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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气颗粒物概况

大气颗粒物是指大气中的所有物质（气体除外），包

括灰尘、烟雾、云雾等等。颗粒物的直径大小不一，从

0.1 微米到 200 微米不等。例如 PM2.5。颗粒物以小小的

体积悬浮在空气中，且颗粒物是主要的空气污染物质。

颗粒物的来源包括自然产生的沙尘暴等和人为产生的汽

车尾气、生活燃煤和工业三废等。近些年，我国的空气

质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城市大气颗粒物污染不仅影响

空气质量，也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有效

治理空气问题刻不容缓，相关部门应该积极采取措施，

我国城市的空气质量一定会好转。

二、造成大气细微颗粒污染的主要原因及构成因素

1. 生活污染

人们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会产生非常多的生活垃

圾，我国目前处理生活垃圾的常用方式就是集中焚烧处

理，这样会产生大量的烟尘、有害物质的污染，对大气

环境有极大的破坏力，垃圾进行焚烧的时候，会产生部

分具有极强穿透力、稳定性的气体，它们在空气中滞留

的时间越久，对大气臭氧层的破坏也就越严重。

2. 工业污染

工业污染是造成我国大气细微颗粒污染的重要成因，

这是因为工业生产离不开大量的热能、电能、动力装置

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燃料进行供应，燃料在燃烧过后，

会产生许多危害大气环境的有害气体，这种污染现状在

我国的重工业城市尤为明显。

3. 农业污染

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对化肥、农药的依赖程度越

加严重，已经成为我国广大农业用户离不开的生产方式，

而且农户在使用这些化学药品的过程中，经常将包装袋、

药瓶等随意丢弃在农田中，这会对农田周围的灌溉用水

的成分及结构产生一定的破坏，河流经过蒸发作用于大

气环境中，从而造成大气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三、大气颗粒物对环境的影响

1. 对气候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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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城市的大气环境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污染，

以重工业城市更甚，部分大气污染严重的城市已经对当

地的气候产生了影响，因细颗粒污染物数量的持续加重，

城市经常出现能见度较低的雾霾天气。部分颗粒物则会

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子，从而影响到大气降水含量，甚至

出现较长时间不降雨的现象，改变了布局地区原有的气

候环境状况。

2. 对工农业发展产生的危害

大气细微颗粒污染对工农业发展产生的危害主要有：

颗粒、飘尘、悬浮物等大气污染物会危害到工农业生产

中的相关设备、精密仪器等，使其准确性有所降低，从

而影响到工农业的正常生产，阻碍工农业的发展；大气

细微颗粒污染会产生一些酸性气体，对工农业生产中的

设备具有腐蚀性，长此以往，会影响到设备的正常生产

与运行，也会制约工农业的发展。

3. 对光的散射效应影响

光的散射是能见度降低的最主要因素，颗粒物的

散射能造成 60％ -95％的能见度减弱。空气分子对光的

散射作用很小，其最大的视距（极限能见度）为 100-

300KM（具体数值与光的波长有关）。在实际的大气中由

于颗粒物的存在，能见度一般远远低于这一数值：在极

干净的大气中能见度可以达到 30KM 以上；在城市污染

大气中能见度在 5M 左右至更低；在浓雾中能见度只有几

米。在大气气溶胶中，主要是粒径为 0.1um-1um 的颗通

过光的散射而降低物体与背景之间的对比度，从而降低

能见度。

四、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长时间生活在受到污染的大气环境中，对人们身体

健康会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危害：引起急性中毒事件，这

类事件发生在大气污染物浓度突然加剧的情况下，会引

发人们身体不适，导致部分抵抗力差的人出现急性中毒

事件；慢性中毒事件，这类事件是因为人们长期处于大

气污染物较低的环境中，人体不断吸入污染气体，经时

间沉淀，会发生慢性中毒事件；长期吸入污染物，处于

污染环境中生活，会加剧人们致癌的速度，对人们的身

体健康极为不利。

1. 大气颗粒物密度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雾霾天气可导致众多疾病的发生，其中，雾霾天气

