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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雾霾的频发，环境空气质量和空气污染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研究利用环保部门公报数

据分析了江西省 2016年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结果表明，全省 PM2.5和 PM10年均质量浓度超标，是影响全省空气质

量的主要污染物；全省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6.4%，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上年相比优良天数比例下降，

空气质量变差。11个设区市全年优良天数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抚州市＞上饶市＞景德镇市＞新余市＞吉安市＞鹰

潭市＞赣州市＞南昌市＞宜春市＞九江市＞萍乡市；与上年相比 7个市优良天数及优良天数比例均有所下降，其中

宜春市优良天数比例下降幅度最大达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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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大气是人类赖于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当前，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为特

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有研究表明，雾霾等严重的大气污染

能显著影响人群的健康状态，特别是颗粒物能够长期悬浮在空气中，不但本身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还可能成为其他有毒有害

物质的载体，其进入人体随着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的不同而沉积在不同的呼吸系统位置，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导致呼

吸系统症状增加、肺功能降低、门诊人数增加、心血管发病率上升等
[1-7]

。 

大气环境保护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
[8]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2013 年 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年 8月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通过“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并于 2016年 1月 1日起实施。 

本文研究了江西省全省及 11个设区市 2016年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并提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建议。 

1 研究方法 

江西省别称赣鄱大地，是江南“鱼米之乡”，古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称，又因省内最大河流为赣江而简称赣。其地

处北纬 24°29′14″～30°04′41″，东经 113°34′36″～118°28′58″之间，东邻浙江省、福建省，南连广东省，西接湖

南省，北毗湖北省、安徽省而共接长江，属于华东地区。江西省全省面积 16.69 万 km
2
，辖 11 个设区市、100 个县（市、区），

省会为南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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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江西省环保厅发布的 2016年 1—12月份江西省环境质量月报数据
[9]
，分析了全省及 11个设区市（图 1）的污染

物质量浓度达标情况、空气质量指数日报优良天数，并与上年进行了比较；研究了主要污染物颗粒物质量浓度与优良天数比例

的月际变化趋势，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主要污染物年均质量浓度达标情况 

2.1.1全省主要污染物年均质量浓度 

2016年江西省全省空气中 4种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表 1所示。全省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SO2、NO2年平均质量浓度分别

为 72、45、24、25μg/m
3
。SO2、NO2年平均质量浓度满足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要求，可吸入颗粒物、细

颗粒物年平均质量浓度分别超标 0.029倍和 0.286倍。与 2015 年相比，2016年全省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质量浓度上升了 5.9%，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下降了 11.1%，细颗粒物和 NO2年均质量浓度与上年持平，4种主要污染物的综合污染指数上升 0.3%。颗粒

物，尤其细颗粒物超标比例较高，是目前影响全省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削减细颗粒物的产生和排放是全省大气污染防治的

关键；SO2和 NO2占标率较低，且质量浓度下降或稳定，暂不是当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与全国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质量浓度相比，全省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SO2、NO2年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全国平均

值的 87.8%、95.7%、109%、83.8%，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NO2等 3种污染物浓度低于全国平均值
[11]
。 

2.1.2设区市主要污染物年均质量浓度 

2016 年全省 11 个设区市空气中 4 种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表 2 所示。11 个设区市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质量浓度范围为 59～

79μg/m
3
，6个设区市平均质量浓度满足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要求，鹰潭市年均质量浓度最低，占标率

为 84.3%，萍乡市年均质量浓度最高，超标 0.257 倍。11 个设区市细颗粒物年平均质量浓度范围为 41～57μg/m
3
，11 个设区市

年平均质量浓度全部都不满足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要求，鹰潭、宜春、抚州 3 市年均质量浓度最低，

超标 0.171 倍，萍乡市年均质量浓度最高，超标 0.629 倍。11 个设区市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范围为 8～32μg/m
3
，11 个设区市

