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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界定 

空气质量作为典型的公共物品，其污染的外部性和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决

定了市场经济体制在环境资源配置中导致低效甚至无效。“公地灾难”是政府

为什么涉足制度的设计和推行的主要理由，也即，詹姆斯•布坎南所说的“国家

保护职能”（Buchanan, 1975），包括政府设计、推行、监督和执行各种外在

制度，以促进有效而公正的品行（柯武刚, 2008）。因此，空气质量的公共物

品特征决定政府须负主要责任。李克强总理在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

“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用改革

的办法破解难题，完善环保法规体系和激励约束并举的经济政策体系……”；

2016 年 3 月 16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明

确提出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度的目标和任务，包括“深入实施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大力推进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总量减排、严密防控环境风险、加强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和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其中，明确要求制定城市空气质量达标

计划。 

城市空气质量评估具有重要的管理意义，是客观评价当前城市空气质量达

标状况和检验政府环境管理绩效的主要方式，为制定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计划提

供前期基础数据。目前，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政府网站和相关媒体普遍逐日播报

空气质量预报和日报（丁俊男，2012），通过系统的处理和评价，最终将环境空

气质量监测数据转变为社会公众迫切关注的空气质量状况信息。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是保障人口福利水平提升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

本生态红线。《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以下简称，“标准”）

规定了不同常规空气污染物的“小时”、“日”、“年”等不同时间尺度的空

气污染物浓度限值。由于“年”尺度的空气质量管理目标过大，管理意义小，

“小时”尺度的管理目前还要求太高，因此，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目标以“日”

尺度为主更合适。2013 年 9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要求，“到 2017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10%

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2016 年 3 月“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制

定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计划，严格落实约束性指标，地级及以上城市重污染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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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25%，加大重点地区细颗粒物污染治理力度。”总体表明，国家逐渐从比

较粗糙的年均值尺度空气质量管理转向更加细化的日尺度的空气质量管理。然

而，目前关于日尺度的空气质量评估方法尚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何有

效建立科学、合理的日尺度的空气质量评价方法，成为城市空气质量评估的关

键问题所在。 

环境保护部近日发布的 2015 年环境质量状况公报内容显示1：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52.4%，比 2014 年上升 9.6 个百分点，比 2013

年上升 14.9 个百分点。虽然，从公开发布报告显示，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呈持

续改善趋势；但是，本工作团队认为公报内容并未全面揭示出京津冀 13 个地级

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状况，告诉社会公众更多的空气质量状况信息，并且在

评价指标的计算方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导致评估结果对于空气质量达标规划

管理的参考意义不足。以下为本研究报告认为现行空气质量评估所存在的问题： 

 

图 1-1 环保部公开的京津冀地区 2013-2015 年 13 个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城市

所占比例 

                                           

1 环境保护部 . 环境保护部发布 2015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http://www.zhb.gov.cn/gkml/hbb/qt/201602/t20160204_3298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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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现行空气质量评估报告并未细化到监测点尺度 

现行空气质量评估报告内容多数为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状况，没有进

一步细化到城市的监测点尺度，这是一大遗憾。实质上，监测点空气质量达标

状况对于空气质量的管理意义重大。一方面，城市建成区内部作为一个均质空

气流域实体，其所有监测点布置所获取的监测数据信息均应保持一致，城市总

体空气质量达标状况评估应考虑到每一个监测点的数据信息，因此，全国空气

质量评估应细化报告监测点的空气质量达标状况。另一方面，现行城市尺度的

空气质量达标状况信息只能大致显示出空气质量污染严重和污染源排放严重的

大、中空气尺度范围，并不能细化告知每个城市内部的重点污染地区和初步的

排放源识别区，不利于具体的空气质量管理。美国《清洁空气法》详细规定了

基于监测点的空气质量管理区（AQMD）空气质量达标判定技术规范，要求全面

分析各个监测点的小时、日等时间尺度的空气污染物浓度达标情况。 

1.2 空气质量 AQI 指数评价体系和评价结果缺乏管理意义 

当前，各国政府机构普遍以多项污染物综合评价指标来表征地区空气质量

状况，目的在于通过发布污染标准指数，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包括美国

的污染标准指数（pollution standards index，PSI）和空气质量指数（AQI），中

国的空气污染指数（air pollution index，API）和空气质量指数（air quality index，

AQI），以及英国的每日空气质量指数（daily air quality index，DAQI）；澳大

利亚的区域污染指数（regional pollution index，RPI）等。以多项污染物综合评

价指标作为空气质量评估方法起于美国，联邦 EPA 就此专门出台了《日空气质

量 AQI 指数评估报告指南》（Guidelines for the Reporting of Daily Air Quality –

the Air Quality Index (AQI)），予以规范 AQI 评价方法；我国也相应出台了《空

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663-2013）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

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具体规定 AQI 计算方法和级别划分依据。

但是，高庆先等（2015）认为目前在计算颗粒物 AQI 时，所设定的颗粒物浓度

限值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 AQI ＜ 200 时，PM2.5/PM10 的比值出现与实际不

符的现象；也有学者反映传统的 PSI 指数和 AQI 指数选取的是分污染物指数最

大值，并作为首要空气污染物，公众并不能完全即时了解其他空气污染物的超

标情况。总体而言，AQI 指数仅用于日常空气质量状况的表征，缺乏实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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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美国虽然制定了《日空气质量 AQI 指数评估报告指南》，但也并没有用

于实际的空气质量达标目标确定。联邦政府在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规定的

常规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的基础上，制定了针对单个空气质量监测点的空气质

量达标判定依据，作为空气质量达标规划目标，包括年、日时间尺度的达标目

标。如，规定 PM10、PM2.5 24 小时尺度的浓度的达标判定依据，单个监测点一

个日历年内 PM10 的 24 小时浓度值超过标准的天数等于或低于 1 日时，判定该

监测点达标；三年内单一监测点年度 PM2.5 的 24 小时浓度的 98%分位数值的平

均值等于或低于标准时，判定该监测点达标，具体见表 1-1。 

表 1-1 美国常规空气污染物达标判据 

污染物 指标尺度 达标判据（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O3 

1 hour 单个监测点一年内浓度值不得超标一次，判定该监测点达标。 

8 hour 
三年内单一监测点年度 8 小时滑动平均值第四最高值的平均值等

于或低于标准值时，判定该监测点达标。 

PM10 
24 hour 

单个监测点一个日历年内 24 小时浓度值超过标准的天数等于或

低于 1日时，判定该监测点达标。 

年算术平均 三年内年算术平均值不超标 

PM2.5 
24 hour 

三年内单一监测点年度 24 小时浓度的 98%分位数值的平均值等

于或低于标准时，判定该监测点达标。 

年算术平均 三年内年算术平均值不超标 

NO2 
1 hour 

三年内单个监测点年度日 1 小时浓度最大值的 98%分位数值的平

均值等于或低于标准时，判定该监测点达标。 

年算术平均 三年内年算术平均值不超标 

SO2 

1 hour 
三年内单个监测点年度日 1 小时浓度最大值的 99%分位数值的平

均值等于或低于标准时，判定该监测点达标。 

3 hour 
单个监测点三小时浓度均值每年超标不得超过 1次，判定该监测

点达标。 

CO 

1 hour 
一年内单个监测点浓度值超标次数不得超过 1次，判定该监测点

达标。 

8 hour 
一年内单个监测点浓度值超标次数不得超过 1次，判定该监测点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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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现有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判定方法不符合标准要求 

在进行单个监测点单项空气污染物达标评价时，主要依据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中的浓度限值要求进行，直接依据点的年、日、小时尺度的浓度值与标准对

标，这无疑是才是正确的；但是涉及到城市区域、特别是同时对多个监测点进

行单项空气质量达标状况进行评估时，《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663-2013）规定将各个监测点的浓度值进行加权平均，平均结果再与标准

进行比较，这种做法不科学，也不合规。一方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要求

仅对应与监测点空气污染物浓度与标准进行对比，并未要求浓度加权平均再与

标准进行对比；另一方面，所有监测点空气污染物浓度的算数平均存在削峰的

问题，隐蔽了部分点超标的问题，高估空气质量达标状况。 

空气质量评估的目的是为空气质量达标管理服务，空气质量评估应严格依

据法定标准要求，细化到标准要求的监测点、小时、日和年尺度，涉及污染物、

时间、空间三个维度，污染物状况应依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指标和

浓度限值对获得的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时间主要指时间的尺度，包括年、

季、月、周、日、小时（或连续几个小时）等；空间是指监测数据代表的空间

范围，一般指监测点及其代表的区域范围。评估内容应全面、完整地告诉干系

人城市空气环境质量，包括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空气环境质量水平，揭示出

城市空气环境质量存在的问题。评估结果应当能够最大化地反映空气环境质量

监测的成果，为决策者和公众提供完整准确的分析报告。 

2 研究目标 

严格依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法定要求的基础上，提出

基于监测点的日尺度空气质量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一方面，全面、科学地对

京津冀地区城市监测点水平的日尺度空气质量达标状况展开评估；另一方面，

与现行的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判定方法所计算得出城市空气质量评价结果

进行对比，客观揭示出当前京津冀地区实际的空气质量达标状况，为空气质量

评估技术规范的逐步完善和空气质量达标规划编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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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评估依据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是城市空气质量评估的主要