中的大气颗粒物可增加呼吸道系统的感染率与死亡率，

而当空气中的颗粒物密度降低时，呼吸道疾病的感染率

会明显下降。PM2.5 会增加哮喘病的死亡率，增加过敏

性呼吸疾病的发生率，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肺炎或慢

性肺性疾病。短期暴露在雾霾天气中，会引起慢性支气

管炎或者 COPD。长期暴露在雾霾天气中，可能会引起肺

癌的发生。PM2.5 对呼吸道系统的影响较大，不仅增加

肺炎或慢性肺性疾病的发生率以及死亡率，而且会导致

肺癌的发生，加重呼吸道患者的经济负担。

2.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PM2.5 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和神经退行性变，

主要是炎症介质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低，水平持续表达和

活性氧成分的形成所引起的。主要通过炎症介质，嗅觉、

神经传导途径以及某些成分的直接作用。

3.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长期暴露于大气细颗粒物高污染的环境中，可使某

些免疫学指标发生改变，影响免疫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

导致机体应对损伤因素的防御能力降低，使各种症状和

疾病易于发生。细颗粒物不仅影响巨噬细胞的非特异性

免疫功能，同时也对特异性的细胞免疫造成损害。

五、大气颗粒物的防御与治理

1. 提升清洁能源、新能源的开发及利用率

现阶段，我国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为解决大气环境

的污染问题，正大力提倡各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使

用新型能源及清洁型能源，从而实现降低污染的目的。

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由于诸多原因，仍然有许多企

业还未采取新措施，所以相关技术人员，应该不断提升

污染物的处理与清洁技术。以煤炭行业为例，因为我国

工业发展中煤炭资源的使用率比较高，煤炭资源又属于

不可再生类资源，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采煤量非常大，

致使目前现存的煤炭多数为年份较小的煤炭，这类煤炭

的显著特征是：污染程度深、可燃性差，这些会使得该

类煤炭在燃烧过程中产生大量污染环境空气的有害气体，

不利于我国大气细微颗粒污染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所

以相关技术人员应该尽可能的提升生产技术，降低煤炭

使用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量。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使

用清洁能源、新能源的方式来改善我国的资源配置结构，

以高清洁度、无污染的能源取代以往工业生产、人类生

活中的重污染能源，实现改善大气环境的目标。

2. 在自我防护方面

一是要在雾霾天气少开窗，尽量少外出或晨练；二

是外出时戴医用口罩；三是多喝桐桔梗茶、桐参茶、桐

桔梗颗粒、桔梗汤等“清肺除尘”茶饮；四是适量补充

维生素 D，加强免疫力和自身体质；饮食清淡多喝水；

深层清洁；尽量减少吸烟甚至不吸烟。

3. 增强城市绿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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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颗粒物的治理不仅要从源头减少，更要注重与

绿化建设的结合。城市规划部门应与园林工作者有效沟

通，针对目前的现状及城市未来的发展对城市绿化地带

进行合理地规划。有实例证明，城市中绿化面积的增加

会降低大气颗粒物的污染程度，相反则会增加沙尘暴的

发生概率。同时，水域的建设也必不可少，水域可以对

空气中的颗粒物起到调节作用。绿化面积的增加需要因

地制宜，在不同位置种植不同种类的植被，增加植被类

型种类的同时起到不同的作用，使得城市自然生态系统

最大程度的发展。比如：增施森林公园和防护林带，建

设以林为主、花草为辅的城市景观。城市中绿化面积和

水域面积的增加，不仅能净化空气，还能抵挡风沙，而

且此项措施成本相对较低并能发挥长期的作用。

六、结语

治理空气污染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关注和努力，我们

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呼吸着同一种空气，经济的发展不

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木桶原理会让我们收获财富之

余最终尝到污染的苦果。就目前来看，PM2.5 已经成为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最大的污染物之一，长期入会导致呼

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上升，同时对全身各个

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雾霾天气暴露出中国 PM2.5

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治理 PM2.5 刻不容缓的、涉及生命

的环保，全社会需要携手拯救我们的空气，我们应该发

动全社会同应对空气污染，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保

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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