年平均质量浓度均满足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要求，景德镇市年均质量浓度最低，占标率为 13.3%，鹰

潭、上饶市年均质量浓度最高，占标率为 53.3%。11 个设区市 NO2 年平均质量浓度范围为 16～33μg/m
3
，11 个设区市年平均质

量浓度均满足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要求，景德镇市年均质量浓度最低，占标率为 40.0%，南昌市年均

质量浓度最高，占标率为 82.5%。 

 

11 个设区市占标率最大的污染物均为细颗粒物，4 种主要污染物的综合污染指数范围为 2.73～3.91，由小到大依次为：景

德镇市＜抚州市＜鹰潭市＜吉安市＜赣州市＜南昌市＜新余市＜上饶市＜九江市＜宜春市＜萍乡市。 



2.2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2.1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采用 HJ633—201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进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日报和类别评价。2016 年江西省

全省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6.4%，相比全国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78.8%，高 7.6百分点
[11]
。相比 2015

年，全省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下降 3.4百分点，而全国上升 2.1%。这说明江西省全省空气质量在全国处于平均水平以上，

但相比全国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上升空气质量改善，江西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却下降，空气质量与上年相比有所变差，

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不容乐观，依然任重而道远。 

2.2.2设区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全省 11 个设区市 2016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如图 2 所示。全年优良天数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抚州市＞上饶市＞景德

镇市＞新余市＞吉安市＞鹰潭市＞赣州市＞南昌市＞宜春市＞九江市＞萍乡市。抚州市优良天数比例最高，达 92.3%；上饶、景

德镇、新余 3 市优良天数比例也较高，超过 90%；吉安、鹰潭、赣州、南昌 4 市优良天数比例范围 88.8%～86.8%，均超过全省

平均比例 86.4%；萍乡、九江、宜春 3市优良天数比例名列全市后 3位，萍乡市最低仅为 73.6%。萍乡、九江、宜春是影响全省

2016 年优良天数比例的 3市主要设区市。全省 2016年环境空气质量指数日报评价结果统计见表 3。 

 

 

2015 年全省 11 个设区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宜春市＜赣州市＜吉安市=上饶市＜新余市＜抚州市＜景

德镇市＜鹰潭市＜南昌市＜九江市＜萍乡市。宜春等 7个市优良天数比例超过 90%，其中宜春市高达 97.0%；鹰潭等 3个市优良

天数比例在 80%～90%之间；萍乡市优良天数比例最低，仅为 76.0%。 

2016 年与 2015 年相比，除南昌、景德镇、抚州、鹰潭 4 个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及优良天数比例保持稳定或微有上升之外，

其余 7 个市优良天数减少了 5～49d，优良天数比例下降了 2.4%～13.4%。其中宜春市优良天数比例下降幅度最大，排名从全省



11个设区市第 1位下降至第 9位；赣州市、吉安市优良天数比例下降幅度也较大，排名分别从第 2、第 3下降至第 7、第 5，从

全省前列退步至中游。全省 11 个设区市 2016年优良天数及比例与上年的比较具体见表 4。 

 

2.3空气质量月际变化趋势 

2.3.1全省优良天数比例及颗粒物浓度月际变化 

2016年江西省环境空气中优良天数比例及颗粒物质量浓度结果如图 3所示。优良天数比例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变化趋势。

夏秋季节（4—10月份）优良天数比例较高，除 9月份之外，4—8月份和 10月份优良天数比例均在 95%以上；春季（1—3月份）

优良天数比例较低，接近 80%；冬季 12月份优良天数比例最低，仅为 53%。 

 

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均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变化趋势。夏秋季节（4—10 月份）颗粒物质量浓度