依据。目前，空气质量连续自动监测数据的实时获取为城市空气质量的小时、

日、年等不同时间尺度的评估创造了条件。本报告依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规定的小时、日、年等不同时间尺度的浓度限值和数据有效

性要求，对京津冀地区城市尺度和监测点尺度的常规空气污染物（SO2、NO2、

CO、O3、PM10和 PM2.5）达标状况展开评估。 

（2）《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所要求的基于监测点和城市尺

度的空气质量达标判定方法。 

3.2 评估对象 

主要针对京津冀地区城市尺度和监测点尺度,时间范围为 2015年 1月-2015

年 12 月；主要以日均值为评估尺度，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规定的常规空气污染物为评估对象。 

3.3 评估指标与计算方法 

（1）评估指标：以空气污染物监测数据有效率、污染物超标率和空气质量

达标天数为评估指标。 

（2）计算方法：采用两种计算方法判别城市空气质量日均值达标。一种为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规定的上述评估指标的计算方法和城

市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判定方法；另一种为本研究报告所提出的空气质量评估

指标计算方法，具体内容如下： 

3.3.1 日均值数据有效率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规定了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质量要

求，有效的污染物浓度数据均应符合表 3-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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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污染物浓度数据有效性的最低要求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数据有效性规定 

SO2、NO2、PM10、PM2.5、NOX 年平均 

每年至少有 324个日平均浓度值；每月

至少有 27个日平均浓度值（二月至少

有 25个日平均浓度值） 

SO2、NO2、CO、PM10、

PM2.5、NOX 
24小时平均 

每日至少有 20个小时平均浓度值或采

样时间 

O3 8小时平均 每 8小时至少有 6小时平均浓度值 

SO2、NO2、CO、O3、NOX 1小时平均 每小时至少有 45分钟的采样时间 

依据上述要求，提出空气质量数据有效率指标用以评估京津冀地区城市政

府对于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管理状况。报告采用日均值数据有效率指标进行评

估。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和《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

范》（试行）的要求，若当单个监测点某一空气污染物日小时均值数据个数大

于等于 20（O3为大于等于 14），则计当日日均值数据有效，否则为无效；若

单个监测点某一项空气污染物的月有效日均值数据个数大于等于 27，则计当月

数据有效，否则为无效。基于上述对监测数据的要求条件，本研究分别以监测

点和城市为研究对象，计算污染物日均值有效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a）单个监测点单项污染物日均值有效率： 

Pi =
Ei,v
Ei

× 100% 

一段时间内，Pi 为监测点空气污染物 i 日均值有效率，Ei,v 为污染物 i 日均

值有效数据个数，Ei 为污染物 i 日均值数据总数。 

b）城市单项空气污染物日均值有效率： 

Ci =
∑ Ej,i,v
n
j=1

∑ Ej,i
n
j=1

× 100% 

一段时间内，Ci 为城市单项空气污染物日均值有效率，n 为全市空气质量

监测点 j 的总数，Ej,i,v 为监测点 j 空气污染物 i 日均值有效数据个数，Ej,i 为监

测点 j 空气污染物 i 日均值数据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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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日均值浓度超标率 

依据《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中的要求，应首先考虑所要

评价的空气质量样本数据中的监测点日均值无效和有效数据。依据规定，1）不

论是在单个监测点多项污染物日均值达标判定或者是多个监测点多项污染物日

均值达标判定过程中，只要当日出现日均值无效的情况，就判定不达标。因此，

计算一段时间的空气质量二级天数时，应首先排除这种情况出现的天数，这是

前提条件。2）当在单个监测点多项污染物日均值达标判定或者是多个监测点多

项污染物日均值达标判定过程中，均不存在日均值浓度无效的情况，则按照单

个监测点和多个监测点（城市）的尺度，来判定空气质量是否达标。 

日尺度的空气质量评估是以各监测点浓度与标准的之间的对比为基础，以

克服以往的各监测点污染物浓度算术平均值在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对

比所造成的浓度消峰的问题，以实现真实反映空气质量状况。因此，就此提出

空气污染物日均值浓度超标率指标，作为评估京津冀地区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状

况的主要指标。按照国家标准，超标率可分为日均值超标率和小时均值超标率。

通过计算不同时间尺度的超标率，可以判断不同区域和不同时间范围的空气质

量状况，识别主要污染区域和污染时间。以年日均值超标率为例，单个监测点

日均值超标率计算公式如下： 

100%e
i

n
r

n
   

 其中， ir 为监测点污染物 I年日均值超标率， en
为全年该监测点污染物 i

的日均值超标个数， n为全年该监测点污染物 i 有效日均值总数。 

在计算涵盖多个监测点的全市超标率时，由于各个监测点的代表性不同，

所以达标个数的统计应包含所有监测点的超标个数。全市日均值超标率计算公

式如下： 

,1

i

1

= 100%

j

e jj

j

jj

n
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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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R 为污染物 i全市日均值超标率； ,e jn
为监测点 j污染物 i的超标数

据总数； jn
为监测点 j污染物 i的有效监测数据总数。 

3.3.3 日均值达标天数 

（1）单个监测点尺度的二级天数计算方法： 

a) 单项空气污染物 

𝐷𝑖 =∑𝑃𝑖𝑗，

𝑚

𝑗=1

𝑗 = 1，2，3…，𝑚 

i 为某项空气污染物，Pij为依据该空气污染物标准限值判定的日均值达标

日；Di表示一段时间内，当日某项空气污染物日均值浓度达标的日数总和。 

b) 所有空气污染物 

D =∑𝑃𝑖

𝑚

𝑖=1

，𝑖 = 1，2，3，…，𝑚 

Pi 表示当日该空气质量监测点全部空气污染物日均值均达二级标准限值要

求；D表示一段时间内，当日全部空气污染物日均值浓度均达标的日数总和。 

（2）多个监测点尺度（城市）的二级天数计算方法： 

理论要求：因为监测点位的选择对于表征空气质量和空气污染程度起着决

定性作用，不同监测点所获取的数据具有其独特的代表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

在描述大空间尺度（如城市范围）的空气质量状况时，区域内所有监测点位都

应得到体现。 

计算思路：根据我国空气质量标准对污染物浓度限值的规定以及对空气质

量级别的划分，城市单日空气质量达第 n级标准是指当日该市所有监测点所有

空气污染物浓度日均值均达到该级浓度限值，任一监测点任一污染物浓度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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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超过该级限值，则该日视为超标，不应统计到全年或某一时段该级别的空气

质量天数当中。 

a) 单项空气污染物 

𝐷𝑔 =∑𝑃𝑖，

𝑚

𝑖=1

𝑖 = 1，2，3，…，𝑚 

Dg 表示一段时间内，当日全部监测点某项空气污染物日均值浓度均达二级

标准的日数总和；Pi 表示当日全部监测点该空气污染物日均值均达二级标准限

值要求。 

d)  所有空气污染物 

m

j

j=1

= j=1,2,3 mM P ， ，
 

M 为全市达二级标准的天数总和，是 jP
的日数累计； jP

表示单日全市所有

监测点所有空气污染物浓度日均值均达到二级标准的日数总和。 

检验方法：该城市包括 A、B、C、D、E、F，等 6个空气质量监测点：一段

时间内，针对某项空气污染物的 A、B、C、D、E、F等 6个监测点的二级天数为

Da、Db、Dc、Dd、De 和 Df，而 6个监测点但日该空气污染物均达二级标准的日

数总和为 Dg，则 Dg 必定≤min{Da、Db、Dc、Dd、De和 Df}，则计算结果才正

确。 

4 数据来源 

本报告对 2015 年京津冀地区 13 个城市，91 个空气质量监测点的 SO2、NO2、

CO、PM10、PM2.5 和 O3 八小时的数据有效率、达标率和超标率进行了统计分析，

数据来源于社会公开的数据。具体的城市和监测点的名称如表 4-1所示。 

表 4-1 京津冀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点分布 

编号 城市 监测点个数 监测点 

1 北京 12 奥体中心、昌平镇、定陵、东四、古城、官园、海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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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柳、怀柔镇、农展馆、顺义新城、天坛、万寿西宫 

