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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的(六步法1流程!并对#)$5 年空气质量等级和首要污染物预报准确率进行评估
研究# 结果表明!#)$5年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 E等级预报准确率$月最高#月最低!平均准确率为,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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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国务院颁布-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

*$+

!提出环保部门要加强与气象部门
的合作!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要求#)$&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要完成区域"省"市
级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系统建设# 同年!环保部下
发-关于做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重点区域空
气重污染监测预警工作的通知.

*#+

!提出组建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中心!加
快推进区域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系统建设!搭建区域
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开展区域污染形势预报#

为贯彻落实上述行动计划!按照国家的总体部
署与工作要求!广东省环境保护厅与广东省气象局
合作!于#)$&年$# 月#* 日起联合向公众发布珠
江三角洲区域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内容主要包括未
来#& E区域总体和各片区的空气质量指数等级范
围及首要污染物名称以及未来2# E区域空气质量
的变化趋势*%+

# 现结合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
发布实践!对区域空气质量预报的一般方法及预报

效果进行评估#

$(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方法
$'$(多模式集合数值预报系统

目前常用的空气质量预报技术有统计预报和
数值预报*& 45+

!在开展珠三角空气质量业务化预报
时主要参考数值模式预报结果# 依托于广州亚运
会契机和国家,+%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广东省环境
监测中心搭建了一套珠三角多模式空气质量数值
预报模型!采用& 层嵌套网格!集成了!3Y\XT"

6X3Y"63XP三大空气质量模式!运用XX5 气象
模式!可输出未来2# E 的逐小时气象场预报结果
和污染物小时浓度*5+

!后期经过技术升级!采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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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进的B-Z气象模式!并将模拟区域扩大至全
省范围!采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 >̀ %)*5)

#)$#&进行计算和评价#

$'#(空气质量预报方法
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采用(六步法1进

行!具体方法流程如图$ 所示'%$&登录全国城市
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查看近期空气质量概况!

包括当前站点的空气质量实况"昨日区域空气质量
实况和过去两周的空气质量变化态势等$%#&通过
查看卫星云图"降水量预报图和不同高度% 5))!

2))!,5) E\:和地面&的天气形势图!分析未来一周

的天气形势概况和气象扩散条件影响$%%&查看珠
三角多模式空气质量数值预报模型输出的气象场
和污染物浓度预报结果!对未来% L的空气质量状
况和区域大气污染演变趋势做出初步的判断$%&&

查看近两周预报结果的准确率情况!必要时结合去
年同期相似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对已经发生的错判
情况进行总结!避免重蹈覆辙$%5&发起与气象部
门的会商!根据会商意见!对预报结果进行人工订
正!形成最终的预报结果$%+&将最终的预报结果
按照既定的发布方式编写成文!并经由指定的发布
途径发布结果!完成整套空气质量预报流程#

图$(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方法流程

#(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效果评估
#'$(评估指标及方法

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效果可以用#& E

3Y]跨级预报准确率和首要污染物预报准确率进
行评估# 考虑到现阶段珠三角地区的空气质量预
报结果仅仅是以区域平均状况的形式对公众发布!

并未单列出每个城市的预报结果!而空气质量等级
3Y]指数和首要污染物类别的监测实况结果在发
布时则是以城市为单位!因此综合采用珠三角* 个
城市%广州"深圳"佛山"肇庆"惠州"珠海"江门"东
莞和中山&的空气质量监测实况发布结果和珠三
角区域的预报发布结果进行评估!以反映珠三角区
域预报效果的平均状况!具体评估方法为'

%$&统计评估时段内!城市空气质量3Y]发布
的有效天数%扣除因站点维护"仪器故障等原因导
致的仪器断数和3Y]无法照常发布的天数&!作为

评估等级预报结果的有效城次%一个城市一天的
结果为一城次&!则该时段内空气质量预报发布结
果与当天的3Y]实况发布结果一致的城次占总有
效城次的百分比即为#& E 3Y]跨级预报准确率#

