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城市雾霾污染时空演化 

及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研究 

曾 浩 徐雨婷 黄雅琪 

【摘 要】以 2010-2017年江西省各城市 PM10数据为基础，对江西省雾霾污染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具体包括

对 PM10的年变化特征、季度变化特征与月均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根据 2018年 12月的 PM10数据进行日变化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江西省城市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江西省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控制雾霾污染，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进一步加大雾霾污染的控制及治理力度，从而促使江西省空气环境质量更

加符合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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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江西省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于 2017 年正式实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将江西省定位为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创新区
［1］

。据《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6 年江西省 5 个城市 PM10年均值数据超过国家二级标准

(70ug/m
3
)
［2］，

全省年均值为 72ug/m
3
，与上年相比上升 4ug/m

3
。PM10是空气动力学中直径小于等于 10 微米的颗粒物，因其对大气

质量的不利影响，PM10成为研究雾霾污染的重要指标
［3］
。因此，研究江西省城市 PM10浓度的时间动态规律、空间格局分布及其社

会经济影响因素对于雾霾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 2010-2017年的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与江西省 11个城市

环境月报，研究江西省 PM10浓度的时空变化规律与分布特征，从而为江西省雾霾污染的联防联控措施提供支撑，以期为城镇化、

工业化的合理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二、江西省城市雾霾污染时空分布特征 

（一）年均变化特征 

江西省各城市 2010-2017年 PM10年含量分布如图 1所示。由图 1可知，江西省 2010-2017年 PM10年含量在 56-116ug/m
3
之间，

总体趋势呈波动状，南昌、萍乡、九江、新余、宜春、赣州、上饶、吉安八个城市 PM10年均浓度均超过国家二级标准(70ug/m
3
)
［2］
，

其中最大值为 116ug/m
3
，出现在 2013 年的南昌市；最小值 56ug/m

3
，为 2015 年的宜春市。从各城市 PM10年含量发展趋势来看，

近几年中,南昌、景德镇、九江、鹰潭各市的 PM10含量呈下降趋势，其中南昌市在 2013 年达到最高值后急剧下降，其他城市均

呈稳步的缓慢降低趋势，即雾霾污染有所改善；新余、赣州、上饶、吉安等市在短暂的下降之后又呈现上升趋势，萍乡、抚州、

宜春呈现不规则波动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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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江西省省会，南昌市 PM10年含量在 2013 年达到全省近 8 年 PM10含量最高值后陡然下降，这与南昌市 2013-2014 年进行

经济转型有较大关联。南昌市实行重大项目加快经济转型，且在 2014 年江西省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南昌

市作为省会积极响应，推动产业转型，同时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使南昌市 2014 年 PM10年含量大幅下降。鹰潭市的 PM10年含

量总体上处于全省最低，联系鹰潭市的经济发展来分析，其矿产资源不丰富，化工、冶金等的重工业产业较少，工业增长速度

较慢，从源头上控制了 PM10污染，因此鹰潭市 PM10污染与其他城市相比更轻，空气质量较好。 

 

（二）季均变化特征 

江西省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根据气象条件来划分，江西省春季为 3-5月，夏季为 6-8月，秋季为 9-11月，冬季

为 12月-次年 2月
［4］
。江西省各城市 PM10季均分布图如图 2所示。 

 

由图 2可知，雾霾污染具有较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规律。总体上 2010-2017年多数城市 PM10含量季均变化趋势为冬＞春＞秋

＞夏，且多数城市冬季 PM10质量浓度超国家二级标准，南昌、萍乡 PM10含量超 100ug/m
3
，其中最大值为 104.54ug/m

3
，为南昌冬

季；最小值为 50.75ug/m
3
，为抚州夏季，说明冬季 PM10污染态势严重且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从各个城市发展趋势来看，南昌、萍

乡、宜春、新余的 PM10浓度季均值相对较高，上饶、鹰潭、景德镇、吉安浓度季均值较低。 

从季均值特征可分析，冬季 PM10浓度较高而夏季空气质量最好，说明季节性因素是影响 PM10浓度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冬季

燃煤产生较多 PM10，且天气干燥，易出现逆温现象，不利于空气颗粒污染物的流动与消散。季节性因素难以控制，因此要对 PM10

污染的预防能力与各城市之间联防联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从而最大化减少 PM10危害。 