2 天津 25 

北辰科技园区、宾水西道、大直沽八号路、第四大街、

东丽中学、汉北路、航天路、河东站、河西一经路、河

西站、机车车辆厂、继电器厂、津沽路、空港物流加工

区、南京路、南口路、前进路、勤俭路、市监测中心、

泰丰工业园、天山路、团泊洼、永明路、跃进路、中新

生态城 

3 石家庄 9 
封龙山、高新区、化工学校、人民会堂、世纪公园、西

北水源、西南高教、职工医院/22中南校区 

4 唐山 6 供销社、雷达站、十二中、陶瓷公司、物资局、小山 

5 秦皇岛 5 北戴河环保局、第一关、监测站、建设大厦、市政府 

6 邯郸 4 丛台公园、东污水处理厂、环保局、矿院 

7 邢台 4 达活泉、路桥公司、市环保局、邢师高专 

8 保定 6 
地表水厂、华电二区、监测站、胶片厂、接待中心、游

泳馆 

9 张家口 5 北泵房、人民公园、世纪豪园、探机厂、五金库 

10 承德 5 开发区、离宫、铁路、文化中心、中国银行 

11 沧州 3 沧县城建局、电视转播站、市环保局 

12 廊坊 4 北华航天学院、环境监测监理中心、开发区、药材公司 

13 衡水 3 电机北厂、市环保局、市监测站 

总计 91  

 

5 评估结果 

5.1 空气质量数据有效性评估 

5.1.1 城市尺度 

依据本研究提出的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日均值数据有效率计算公式，结果

如表 5-1所示，北京、天津、张家口三市的 PM10日均值有效率均不足 50%，其

余城市普遍高于 70%，保定市 PM10 日均值有效率相对最高，为 93.61%；仅天津、

张家口两市的 PM2.5、SO2、NO2日均值有效率低于 80%，其余城市均高于 80%，

其中，保定、沧州、衡水、邢台几市均在 90%以上；仅天津 O3日最大八小时滑

动均值为 60.75%，显著低于其余城市。 

表 5-1 2015 年京津冀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日均值有效率  单位：% 

城市 PM2.5 PM10 SO2 NO2 CO O3 八小时 

北京 85.94 38.95 86.76 86.67 86.67 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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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52.92 37.92 53.59 53.37 53.19 60.75 

石家庄 82.22 72.42 81.67 81.98 79.67 100.00 

保定 96.71 93.61 96.39 97.35 95.75 100.00 

沧州 90.05 86.30 90.87 91.05 90.23 99.54 

承德 89.48 76.05 90.41 90.36 89.97 100.00 

邯郸 80.55 66.30 80.27 80.96 78.36 100.00 

衡水 90.50 79.18 90.59 90.59 90.41 100.00 

廊坊 85.75 84.38 88.08 88.22 87.19 97.05 

秦皇岛 89.10 82.96 89.32 89.32 88.71 98.90 

唐山 90.18 85.84 90.37 90.59 90.32 99.18 

邢台 90.00 84.86 90.07 90.07 89.11 99.59 

张家口 73.04 37.64 77.42 78.41 78.30 100.00 

 

5.1.2 监测点尺度                                                                                                                                                                                                                                                                                                                                                                                                                                                                                                                                                                                                                                                                                                                                                                                                  

2015 年，京津冀城市 PM10、PM2.5、SO2、NO2、CO 有效日均值天数和 O3

最大八小时滑动平均有效天数如附表所示。如图 5-1 至图 5-13 所示，北京市、

天津市、石家庄市、邯郸市、张家口市各个监测点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日均值

有效天数均不达规定要求；多数城市 PM10 日均值有效天数相比较其他常规空气

污染物而言，有效天数最少。 

 

图 5-1 北京市 PM2.5、PM10、NO2 和 SO2 日均值有效天数合规情况 



 

20 

 

 

图 5-2 天津市 PM2.5、PM10、NO2 和 SO2 日均值有效天数合规情况 

 

图 5-3 石家庄市 PM2.5、PM10、NO2 和 SO2 日均值有效天数合规情况 



 

21 

 

 

    图 5-4 保定市 PM2.5、PM10、NO2 和 SO2 日均值有效天数合规情况 

 

图 5-5 沧州市 PM2.5、PM10、NO2 和 SO2 日均值有效天数合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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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6 承德市 PM2.5、PM10、NO2 和 SO2 日均值有效天数合规情况 

 

图 5-7 邯郸市 PM2.5、PM10、NO2 和 SO2 日均值有效天数合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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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8 衡水市 PM2.5、PM10、NO2 和 SO2 日均值有效天数合规情况 

 

     图 5-9 廊坊市 PM2.5、PM10、NO2 和 SO2 日均值有效天数合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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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0 秦皇岛市 PM2.5、PM10、NO2 和 SO2 日均值有效天数合规情况 

 

     图 5-11 唐山市 PM2.5、PM10、NO2 和 SO2 日均值有效天数合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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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2 邢台市 PM2.5、PM10、NO2 和 SO2 日均值有效天数合规情况 

 

       图 5-13 张家口市 PM2.5、PM10、NO2 和 SO2 日均值有效天数合规情况 

对京津冀地区 91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点的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日均值统计

分析，如图 ，结果显示：PM10日均值有效天数的平均值为 223天，个别监测

点 PM10 日均值有效天数最少为 11天；O3日最大八小时滑动平均值有效天数平

均为 324 天，个别监测点最少为 91天；PM2.5、SO2、NO2和 CO日均值有效天

数的平均值位于 282-285天，个别监测点最少为 76-81天。由此可见，京津冀

城市 PM10 监测数据管理水平最差，臭氧监测管理水平相对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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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京津冀监测点空气质量日均值有效率统计性描述 

 

 

      图 5-14 京津冀地区监测点空气质量有效日均值箱式统计分布 

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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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空气质量超标状况评估 

5.2.1 城市尺度 

（1）京津冀城市尺度的 PM2.5、PM10日均值超标最严重，13个城市平均

日均值超标率分别 49.10%、54.98%；SO2、NO2、CO和 O3八小时超标状况相对

相对超标不严重，平均超标率分别为 18.25%、21.90%、18.87%和 18.07%。其中，

天津市日均值超标最严重，北京市、天津市和石家庄市六项常规空气污染物日

均值超标率普遍高于平均值；张家口市、承德市和秦皇岛市六项常规空气污染

物日均值超标率普遍低于平均值。 

表 5-3 2015 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常规空气污染物日均值超标率  单位：% 

城市 PM2.5 PM10 SO2 NO2 CO O3八小时 

北京 54.86 78.49 28.49 17.67 19.57 21.14 

天津 67.13 91.68 52.04 53.75 46.81 63.16 

石家庄 57.29 56.29 25.14 33.42 27.21 22.07 

保定 59.41 60.23 23.79 15.43 22.65 19.68 

沧州 43.29 37.99 10.50 12.60 11.78 13.15 

承德 23.34 35.12 9.97 11.01 10.68 14.08 

邯郸 57.88 59.73 12.47 18.42 16.37 8.08 

衡水 59.27 65.02 10.41 17.90 13.61 18.90 

廊坊 52.47 47.67 11.99 20.41 16.23 16.03 

秦皇岛 31.01 33.64 12.05 18.85 14.52 3.56 

唐山 53.84 48.81 10.59 26.12 15.57 16.62 

邢台 61.44 60.27 16.78 25.34 18.70 8.42 

张家口 21.04 39.84 12.99 13.75 11.56 9.97 

平均值 49.41 54.98 18.25 21.90 18.87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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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京津冀城市尺度单项空气污染物日均值超标率 

（2）2015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尺度多项空气污染物日均值超标最严重的

城市分别为北京市和天津市，全年日均值达标率分别为 18.95%和 19.23%；秦皇

岛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和沧州市日均值达标率相对最高，分别为 56.16%、

49.59%、47.62%和 45.02%。 

 

图 5-16 京津冀城市尺度多项空气污染物日均值超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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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监测点尺度 

