举措，《规划》也对道路扬尘治理提出了新的要

求。到 2020 年，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提高到 62%以上。到 2025

年，实现全市主次干道 100%机械化清扫。到 2035 年，全市公路（含

高速公路）实现保洁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