（三）月均变化特征 



江西省各城市 PM10月均分布图如图 3所示。由图 3可知，各城市 PM10的月均浓度变化较为一致，特征曲线呈现“U”型分布，

在 6-8 月 PM10浓度最低，在 1 月和 12 月为 PM10浓度峰值，其中 PM10浓度月均值最大值在萍乡的 1 月，最小值在吉安的 7 月，且

除景德镇以外，其他城市均在 1 月和 12 月超出国家二级标准，尤其是萍乡和南昌超过 100ug/m
3
。从各个城市的变化趋势来看，

各城市之间月变化趋势相似度较高，新余、萍乡月变化较大，鹰潭、赣州、景德镇月变化较小。其中，新余在 3月份 PM10浓度出

现上涨回升现象，其他城市大多在 5 月、10 月出现回升现象；另一方面，多数城市于 2 月份 PM10浓度呈下降趋势。从总体变化

趋势来看，月均值变化趋势与季均变化吻合。从月均变化特征进行分析，1月、12月各城市 PM10浓度处于全年最高水平，与其气

候及外部原因有较大的联系。1月、12月春运时期为汽车流量高峰期，尾气排放导致 PM10浓度增加，且燃煤增加、燃放爆竹烟

花现象频繁产生大量空气颗粒污染物污染，因此 PM10在 1月、12月浓度最高。6-8月燃煤等外部影响情况较少，林地、绿地的吸

附、直流功能较强，空气净化效果最佳，因此空气质量在 6-8月最优。 

（四）日均变化特征 

 

日变化特征选用 2018 年 12 月 22 日 0 时至 20 时的 PM10数据进行分析。自 2017 年底江西省正式实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江西）实施方案》，并且推出相关政策与措施后，江西省各城市的空气污染逐渐好转。鉴于冬季为一年污染最严重时期，因此

选用 2018 年冬季随机一天的 PM10浓度变化状况，分析 PM10日变化特征，并研究相关措施在控制 PM10污染时的效益。江西省各城

市 PM10日变化如图 4所示。 

 

图 4可以看出，江西省各城市 PM10浓度从 0时至 20时呈增加趋势，且一天当中 PM10浓度变化差距不大，PM10浓度的控制较

为稳定。一天当中各个城市之间趋势呈“W”型分布。从各城市来分析，萍乡、宜春、景德镇、九江的 PM10浓度值居高，新余、

南昌、鹰潭、赣州、上饶、吉安、抚州 PM10浓度值则较低。从其日变化特征来看，各城市 PM10值呈递增趋势，究其原因，一天中



随着时间推移，汽车流通量、工厂运作、生活用煤等逐渐增多，空气中 PM10浓度随之增加。20 时之后，各城市归于平静，加之

植物及空气流动净化功能加强，使得 0时 PM10浓度为全天最低。从 PM10日变化数值来看，相较于 2010-2017年的年、月均值，2018

年 PM10日变化值减少较多，这与近年江西省的经济转型与采取的措施有巨大联系。以燃烧秸秆为例，燃烧秸秆产生大量悬浮颗粒

物，对空气造成污染。2018年，江西省实行“秸秆禁烧”，从秸秆这一源头上减少了 PM10的产生，对 PM10的控制与治理具有极大

的促进效应。另外，在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有序推进。基于新发展理念，江西省各城市经济发展转型，

推进城市绿化建设，并对雾霾污染源头进行高效治理，各城市之间对大气污染进行有意识的联防联控，使空气污染的预防与控

制力度加大。同时，政府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雾霾污染的治理，企业采取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等方式，居民积极采

用清洁能源生产生活，共同参与到治理雾霾污染中，促进江西省空气质量呈现好转趋势
［5］
。 

三、江西省城市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通过对 PM10浓度变化的分析，可以得出 PM10污染主要有社会、经济这两方面因素，加之冬季存在季节性因素与污染的区域传

输等辅助因素影响。社会因素主要有机动车尾气、工业排放、燃煤排放、扬尘等污染源与人口增长、燃放烟花爆竹、环保意识

薄弱、绿化建设等人类活动，而这些社会因素大部分受经济因素如经济发展模式、技术水平等因素影响。此外，季节性因素引

起的不利气象条件和区域传输等，包括周边地区污染传输与冬季北方雾霾污染输入性影响，由此分析得出江西省 PM10污染的影响

因素框架图
［6］
。如图 5所示： 

 

（一）经济因素 

一是经济发展。在粗放型经济当中，发展经济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导致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效益成反比。近些年，虽

进行经济转型，但第二产业仍然占据经济发展较大比重。据江西省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江西省三次产业

结构之比为 9.4:47.9:42.7，第二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47%，说明工业仍为江西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造成 PM10污染

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工业消耗的有色金属、煤炭等原料及建筑业产生的大量扬尘，表明江西省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和升级
［7］
。 

二是技术水平。较东部其他省市而言，江西省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晚，大气污染治理水平偏低，在

引进先进技术控制与治理污染方面较为落后。脱硫脱氮技术、洁净煤技术是我国目前极力推行和发展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而