（1）空气污染物小时均值浓度总体超标不严重。 

如表 5-16所示，京津冀 91个监测点的 SO2、NO2、CO和 O31小时平均浓度

普遍比较低，SO2小时均值超标率最大值为 0.12%，标准差为 0.016，超标率波

动性非常低，可以认为整个区域的 SO2小时均值基本达标；NO2和 CO 小时均值

超标相对较低，平均值分别为 0.097%和 0.125%，最大值分别为 2.25%和 1.98%，

标准差 0.25-0.26，超标率波动性较低，可以发现 NO2、CO小时超标不严重；

O3一小时均值超标率平均为 1.95%，最大值为 5.10%，标准差 1.42%，表明 O3

一小时超标相对不严重，但超标率的波动性相对增大。 

表 5-4 京津冀地区监测点尺度空气污染物小时均值超标率统计性描述 

 

（2）监测点尺度的 PM10、PM2.5日均值超标相对严重，各国监测点的平均

超标率高于 50%，个别监测点超标率分别达 90%以上。 

表 5-5 京津冀地区监测点尺度空气污染物日均值超标率统计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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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京津冀所有监测点空气污染物日均值超标率箱式分布图 

5.3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评估 

5.3.1  城市尺度 

(1) 各月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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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2015 年北京市各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图 5-19  2015 年保定市各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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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 2015 年廊坊市各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图 5-21  2015 年沧州市各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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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2015 年承德市各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图 5-23  2015 年邯郸市各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34 

 

 

图 5-24  2015 年衡水市各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图 5-25  2015 年秦皇岛市各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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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6  2015 年唐山市各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图 5-27  2015 年邢台市各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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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8  2015 年张家口市各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2)  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状况 

如图 5-29、图 5-30 所示，2015 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状况

最好的城市为秦皇岛市（117 天）和沧州市（104 天），天津市、石家庄市空气

质量最差，达标天数为 0，天津市达标天数为 0 的原因在于监测点比较多，部

分监测点空气污染物日均值无效或缺失相当严重，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完整性

和准确性是评价空气质量情况的重要基础（5.1 部分已阐述）；空气质量达标状

况相对较差的城市为北京市（21 天）和保定市（17 天）；京津冀地区 13 个地

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平均为 52 天，平均达标天数所占比例为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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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9  2015 年京津冀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图 5-30 2015 年京津冀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与平均达标天数对比 

表 5-6  2015 年京津冀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统计 单位：天 

城市 PM2.5 PM10 SO2 NO2 CO O3八小时 综合 

北京 113 34 253 171 232 268 21 

石家庄 0 0 0 0 0 0 0 

天津 0 0 0 0 0 0 0 

保定 102 57 246 207 206 251 17 

沧州 164 188 308 300 302 279 104 

承德 222 119 294 284 283 295 80 

邯郸 116 76 282 252 259 292 43 

衡水 116 76 309 275 290 269 50 

廊坊 128 123 276 236 251 263 76 

秦皇岛 190 163 270 222 248 327 117 

唐山 116 99 284 206 257 280 62 

邢台 100 84 266 225 256 304 49 

张家口 190 86 248 240 269 310 51 

均值 120  85  234  201  219  241  52  

表 5-7 2015 年京津冀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所占比例 单位：% 

城市 PM2.5 PM10 SO2 NO2 CO O3八小时 综合 

北京 30.96  9.32  69.32  46.85  63.56  73.42  5.75  

石家庄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天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保定 27.95  15.62  67.40  56.71  56.44  68.77  4.66  

沧州 44.93  51.51  84.38  82.19  82.74  76.44  28.49  

承德 60.82  32.60  80.55  77.81  77.53  80.82  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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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 31.78  20.82  77.26  69.04  70.96  80.00  11.78  

衡水 31.78  20.82  84.66  75.34  79.45  73.70  13.70  

廊坊 35.07  33.70  75.62  64.66  68.77  72.05  20.82  

秦皇岛 52.05  44.66  73.97  60.82  67.95  89.59  32.05  

唐山 31.78  27.12  77.81  56.44  70.41  76.71  16.99  

邢台 27.40  23.01  72.88  61.64  70.14  83.29  13.42  

张家口 52.05  23.56  67.95  65.75  73.70  84.93  13.97  

均值 32.81  23.29  63.98  55.17  60.13  66.13  14.12  

 

图 5-31  2015 年京津冀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所占比例 

（3）与现行算法下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依据《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所规定的城市尺度的空气质

量达标天数计算方法，所算得的 2015 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天

数平均为 117 天，其中天津市的达标天数最少，为 17 天；秦皇岛空气质量达标

天数最多为 221 天；PM2.5 日均值达标天数最多的城市为张家口市，为 303 天；

PM10 日均值达标天数最多的城市为秦皇岛市，为 242 天；SO2 日均值达标天数

最多的城市为衡水市，为 336 天，除天津市外，其余城市 SO2 达标天数均高于

300 天；NO2 日均值达标天数最多的城市为承德市，最差的城市除天津市特殊外，

北京市相对最差；CO 日均值达标天数最多的城市为承德市，最差的城市除天津

市特殊外，保定市相对最差；O3 八小时达标天数最多的城市为秦皇岛市

（359），最差的为北京市、衡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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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47、图 4-48 所示，2015 年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保定市、

邢台市和衡水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均小于 13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平均值。

2015 年，京津冀地区 13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所占比例平均为 32.18%，

这与环保部公布的京津冀 13 个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所占比例平均为

52.4%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原因在于所获取的天津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存在大量

的缺失和无效所致，但确定性排除在计算方法上存在较大误差的可能，因为本

报告严格遵守《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的规定进行计算。 

表 5-8 算术平均算法下的 2015 年京津冀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城市 PM2.5 PM10 SO2 NO2 CO O3 八小时 综合 

北京 187 74 322 275 310 295 52 

石家庄 163 163 314 283 297 334 103 

天津 12 15 29 21 26 31 12 

保定 144 119 315 289 279 304 73 

沧州 197 197 317 309 305 319 141 

承德 286 223 335 333 333 315 173 

邯郸 155 158 332 310 319 352 129 

衡水 150 137 336 307 324 298 81 

廊坊 180 202 333 301 317 317 148 

秦皇岛 266 242 333 320 325 359 221 

唐山 172 182 333 281 315 311 135 

邢台 143 143 313 285 308 343 107 

张家口 303 177 331 331 331 328 152 

均值 181  156  303  280  291  300  117  

 

图 5-32 算术平均法计算的 2015 年京津冀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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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算术平均算法下的 2015 年京津冀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无效天数 

城市 PM2.5 PM10 SO2 NO2 CO O3八小时 综合 

北京 46 259 43 46 43 2 143 

石家庄 41 87 39 39 52 4 80 

天津 335 335 335 335 335 334 335 

保定 33 84 30 30 45 2 73 

沧州 55 81 46 44 52 3 75 

承德 33 105 30 30 32 1 97 

邯郸 29 34 29 29 29 1 33 

衡水 28 64 28 28 28 2 53 

廊坊 43 46 32 32 37 2 49 

秦皇岛 30 60 30 30 32 2 56 

唐山 31 62 30 30 30 1 46 

邢台 30 51 29 29 32 1 45 

张家口 45 160 34 32 34 1 152 

表 5-10 算术平均算法下的 2015 年京津冀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超标天数 

城市 PM2.5 PM10 SO2 NO2 CO O3 八小时 综合 

北京 132 32 0 44 12 68 313 

石家庄 161 115 12 43 16 27 262 

天津 18 15 1 9 4 0 353 

保定 188 162 20 46 41 59 292 

沧州 113 87 2 12 8 43 224 

承德 46 37 0 2 0 49 192 

邯郸 181 173 4 26 17 12 236 

衡水 187 164 1 30 13 65 284 

廊坊 142 117 0 32 11 46 217 

秦皇岛 69 63 2 15 8 4 144 

唐山 162 121 2 54 20 53 230 

邢台 192 171 23 51 25 21 258 

张家口 17 28 0 2 0 36 213 

表 5-11 算术平均算法下的 2015 年京津冀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所占比例  单位：% 

城市 PM2.5 PM10 SO2 NO2 CO O3八小时 综合 

北京 58.62  69.81  100.00  86.21  96.27  81.27  14.25  

石家庄 50.31  58.63  96.32  86.81  94.89  92.52  28.22  

天津 40.00  50.00  96.67  70.00  86.67  100.00  3.29  

保定 43.37  42.35  94.03  86.27  87.19  83.75  20.00  

沧州 63.55  69.37  99.37  96.26  97.44  88.12  38.63  

承德 86.14  85.77  100.00  99.40  100.00  86.54  47.40  

邯郸 46.13  47.73  98.81  92.26  94.94  96.70  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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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 44.51  45.51  99.70  91.10  96.14  82.09  22.19  