较低，除 9 月份之外，4—8 月份和 10 月份细颗粒物（PM2.5）月均质量浓度值范围为 29～38μg/m
3
，可吸入颗粒物（PM10）月

均质量浓度值范围为 50～61μg/m
3
；春季（1—3 月份）颗粒物质量浓度较高，细颗粒物（PM2.5）月均质量浓度值范围为 54～

60μg/m
3
，可吸入颗粒物（PM10）月均质量浓度值范围为 80～93μg/m

3
；冬季 12 月份颗粒物质量浓度最高，细颗粒物（PM2.5）

月均质量浓度值为 77μg/m
3
，可吸入颗粒物（PM10）月均质量浓度值为 114μg/m

3
。 



对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月均质量浓度值与每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

细颗粒物（PM2.5）质量浓度和优良天数比例相关系数 r=-0.962，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 Sig=0.00＜0.05，显著性负相关；可吸入

颗粒物（PM10）质量浓度和优良天数比例相关系数 r=-0.968，Sig=0.00＜0.05，显著性负相关。这同样反映了颗粒物（PM2.5和

PM10）是目前影响全省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削减细颗粒物的产生和排放是全省大气污染防治的关键。 

2.3.2设区市不同月份优良天数 

从全年不同月份来看，抚州市上半年空气质量全市最好，1—7 月份中有 6 月优良天数名列全省第一；而下半年景德镇市空

气质量表现优异，尤其是 9—12 月份，4 月优良天数均名列全省第一；全年除了 4 月份和 6—8 月份之外，其余 8 月萍乡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均为全省最低。 

从不同月份优良天数差值（见表 5）来看，呈现与全省优良天数比例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变化趋势相反的变化趋势。即夏

秋季节 4—8 月份和 10 月份全省优良天数比例高，而期间各设区市的优良天数都较高，优良天数最高和最低的差值较小；春季

（1—3 月份）、冬季（11 月份、12 月份）、9 月份全省优良天数比例低，而期间各设区市的优良天数差异较大，有些市如抚州、

景德镇等空气质量良好，优良天数仍保持较高，而有些市如萍乡空气质量较差，不同设区市之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拉开较大差

距。这说明决定一个城市空气质量水平的关键期在于春、冬季节，检验一个城市空气质量好坏的关键期在于春、冬季节。 

 

3 结论 

1）2016年江西省全省 SO2、NO2年平均质量浓度满足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要求，可吸入颗粒物、细

颗粒物年平均质量浓度超标，4种主要污染物的综合污染指数为 3.35。全省 11个设区市 4种主要污染物的综合污染指数范围为

2.73～3.91，由小到大依次为：景德镇市＜抚州市＜鹰潭市＜吉安市＜赣州市＜南昌市＜新余市＜上饶市＜九江市＜宜春市＜

萍乡市。 

2）2016年江西省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6.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 11个设区市优良天数比例范围为 92.3%～

73.6%，由高到低依次为：抚州市＞上饶市＞景德镇市＞新余市＞吉安市＞鹰潭市＞赣州市＞南昌市＞宜春市＞九江市＞萍乡市。 



3）与上年相比，2016 年江西省全省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质量浓度上升了 5.9%，SO2年平均质量浓度下降了 11.1%，综合污

染指数上升 0.3%，优良天数比例下降 3.4%，空气质量有所变差。 

4）与 2015年相比，2016 年全省 11个设区市中除南昌、景德镇、抚州、鹰潭 4个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及优良天数比例保

持稳定或微有上升之外，其余 7个市的优良天数及优良天数比例均有所下降，其中宜春市的优良天数比例下降幅度最大达13.4%。 

5）全省优良天数比例月际变化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变化趋势，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质量浓度均呈现

两头高、中间低的变化趋势，即夏秋季节空气质量较好，春冬季节空气质量较差。 

6）颗粒物是影响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的关键污染物，颗粒物浓度和优良天数比例月际变化具有显著负相关性，改善空气质量

要着力抓好颗粒物的控制和削减。春冬季节是决定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的关键时期，改善空气质量要着力在春冬季节开展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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