%#&统计评估时段内!出现首要污染物的城市
个数和有效天数%空气质量为优时不评价首要污
染物&!作为评估首要污染物预报结果的有效城
次!则该时段内!首要污染物预报发布结果与当天
的首要污染物实况发布结果一致的城次占总有效
城次的百分比即为首要污染物的预报准确率#

#'#(评估结果
根据上述评估指标和方法!利用全国城市空气

质量实时发布平台发布的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数
据*++

!对珠三角区域#)$5年$月$日)$#月%$日
的空气质量预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评估!得到
的评估结果见表$和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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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年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等级预报效果评估

月份 等级有效
统计城次

空气质量等级实况%城次占比& _j

优 良 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

空气质量等级预报评估%城次占比& _j

预报准确 预报偏重 预报偏轻
$ #2* $)', 2$'2 $+'5 $'$ )') *+'$ %'# )'2

# #5) #,'& &*'# #)', $'+ )') 2#') ##'& 5'+

% #2% 5$'% &+'* $', )') )') ,#', $$'2 5'5

& #5) &$'+ &,') *'# $'# )') ,+'& &', ,',

5 #2* 2$') #,') $'$ )') )') ,+'& ,'# 5'&

+ #5, ,&'* $5'$ )') )') )') *%') 2') )')

2 #2, +#'+ %)'# 5'& $', )') *$') $', 2'#

, #2, %,', &$'& $2'+ $', )'& ,2'$ ,'+ &'%

* #+2 %#'# &,'2 $+'$ %') )') ,+'5 *') &'5

$) #5$ #%'* 55', $,'2 $'+ )') ,+'* ,'& &',

$$ #+* %5'2 +)'+ %'2 )') )') *$'$ 2'& $'5

$# #22 &+'* &,'& %'# $'& )') *#'& %'+ &')

年平均 #+2 &&') &5'% *'5 $'$ )') ,2'+ ,') &'&

表#(珠三角区域首要污染物预报效果评估

月份 有效统
计城次

首污准
确率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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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5 % +) 5) & $ $ ) $ $ ) ) % % ) )

年平均 $&* 2#'2 &, &5 $% # #% $$ +# &2 $ ) $ $ ) ) $ $ # $

年总计$ *&) ) +#* 5,+ $+, #, #*& $&, ,)) +$+ , & 2 2 # # $% $) #$ $#

!

代表实际出现城次!`代表预报准确城次#

((由表# 可见!#)$5 年珠三角出现的首要污染
物主要有\X

#'5

!\X

$)

!!"

#

和"

%

4, E!除此以外!

少数时段还出现了# 种污染物并列为首要污染物
的(双首污1情况# 其中!"

%

4, E作为首要污染物
出现的城次为全年最多!高达,)) 城次!且集中发
生在太阳辐射较为强烈的夏秋季节!也就是2)$)

月份# 其次!\X

#'5

作为首要污染物出现的城次为
全年次高!主要集中分布在$#)#月等降水较少的
冬季月份# 此外!!"

#

作为首要污染物出现的情况
也不容忽视!全年发生的城次为#*& 次!较为集中
地发生在$# 月"% 月和5 月# \X

$)

作为首要污染
物出现的城次仅次于!"

#

!且更多地发生在$ 月!

$$月和%月# 相对来说!(双首污1出现的城次较

少!属于个别现象#

从首要污染物预报效果的评估结果来看!#)$5

年珠三角区域首要污染物预报平均准确率为
2#'2j!低于#& E空气质量等级预报准确率!这主
要跟珠三角地区出现的首要污染物种类较多!出现
情况多变且变化规律复杂!而预报发布只给出两种
首要污染物的判断结果有关# 对比表中不同污染
物作为首要污染物实际出现的城次和预报准确的
城次可以看出!#)$5 年!预报员对于珠三角\X

#'5

和"

%

4, E作为首要污染物出现的情况把握得较
好!基本能够预报准确!但对于!"