廊坊 55.90  63.32  100.00  90.39  96.65  87.33  40.55  

秦皇岛 79.40  79.34  99.40  95.52  97.60  98.90  60.55  

唐山 51.50  60.07  99.40  83.88  94.03  85.44  36.99  

邢台 42.69  45.54  93.15  84.82  92.49  94.23  29.32  

张家口 94.69  86.34  100.00  99.40  100.00  90.11  41.64  

均值 58.22  61.83  98.22  89.41  94.95  89.77  32.18  

 

图 5-33 算术平均算法下的 2015 年京津冀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所占比例 

      

图 5-34 两种算法下的 2015 年京津冀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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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严格依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要求，据此将两

种算法下的京津冀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如图 5-49所

示，发现依据标准算法下的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明显低于依据加权平均算法

下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京津冀 13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依据标准算法下的城市

平均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较依据加权平均算法下的平均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低于 66

天，可以据此得出，现行城市尺度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的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存

在模糊空气质量的真实污染程度和高估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水平的问题。 

从两种算法下的 1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排名上看，依据加权平均算法

和依据标准算法下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由高到低的排名（见表 5-9）中，秦皇

岛市均排名第一，石家庄市、北京市、天津市排名最落后。从城市排名变化看，

张家口市、承德市、邯郸市、石家庄市等的排名均有所下降；北京市、沧州市、

衡水市、唐山市等的排名有所上升。 

表 5-12 两种算法下的京津冀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排名对比 

城市 依据标准算法的城市排名 依据算术平均算法的城市排名 

北京 10 12 

石家庄 12 9 

天津 12 13 

保定 11 11 

沧州 2 5 

承德 3 2 

邯郸 9 7 

衡水 7 10 

廊坊 4 4 

秦皇岛 1 1 

唐山 5 6 

邢台 8 8 

张家口 6 3 

 

5.3.2  监测点尺度 

（1）单项空气污染物达标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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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5-13，,5-35、36、37所示，91个监测点的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中，

PM10日均值平均达标天数最少，为 130天，最大值为 280天，最少的为 9天；

PM2.5日均值平均达标天数位 170天，较 PM10 有所提升；SO2、NO2、CO、O3日

最大八小时滑动平均达标天数位于 258-271 天范围，其中，个别监测点 O3日最

大八小时滑动平均达标天数为 360多天。 

从京津冀地区监测点尺度的常规空气污染物日均值达标天数的直方图和克

里夫兰图结果显示，SO2、NO2、CO、O3日最大八小时滑动平均达标天数分布比

较集中，大部分位于 250天以上；PM2.5达标天数主要集中于 100-200 天，分

布相对集中；但是 PM10达标天数分布比较分散，可以据此推断出，京津冀地区

粗颗粒物的排放源差异显著。 

表 5-13  2015 年京津冀地区监测点尺度空气质量日均值达标天数统计性描述 

 

 

图 5-35 京津冀地区监测点尺度空气质量日均值达标天数箱式图分布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CV系数

综合 91.00 25.00 219.00 107.37 50.34 0.47

PM2.5 91.00 35.00 305.00 171.09 63.13 0.37

PM10 91.00 9.00 280.00 131.29 77.15 0.59

SO2 91.00 44.00 335.00 266.82 80.82 0.30

NO2 91.00 51.00 328.00 259.95 78.20 0.30

CO 91.00 76.00 335.00 272.43 72.46 0.27

O3八小时 91.00 73.00 360.00 261.24 86.67 0.33

描述统计量



 

44 

 

 

图 5-36  2015 年京津冀地区监测点尺度空气质量日均值达标天数直方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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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7  2015 年京津冀地区监测点单项空气污染物日均值达标天数克里夫兰图 

（2）多项空气污染物达标天数 

       如表 5-14,、图 5-38 所示，京津冀监测点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平均为

107 天，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219 天和 25 天，CV 系数为 0.47，波动性相对

较大。监测点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主要集中于 100-200 天，占比为 70%以上。 

表 5-14 2015 年京津冀地区监测点尺度多项空气污染物日均值达标天数统计性描述图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CV系数

综合 91.00 25.00 219.00 107.37 50.34 0.47

PM2.5 91.00 35.00 305.00 171.09 63.13 0.37

PM10 91.00 9.00 280.00 131.29 77.15 0.59

SO2 91.00 44.00 335.00 266.82 80.82 0.30

NO2 91.00 51.00 328.00 259.95 78.20 0.30

CO 91.00 76.00 335.00 272.43 72.46 0.27

O3八小时 91.00 73.00 360.00 261.24 86.67 0.33

描述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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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8  2015 年京津冀监测点尺度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直方图分布 

北京市各个监测点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普遍位于 60-90 天范围之间；定陵

监测点最高为 92 天；最差的监测点位海淀区万柳，达标天数为 52 天。 

 

图 5-39  2015 年北京市单个空气质量监测点达标天数 

石家庄市监测点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普遍集中于 100-150 之间，仅化工学校、

封龙山、22 中南校区三个监测点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 60-70 天；空气质量最差

的监测点为化工学校和 22 中南校区；同时，可以发现，化工学校和 22 中南校

区两个监测点空气质量总体达标天数与各个分污染物达标天数之间的差距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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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监测点而言较小，表明这两个监测点空气质量日超标发生相对较为集中，

且空气污染物之间的相关关系比较密切，据此推测受本地污染源排放的影响非

常大。 

 

图 5-402015 年石家庄市单个空气质量监测点达标天数 

       保定市各个监测点空气质量总体达标天数分布比较集中，普遍集中于 70-

100 之间，导致总体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 PM2.5、PM10 超标

严重，各个监测点总体空气质量达标天数集中于 150 天左右。 

 

图 5-41  2015 年保定市单个空气质量监测点达标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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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承德市各个监测点总体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明显高于邯郸市、衡水

市各个监测点，但前者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变差相对后者而言比较大，据此可以

推断，沧州市、承德市受本区域范围内的排放源影响较为显著，邯郸市、衡水

市相对而言受区域性污染物传输的影响显著。 

 

图 5-42  2015 年沧州、承德、邯郸、衡水四市单个空气质量监测点达标天数 

廊坊市、秦皇岛市、唐山市、邢台市和张家口市所在建成区范围内的各个

监测点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较一致，其中，秦皇岛市、张家口市普遍高于 150

天；廊坊市、唐山市和邢台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普遍低于 15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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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3  2015 年廊坊、秦皇岛市单个空气质量监测点达标天数 

 

图 5-44  2015 年唐山、邢台市单个空气质量监测点达标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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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5  2015 年张家口市单个空气质量监测点达标天数 

6 结论、讨论与建议 

6.1 结论 

（1）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邯郸市、张家口市范围内的多数监测点

年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统计有效性不达标；多数城市 PM10日均值有效天数相比较

其他常规空气污染物而言，有效天数最少；在城市尺度上，北京、天津、张家

口三市的 PM10日均值有效率均不足 50%，其余城市普遍高于 70%。 

（2）京津冀地区监测点尺度的空气污染物小时均值浓度超标不严重；城市

尺度的 PM2.5、PM10 日均值超标最严重，13 个城市平均日均值超标率分别

49.10%、54.98%；SO2、NO2、CO和 O3八小时超标状况相对相对超标不严重，

平均超标率分别为 18.25%、21.90%、18.87%和 18.07%；城市尺度多项空气污染

物日均值超标最严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市和天津市，全年日均值达标率分别为

18.95%和 19.23%；秦皇岛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和沧州市日均值达标率相对最

高，分别为 56.16%、49.59%、47.62%和 45.02%。 

（3）SO2、NO2、CO、O3日最大八小时滑动平均达标天数分布比较集中，

大部分位于 250天以上；PM2.5达标天数主要集中于 100-200天，分布相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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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是 PM10达标天数分布比较分散，可以据此推断出，京津冀地区粗颗粒物

的排放源差异显著；京津冀监测点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平均为 107 天，最

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219 天和 25 天，CV 系数为 0.47，波动性相对较大。监测

点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主要集中于 100-200 天，占比为 70%以上。 

（4）2015 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状况最好的城市为秦皇

岛市（117 天）和沧州市（104 天），天津市、石家庄市空气质量最差，达标天

数为 0，天津市达标天数为 0 的原因在于监测点比较多，部分监测点空气污染

物日均值无效或缺失相当严重（5.1 部分已阐述）；空气质量达标状况相对较差

的城市为北京市（21 天）和保定市（17 天）；京津冀地区 13 个地级以上城市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平均为 52 天，平均达标天数所占比例为 14.12%。 

（5）依据《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所规定的城市尺度的空

气质量达标天数的加权平均计算方法计算得出的 2015年京津冀城市尺度的空气

质量达标天数结果显示, 2015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平均

为 117天，其中天津市的达标天数最少，为 17天；秦皇岛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最