就江西省近些年的 PM10 浓度来看，部分城市 PM10浓度不降反升，表明更应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并积极采用新能源，积极推广有

害物质回收利用技术，从而减轻因工业发展而造成的 PM10污染所带来的危害。 



（二）社会因素 

一是污染源。PM10污染源主要由工业排放、机动车尾气排放、燃煤排放、扬尘等组成，江西省大多数机动车仍然以燃油为动

力为主，从而机动车尾气大量排放有害污染物质。此外，天气干燥时机动车行驶过程中易产生扬尘，导致城市雾霾天气
［6］
。而

燃煤排放除工业燃煤之外，生活燃煤也逐渐成为 PM10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以冬季为主，冬季天气转冷，各城市尤其在农村

多燃煤取暖为主，加剧了 PM10污染。此外农田燃烧秸秆,也会造成大量的颗粒物污染。 

二是人为活动影响。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江西省常住人口数量逐年增长，用电、交通等需求不断增加。截止 2017年末，

江西省民用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473.3万辆，比上年增长 16.2%，与此同时，在生产与生活当中加剧能源消耗，产生大量污染物质，

从而加重 PM10 对空气质量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江西省大气污染治理相关的条例、政策推行较晚，例如禁燃烟花爆竹政策于

2018 年 2 月份才全面推行，省内部分城市未大范围贯彻该政策，加之部分市民环保意识薄弱，较少将环境保护落实到生活中，

以致冬季仍存在燃放烟花爆竹现象，增加空气中 PM10质量浓度，从而导致生活污染来源成为 PM10污染来源的组成之一。 

三是绿化建设。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部分城市土地用途缺乏良好规划，绿化工作推进滞后，空气净化链条被破坏，

对颗粒物吸收能力大大减弱，使漂浮的 PM10缺乏消散条件。同时，城市建筑施工、工业排放造成大量 PM10污染，而城市之间的热

岛效应使得空气颗粒物的消散环境变差
［8］

，加之逐年增长的汽车流量导致汽车尾气污染严重，加重空气颗粒污染物的比重，最

终造成江西省内 PM10含量未能进行良好的控制，且部分城市呈现恶化态势。 

（三）其他因素 

根据 PM10季均值分析可得出 PM10污染具有明显季节性特征，冬季 PM10浓度明显高于夏季，这是因为江西省冬季天气干燥，降

雨减少，对空气中漂浮颗粒吸附性与冲刷效力减弱，且冬季逆温现象频繁，空气对流能力较差，出现静风现象，PM10聚集难以消

散。而相比夏季，雨水充足，且对流旺盛，对污染物的冲刷与净化能力较强，所以夏季 PM10浓度处于一年中最低值，空气质量最

佳。另外，区域之间的传输也是带来颗粒物污染的原因之一。江西省是典型的南方省份，虽没有采暖季，但受风向影响，空气

易受北方气团外来输入性影响，从而带来北方颗粒物污染
［9］

。且受地形地势影响，周边省市重工业污染易扩散至江西省，导致

空气质量受外来输入影响,从而更易引发重度污染状况的产生。 

四、结语 

通过对雾霾污染的年均、季均、月均和日均变化特征研究，发现近年来江西省雾霾污染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有不足之

处，这与江西省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发展模式有密切联系。通过对江西省雾霾污染社会经济因素分析得知，雾霾污

染影响因素较为复杂，造成污染的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联系。江西省近年来虽推出众多措施治理并取得成效，但与生态文明建

设的要求仍有差距，省内各城市应进行协同治理，在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中不断创新机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建设美

丽江西。 

 

参考文献 

［ 1 ］ 新 华 网 .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试 验 区 ( 江 西 ) 实 验 方 案 》

［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0/02/c_1121758740.htm. 

［2］郑尼娜,徐雅琦,产院兰.河北省主要城市空气污染时空分布特征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2). 



［3］马丽梅,张晓.区域大气污染空间效应及产业结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7). 

［4］徐义邦,姜云娜,张吴,等.南昌市 2013—2016年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特征分析［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4). 

［5］李小飞,张明军,王圣杰,等.中国空气污染指数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环境科学,2012,(6). 

［6］康春婷.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城市雾霾的影响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7.［7］张生玲,王雨涵,李跃,

等.中国雾霾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9). 

［8］苏维,赖新云,赖胜男,等.南昌市城市空气 PM2.5和 PM10时空变异特征及其与景观格局的关系［J］.环境科学学报,2017,(7). 

［9］赵阳,胡恭任,于瑞莲,等.2013 年南昌市区 PM2.5的浓度水平及时空分布特征与来源［J］.环境科学研究,20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