#

和\X

$)

作为首
要污染物出现的情况仍存在较多的预报失误#

结合不同月份和不同首要污染物类别的预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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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来看!*月份的首要污染物预报准确率为
全年最高!达,2',j!这主要是因为* 月份的首要
污染物出现情况较为单一!即首要污染物主要是
"

%

4, E# 2月和, 月首要污染物预报准确率较高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月份由于空气质量较好!大
部分城市和天数均为优!首要污染物出现的城次仅
有%*次!因此总体预报准确率也比较高# 相比之
下!%月和&月的首要污染物预报准确率为全年最
低!分别只有%,'%j和5#'2j!这主要是因为!%

月和&月的首要污染物出现种类最多!且不同污染
物作为首要污染物出现的城次较为接近!变化规律
很难准确把握!大大增加了预报难度!导致这两个
月的首要污染物预报准确率明显下降#

%(结语
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工作采用(六步法1

开展# 利用#& E 3Y]跨级预报准确率和首要污染
物预报准确率对珠三角区域#)$5年空气质量预报
的平均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估!结果表明!#)$5 年珠
三角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 E等级预报平均
准确率为,2'+j!具体表现为$月"+月和$# 月准
确率较高!#月最低# #)$5年珠三角出现的首要污
染物主要有\X

#'5

!\X

$)

!!"

#

和"

%

4, E!首要污染
物预报平均准确率为2#'2j!低于#& E 空气质量
等级预报准确率!主要跟珠三角地区首要污染物种

类较多!变化规律复杂!而预报发布只给出# 种首
要污染物的判断结果等原因有关# 2)* 月由于首
要污染物出现情况较为单一!预报准确率较高$而
%)&月由于首要污染物出现种类多且出现频次接
近!导致预报准确率为全年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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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南京#)$+年底消灭建成区所有黑臭河
随着南京市(水十条(落地生根!一系列举措与考核办法相继出炉或在制订中#

南京市目前建成区内榜上有名的黑臭河道共计%+条!预计在#)$+年底全部消灭# 同时!南京市即将签署年度水污染
防治工作和治太工作目标责任书#

为彻底消灭水污染!南京市将采取多项措施# 一是由环保部门起草招标方案!针对秦淮新河节制闸"秦淮新河铁心桥
等+个水质断面达标方案进行招标$二是由市环保局会同市水务局!对全市纳入省考核的水环境质量点位水质状况进行统
筹!建立南京市水质应急预警工作小组!共同做好排口调查$三是定期通报水质状况!形成水质月报和黑臭河道月报制度!

定期向市政府汇报$四是组织各区针对黑臭河道治理状况开展跟踪监测!形成周报#

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南京目前的水环境不容乐观# 与(十一五1相比!(十二五1期间长江南京段干流水质由
"

类下降
为

#

类!且其中总磷浓度上升明显#

南京市环保局监测科技处负责人表示!目前存在几个难点# 一是地表水断面提标压力大# 按照国家和江苏省的要求!

南京市今年需将秦淮新河节制闸断面水质从
$

类提升为
#

类!然而根据$ 月̂% 月监测结果!秦淮新河节制闸等% 个国考
断面当前依旧超标# 二是受场地影响!一些按省(水十条1要求必须在明年底完成一级3提标改造的污水处理厂完成目标
任务的困难很大# 三是南京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程度不高!污染防治水平较低!禁养区规划滞后!禁养范围仍未公布#

最后一个难点在于加油站防渗漏改造工程# 今年年底前!南京市需要先期完成$#5 个加油站"数百个地下油罐的防渗漏改
造工程# (基础差"时间紧"任务重#1南京市环保局监测科技处负责人坦言!需要多方协调以及财政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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