多为 221 天；PM2.5 日均值达标天数最多的城市为张家口市，为 303 天；PM10

日均值达标天数最多的城市为秦皇岛市，为 242天；SO2日均值达标天数最多

的城市为衡水市，为 336天，除天津市外，其余城市 SO2达标天数均高于 300

天；NO2 日均值达标天数最多的城市为承德市，最差的城市除天津市特殊外，

北京市相对最差；CO 日均值达标天数最多的城市为承德市，最差的城市除天津

市特殊外，保定市相对最差；O3八小时达标天数最多的城市为秦皇岛市

（359），最差的为北京市、衡水市。 

（6）依据标准算法下的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明显低于依据算术平均算法

下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京津冀 13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依据标准算法下的城市

平均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较依据算术平均算法下的平均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低于 66

天，可以据此得出，现行城市尺度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的算术平均的计算方法存

在模糊空气质量的真实污染程度和高估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水平的问题。 

（7）依据算术平均算法和依据标准算法下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由高到低的

排名变化中，秦皇岛市均排名第一，石家庄市、北京市、天津市排名最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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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排名变化看，张家口市、承德市、邯郸市、石家庄市等的排名均有所下

降；北京市、沧州市、衡水市、唐山市等的排名有所上升。 

6.2 进一步讨论的地方 

（1）本报告所提出的依据标准要求进行城市空气质量评估的方法较现行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所规定的评价方法严格，是基于《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和监测点达标的评价方法，做法更加科学、

合法和严谨。虽然得出的京津冀城市空气质量日均值达标状况与现行算法下的

日均值达标状况变差，但这却真实反映了当下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达标水平。 

（2）现行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的加权平均计算方式片面地掩盖了

城市空气质量的真实状况，很容易助长管理部门为了从自身利益考虑，通过多

设置空气质量监测点的数量，加权平均从而提高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水平。 

（3）基于监测点的空气质量评估，可以识别区域重点污染热点地区，确定

科学、严谨的空气质量达标规划目标，从科学制定正确的政策目标方面，全面

改善我国城市空气质量规划管理制度。 

6.3 建议 

（1）建议对现有《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的城市尺度的空

气质量达标天数判定技术方法进行修改和完善，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必须围绕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要求的监测点达标判定依据进行判定，

这样将从根本上解决现行加权平均算法导致的高估城市空气质量水平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迫使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对空气质量达标规划与日常管理的重视，

进行基于监测点达标的污染源日排放管理。 

（2）现有空气质量评估报告内容应更多地报告监测点尺度的空气质量达标

状况，对所有监测点、所有空气污染物的日均值达标率或达标天数进行统计分

析，建立基于统计学方法的监测点尺度的全国性或重点区域性（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的空气质量日均值达标率或达标天数标杆，采用标杆管理的方法，

为不同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规划的阶段性规划目标确定，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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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京津冀地区所有监测点污染物浓度日均值有效天数    单位:天 

城市 监测点 PM2.5 PM10 SO2 NO2 CO O3八小时 

北京 

万寿西宫 309 155 316 316 317 364 

农展馆 306 148 318 318 318 363 

怀柔镇 313 108 316 316 316 360 

定陵 319 158 316 318 316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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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万柳 316 138 318 319 322 363 

古城 315 156 320 316 320 364 

东四 320 146 322 322 322 364 

天坛 316 133 317 314 317 364 

官园 321 143 324 321 322 364 

顺义新城 313 113 305 303 300 363 

昌平镇 308 146 311 315 312 360 

奥体中心 308 162 317 318 314 364 

天津 

机车车辆厂 82 75 83 80 80 92 

继电器厂 83 80 83 83 76 92 

天山路 154 91 155 152 155 178 

东丽中学 82 78 83 83 83 92 

团泊洼 296 164 298 298 296 357 

河东站 85 78 85 85 81 92 

河西站 85 78 85 85 85 92 

市监测中心 154 107 154 154 153 179 

空港物流加工区 81 73 81 81 79 91 

泰丰工业园 81 71 81 77 81 92 

中新生态城 82 76 83 83 83 92 

南京路 309 244 310 310 311 362 

北辰科技园区 318 218 320 320 317 358 

永明路 304 180 306 306 303 362 

南口路 258 191 268 270 270 301 

勤俭道 276 186 278 278 273 301 

前进路 257 164 255 255 252 302 

第四大街 279 148 279 279 279 303 

航天路 254 178 257 256 257 303 

汉北路 248 182 264 261 259 297 

大直沽八号路 279 184 279 277 279 303 

跃进路 234 205 251 247 250 295 

河西一经路 197 138 198 198 198 213 

津沽路 186 143 187 185 187 212 

宾水西道 165 128 167 167 167 182 

石家庄 

化工学校 335 329 333 335 323 365 

世纪公园 275 249 279 281 249 365 

高新区 295 267 293 297 293 365 

西北水源 299 255 303 303 291 365 

职工医院 299 271 299 295 299 365 

西南高教 307 261 297 293 293 365 

人民会堂 305 289 309 309 309 365 

封龙山 265 149 253 251 233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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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南校区 321 309 317 329 327 365 

保定 

地表水厂 335 305 335 339 337 365 

游泳馆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监测站 337 325 335 343 304 365 

华电二区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接待中心 351 325 346 355 361 365 

胶片厂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沧州 

电视转播站 331 314 332 333 329 363 

沧县城建局 325 307 331 331 329 364 

市环保局 330 324 332 333 330 363 

承德 

中国银行 327 282 330 330 330 365 

开发区 324 316 329 330 327 365 

铁路 335 311 336 336 336 365 

文化中心 326 286 328 327 327 365 

离宫 321 193 327 326 322 365 

邯郸 

环保局 297 189 303 295 299 365 

东污水处理厂 293 275 279 287 265 365 

矿院 293 267 293 299 299 365 

丛台公园 293 237 297 301 281 365 

衡水 

电机北厂 334 308 331 331 330 365 

市监测站 320 281 323 323 322 365 

市环保局 337 278 338 338 338 365 

廊坊 

药材公司 326 324 329 330 323 364 

环境监测监理中心 322 324 332 333 333 363 

北华航天学院 317 310 332 332 326 360 

开发区 287 274 293 293 291 330 

秦皇岛 

监测站 325 311 327 327 326 363 

市政府 329 309 328 328 325 357 

建设大厦 326 315 327 327 324 364 

北戴河环保局 311 275 316 316 318 358 

第一关 335 304 332 332 326 363 

唐山 

十二中 335 315 335 335 335 364 

供销社 333 323 331 333 333 364 

雷达站 329 295 334 334 333 363 

物资局 318 311 317 320 317 353 

陶瓷公司 323 315 325 325 323 364 

小山 337 321 337 337 337 364 

邢台 

市环保局 322 306 328 329 325 363 

达活泉 331 305 329 331 331 363 

邢师高专 327 319 329 328 321 364 

路桥公司 334 309 329 327 324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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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 

五金库 199 267 271 287 285 365 

世纪豪园 307 131 301 299 295 365 

人民公园 289 75 301 295 295 365 

探机厂 293 203 291 299 299 365 

北泵房 245 11 249 251 255 365 

附表 2  2015 年京津冀地区监测点空气污染物小时均值超标率 （%） 

监测点 SO2 NO2 CO O3-1hour PM10 PM2.5 

地表水厂 0.00 0.07 0.31 2.93 41.78 45.92 

华电二区 0.05 0.03 0.34 3.90 41.58 50.59 

监测站 0.12 2.25 1.06 3.45 47.31 51.54 

胶片厂 0.00 0.45 1.98 2.97 47.53 46.97 

接待中心 0.00 0.03 0.14 1.97 40.43 44.14 

游泳馆 0.07 0.24 0.77 4.02 42.53 50.68 

奥体中心 0.00 0.53 0.51 5.10 29.15 38.82 

昌平镇 0.00 0.00 0.03 2.88 19.64 31.27 

定陵 0.00 0.00 0.00 3.92 14.61 28.61 

东四 0.00 0.10 0.21 2.95 24.29 40.80 

古城 0.00 0.10 0.01 4.47 29.88 38.76 

官园 0.00 0.12 0.00 4.27 25.28 39.30 

海淀区万柳 0.00 0.07 0.00 4.66 23.41 37.92 

怀柔镇 0.00 0.00 0.00 3.75 16.48 33.22 

农展馆 0.00 0.39 0.15 4.62 18.68 39.08 

顺义新城 0.00 0.01 0.13 2.79 17.50 37.88 

天坛 0.00 0.04 0.10 4.90 17.68 38.37 

万寿西宫 0.00 0.03 0.11 3.25 24.03 38.50 

沧县城建局 0.00 0.00 0.00 0.67 28.07 34.68 

电视转播站 0.00 0.00 0.01 3.45 25.40 36.71 

市环保局 0.00 0.00 0.00 0.77 25.77 28.55 

开发区 0.00 0.03 0.00 2.94 14.57 19.00 

离宫 0.00 0.00 0.01 3.07 6.41 11.82 

铁路 0.00 0.00 0.00 2.61 17.37 14.97 

文化中心 0.00 0.00 0.00 3.26 19.08 15.00 

中国银行 0.00 0.01 0.00 3.12 14.11 14.47 

丛台公园 0.00 0.05 0.23 0.66 38.13 44.91 

东污水处理厂 0.00 0.50 0.11 0.33 41.09 45.84 

环保局 0.00 0.19 0.15 0.29 43.15 41.99 

矿院 0.00 0.08 0.11 2.75 54.62 50.16 

电机北厂 0.00 0.05 0.37 1.39 47.54 46.57 

市环保局 0.00 0.03 0.19 3.27 44.55 53.97 

市监测站 0.00 0.07 0.37 2.95 46.39 46.66 

北华航天学院 0.00 0.01 0.07 2.49 29.47 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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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监理中心 0.00 0.11 0.18 1.13 35.26 40.40 

开发区 0.00 0.09 0.03 2.36 41.37 44.33 

药材公司 0.00 0.20 0.11 1.38 37.50 40.44 

北戴河环保局 0.00 0.00 0.00 0.42 12.79 20.10 

第一关 0.00 0.00 0.05 0.45 20.62 20.87 

监测站 0.00 0.00 0.00 0.06 21.81 18.96 

建设大厦 0.00 0.00 0.00 0.54 20.12 17.25 

市政府 0.00 0.00 0.01 0.03 20.35 20.90 

22中南校区 0.05 0.56 0.23 0.77 27.51 33.46 

封龙山 0.03 0.18 0.00 4.92 43.46 39.63 

高新区 0.00 0.04 0.14 1.66 35.09 42.14 

化工学校 0.00 0.00 0.00 1.02 35.20 42.42 

人民会堂 0.00 0.09 0.07 3.05 35.17 39.50 

世纪公园 0.01 0.23 0.34 1.31 34.74 41.70 

西北水源 0.00 0.00 0.01 4.03 42.73 47.25 

西南高教 0.01 0.03 0.11 0.69 33.54 37.06 

职工医院 0.00 0.04 0.08 0.90 35.47 36.70 

供销社 0.00 0.00 0.24 2.58 33.27 42.42 

雷达站 0.00 0.00 0.24 2.85 33.02 42.57 

十二中 0.00 0.04 0.44 2.85 38.51 47.74 

陶瓷公司 0.00 0.01 0.16 2.30 40.17 43.34 

物资局 0.00 0.06 0.17 2.57 37.32 42.44 

小山 0.00 0.01 0.30 3.07 36.56 46.37 

北辰科技园区 0.00 0.01 0.00 1.59 31.19 35.80 

宾水西道 0.00 0.00 0.00 0.74 24.36 32.30 

大直沽八号路 0.00 0.00 0.00 1.54 24.23 29.17 

第四大街 0.00 0.02 0.00 0.29 23.21 34.47 

东丽中学 0.00 0.07 0.00 0.00 43.84 39.84 

汉北路 0.00 0.03 0.02 1.25 19.85 25.61 

航天路 0.00 0.00 0.02 1.47 20.98 26.33 

河东站 0.00 0.00 0.00 0.00 44.89 40.35 

河西一经路 0.00 0.00 0.00 0.56 24.05 33.18 

河西站 0.00 0.00 0.00 0.00 41.57 44.79 

机车车辆厂 0.00 0.00 0.00 0.00 50.00 51.03 

继电器厂 0.00 0.00 0.00 0.00 46.91 38.35 

津沽路 0.00 0.00 0.00 0.43 24.80 33.30 

空港物流加工区 0.00 0.00 0.00 0.00 45.14 39.76 

南京路 0.01 0.13 0.01 1.26 25.21 34.17 

南口路 0.00 0.00 0.05 1.04 23.07 30.49 

前进路 0.00 0.03 0.00 1.02 24.60 32.00 

勤俭路 0.00 0.05 0.02 1.52 22.35 30.13 

市监测中心 0.00 0.00 0.00 3.19 23.62 34.67 

泰丰工业园 0.00 0.08 0.00 0.00 40.52 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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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路 0.00 0.00 0.00 2.62 29.24 37.36 

团泊洼 0.00 0.04 0.00 2.64 33.89 44.10 

永明路 0.00 0.00 0.00 1.33 28.77 33.02 

跃进路 0.00 0.00 0.00 0.76 25.68 28.44 

中新生态城 0.00 0.00 0.00 0.00 41.13 36.99 

达活泉 0.00 0.34 0.20 1.35 44.45 53.72 

路桥公司 0.00 0.19 0.26 0.73 45.77 48.39 

市环保局 0.00 0.19 0.22 1.12 46.14 48.78 

邢师高专 0.00 0.20 0.15 0.32 51.41 47.29 

北泵房 0.00 0.04 0.00 1.79 13.24 10.70 

人民公园 0.00 0.00 0.00 1.57 12.06 11.14 

世纪豪园 0.00 0.16 0.00 1.38 15.38 8.75 

探机厂 0.00 0.00 0.00 2.39 8.88 7.91 

五金库 0.00 0.07 0.00 1.76 13.32 9.55 

附表 3 京津冀地区所有监测点不同污染物日均值超标率   单位（%） 

城市 监测点 PM2.5 PM10 SO2 NO2 CO O3 八小时 

北京 

万寿西宫 50.41  69.32  28.77  13.42  16.99  18.63  

农展馆 52.33  67.12  30.96  12.88  17.26  21.10  

怀柔镇 45.48  76.44  15.07  13.42  14.25  15.89  

定陵 40.55  63.01  15.34  13.42  14.79  16.99  

海淀区万柳 50.41  73.15  38.08  12.88  15.34  19.18  

古城 51.51  71.23  25.75  12.33  16.16  21.64  

东四 51.23  70.41  24.38  11.78  15.34  16.99  

天坛 50.41  71.23  25.48  13.15  16.44  22.19  

官园 49.32  71.51  27.67  11.23  15.34  20.82  

顺义新城 51.51  75.89  22.74  16.44  19.73  15.07  

昌平镇 45.48  70.41  24.38  14.79  17.53  16.99  

奥体中心 50.68  71.51  32.60  13.15  19.18  21.64  

全市 69.04  90.68  30.68  53.15  36.44  26.58  

天津 

机车车辆厂 90.41  90.68  78.63  83.29  79.73  74.79  

继电器厂 87.67  89.04  78.36  79.45  79.73  74.79  

天山路 75.07  85.75  57.81  63.01  57.81  56.44  

东丽中学 87.67  89.04  78.36  83.01  78.36  74.79  

团泊洼 59.18  74.79  18.36  27.12  21.37  18.36  

河东站 87.67  90.41  77.81  79.73  78.63  74.79  

河西站 88.77  87.67  79.18  82.74  77.26  74.79  

市监测中心 73.42  80.00  58.36  63.01  59.18  58.08  

空港物流加工

区 

89.59  89.86  78.63  81.37  80.55  75.07  

泰丰工业园 88.77  89.59  77.81  85.21  78.36  74.79  

中新生态城 87.95  89.04  77.26  81.10  79.45  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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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 47.40  50.96  16.71  23.56  16.44  7.67  

北辰科技园区 44.93  61.10  12.88  20.82  16.44  12.60  

永明路 47.12  70.41  16.44  24.11  18.63  7.12  

南口路 53.42  60.82  27.40  30.68  30.14  24.66  

勤俭道 49.59  61.92  24.93  30.68  27.95  24.93  

前进路 54.79  69.04  32.60  37.53  33.42  23.84  

第四大街 54.52  72.88  23.84  30.96  24.93  20.27  

航天路 50.96  62.74  29.86  35.34  33.15  22.47  

汉北路 51.23  62.19  27.67  33.15  32.33  26.30  

大直沽八号路 46.58  62.19  25.21  28.77  26.03  25.21  

跃进路 56.16  58.63  31.78  38.90  34.25  24.66  

河西一经路 67.12  71.78  46.03  51.51  46.85  45.75  

津沽路 69.04  71.23  49.04  54.25  50.14  44.66  

宾水西道 69.32  72.60  54.25  56.99  54.25  53.42  

石家庄 

化工学校 79.18  74.52  59.18  63.56  58.63  53.70  

世纪公园 54.52  47.95  16.99  28.77  23.29  9.59  

高新区 53.97  48.77  14.79  24.93  16.99  10.14  

西北水源 59.18  58.36  11.51  20.00  16.71  21.10  

职工医院 47.67  47.67  15.07  28.22  16.71  6.30  

西南高教 45.75  45.48  13.97  22.47  16.71  4.66  

人民会堂 49.86  44.38  12.88  23.56  12.60  14.25  

封龙山 53.97  70.41  22.74  23.56  23.56  24.38  

22中南校区 71.51  69.04  59.18  65.75  59.73  54.52  

保定 

地表水厂 57.53  58.08  20.00  14.79  15.62  17.81  

游泳馆 60.55  64.93  24.38  19.45  18.63  25.48  

监测站 63.01  60.00  28.49  23.01  30.14  22.19  

华电二区 62.74  63.01  21.37  14.25  24.93  19.18  

接待中心 54.25  55.62  21.64  10.68  23.29  12.88  

胶片厂 58.36  59.73  26.85  10.41  23.29  20.55  

沧州 

电视转播站 48.49  36.99  10.68  10.96  12.33  22.74  

沧县城建局 44.66  40.82  11.51  14.25  12.05  8.22  

市环保局 36.71  36.16  9.32  12.60  10.96  8.49  

承德 

中国银行 21.64  33.70  9.86  10.68  9.86  13.70  

开发区 29.32  26.03  10.68  12.05  12.33  13.97  

铁路 20.82  29.32  8.22  10.14  8.22  13.15  

文化中心 22.74  37.53  10.41  11.23  10.96  15.89  

离宫 22.19  49.04  10.68  10.96  12.05  13.70  

邯郸 

环保局 53.42  63.56  10.14  17.81  16.99  4.93  

东污水处理厂 58.36  53.70  13.70  18.63  17.53  3.29  

矿院 61.10  67.40  14.25  22.19  13.42  18.36  

丛台公园 58.63  54.25  11.78  15.07  17.53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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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 

电机北厂 56.16  64.38  10.41  17.26  13.42  14.25  

市监测站 57.81  66.30  12.33  21.10  16.71  19.73  

市环保局 63.84  64.38  8.49  15.34  10.68  22.74  

廊坊 

药材公司 49.59  45.48  10.14  21.10  15.89  12.05  

环境监测监理

中心 50.14  43.56  9.04  14.79  12.33  10.14  

北华航天学院 49.86  40.82  9.04  15.07  13.42  18.36  

开发区 60.27  60.82  19.73  30.68  23.29  23.56  

秦皇岛 

监测站 31.51  34.25  12.33  26.30  17.26  1.37  

市政府 32.05  32.88  10.41  13.70  12.88  2.74  

建设大厦 27.67  32.88  10.68  16.44  12.88  4.66  

北戴河环保局 33.70  32.88  16.16  20.27  15.07  5.21  

第一关 30.14  35.34  10.68  17.53  14.52  3.84  

唐山 

十二中 56.16  50.96  9.32  24.38  15.89  15.62  

供销社 50.14  42.19  10.14  27.67  15.07  15.89  

雷达站 52.05  47.95  9.32  24.93  15.34  17.53  

物资局 53.97  49.59  13.42  19.73  17.53  18.63  

陶瓷公司 55.89  54.52  11.51  33.97  16.71  14.52  

小山 54.79  47.67  9.86  26.03  12.88  17.53  

邢台 

市环保局 60.82  60.00  16.16  25.48  17.53  8.22  

达活泉 64.93  58.36  13.42  24.11  15.89  14.25  

邢师高专 59.73  63.84  20.55  24.93  21.92  4.38  

路桥公司 60.27  58.90  16.99  26.85  19.45  6.85  

张家口 

五金库 28.49  23.29  13.42  12.60  11.78  7.67  

世纪豪园 16.44  43.56  9.59  12.60  9.86  9.04  

人民公园 18.90  47.40  9.59  10.14  9.86  10.96  

探机厂 16.71  28.22  11.23  11.78  9.86  11.78  

北泵房 24.66  56.71  21.10  21.64  16.44  10.41  

 

附表 4 京津冀地区所有监测点空气质量达二级标准天数   单位：天 

城市 监测点 PM2.5 PM10 SO2 NO2 CO O3 八小时 

北京 

万寿西宫 181 112 260 316 303 297 

农展馆 174 120 252 318 302 288 

怀柔镇 199 86 310 316 313 307 

定陵 217 135 309 316 311 303 

海淀区万柳 181 98 226 318 309 295 

古城 177 105 271 320 306 286 

东四 178 108 276 322 309 303 

天坛 181 105 272 317 305 284 

官园 185 104 264 324 309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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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新城 177 88 282 305 293 310 

昌平镇 199 108 276 311 301 303 

奥体中心 180 104 246 317 295 286 

全市 113 34 253 171 232 268 

天津 

机车车辆厂 35 9 52 55 80 84 

继电器厂 45 12 52 71 76 89 

天山路 91 10 142 133 155 128 

东丽中学 45 10 44 53 83 91 

团泊洼 149 25 288 261 296 183 

河东站 45 9 50 72 81 92 

河西站 41 10 54 58 85 82 

市监测中心 97 25 131 132 153 86 

空港物流加工区 38 10 65 62 79 73 

泰丰工业园 41 11 64 51 81 90 

中新生态城 44 14 78 66 83 75 

南京路 192 73 270 265 311 186 

北辰科技园区 201 39 293 282 317 207 

永明路 193 36 293 273 303 208 

南口路 170 46 242 241 270 165 

勤俭道 184 46 252 247 273 163 

前进路 165 33 227 222 252 168 

第四大街 166 27 268 244 279 177 

航天路 179 49 243 231 257 160 

汉北路 178 57 260 238 259 154 

大直沽八号路 195 42 254 255 279 161 

跃进路 160 55 225 217 250 168 

河西一经路 120 36 189 172 198 130 

津沽路 113 32 173 162 187 139 

宾水西道 112 43 167 157 167 103 

石家庄 

化工学校 76 93 149 133 151 169 

世纪公园 166 190 303 260 280 330 

高新区 168 187 311 274 303 328 

西北水源 149 152 323 292 304 288 

职工医院 191 191 310 262 304 342 

西南高教 198 199 314 283 304 348 

人民会堂 183 203 318 279 319 313 

封龙山 168 108 282 279 279 276 

22中南校区 104 113 149 125 147 166 

保定 

地表水厂 155 153 292 311 308 300 

游泳馆 144 128 276 294 297 272 

监测站 135 146 261 281 255 284 

华电二区 136 135 287 313 274 295 

接待中心 167 162 286 326 280 318 

胶片厂 152 147 267 327 280 290 

沧州 电视转播站 188 230 326 325 320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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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县城建局 202 216 323 313 321 335 

市环保局 231 233 331 319 325 334 

承德 

中国银行 286 242 329 326 329 315 

开发区 258 270 326 321 320 314 

铁路 289 258 335 328 335 317 

文化中心 282 228 327 324 325 307 

离宫 284 186 326 325 321 315 

邯郸 

环保局 170 133 328 300 303 347 

东污水处理厂 152 169 315 297 301 353 

矿院 142 119 313 284 316 298 

丛台公园 151 167 322 310 301 344 

衡水 

电机北厂 160 130 327 302 316 313 

市监测站 154 123 320 288 304 293 

市环保局 132 130 334 309 326 282 

廊坊 

药材公司 184 199 328 288 307 321 

环境监测监理中心 182 206 332 311 320 328 

北华航天学院 183 216 332 310 316 298 

开发区 145 143 293 253 280 279 

秦皇岛 

监测站 250 240 320 269 302 360 

市政府 248 245 327 315 318 355 

建设大厦 264 245 326 305 318 348 

北戴河环保局 242 245 306 291 310 346 

第一关 255 236 326 301 312 351 

唐山 

十二中 160 179 331 276 307 308 

供销社 182 211 328 264 310 307 

雷达站 175 190 331 274 309 301 

物资局 168 184 316 293 301 297 

陶瓷公司 161 166 323 241 304 312 

小山 165 191 329 270 318 301 

邢台 

市环保局 143 146 306 272 301 335 

达活泉 128 152 316 277 307 313 

邢师高专 147 132 290 274 285 349 

路桥公司 145 150 303 267 294 340 

张家口 

五金库 261 280 316 319 322 337 

世纪豪园 305 206 330 319 329 332 

人民公园 296 192 330 328 329 325 

探机厂 304 262 324 322 329 322 

北泵房 275 158 288 286 305 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