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府函〔2023〕125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2023 年修订）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3 年修订）》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生态

环境局反映。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23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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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修订）

2023 年 7 月



目 录
1.总则 ..................................................................................................1

1.1 编制目的 ..................................................................................1

1.2 编制依据 ..................................................................................1

1.3 适用范围 ..................................................................................1

1.4 预案体系 ..................................................................................2

1.5 工作原则 ..................................................................................2

2 .组织机构构成与职责 ....................................................................3

2.1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 .................................................3

2.2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5

2.3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组 ..................................................... 5

2.4 区（功能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机构 ............................ 7

3 .监测与会商 .................................................................................... 7

3.1 监测 .......................................................................................... 7

3.2 预报 .......................................................................................... 7

3.3 会商 .......................................................................................... 7

4 .预警 .................................................................................................8

4.1 预警分级 ..................................................................................8

4.2 预警发布 ..................................................................................9

4.3 预警级别调整与解除 ............................................................. 9

5 .应急响应 ...................................................................................... 10

5.1 应急响应分级 ........................................................................10



5.2 应急响应启动 ........................................................................11

5.3 应急响应措施 ........................................................................12

5.3.1 Ⅲ级应急响应措施 ..........................................................12

5.3.2 Ⅱ级应急响应措施 ........................................................... 15

5.3.3 Ⅰ级应急响应措施 ............................................................ 18

5.4 应急终止 ................................................................................21

6 .责任机制 ...................................................................................... 21

6.1 预警机制 ................................................................................21

6.2 督查机制 ................................................................................21

6.3 公众监督机制 ........................................................................21

6.4 责任落实机制 ........................................................................22

7 .信息报送和总结评估 ..................................................................22

7.1 信息报送 ................................................................................22

7.2 总结评估 ................................................................................23

8 .应急保障 ...................................................................................... 23

8.1 宣传保障 ................................................................................23

8.2 资金保障 ................................................................................24

8.3 通信保障 ................................................................................24

8.4 人力资源保障 ........................................................................24

8.5 技术保障 ................................................................................25

8.6 医疗卫生保障 ........................................................................25

9 .预案管理 ...................................................................................... 25



9.1 减排清单编制 ........................................................................25

9.2 企业方案编制 ........................................................................26

9.3 预案培训 ................................................................................27

9.4 预案演练 ................................................................................27

9.5 监督考核 ................................................................................27

9.6 预案修订 ................................................................................27

10 .附则 ............................................................................................ 28

附件 1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 .................................. 29

附件 2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架构图 .............................. 30

附件 3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程序图 .............................. 31

附件 4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表... 32

附件 5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职能部门通讯录 ......................35

附件 6 不同预警等级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 36

附件 7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一厂一策”公示牌推荐式样 ......39



— 1 —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机制，指导各区、

管委会建立健全市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提高重污染天气预防

预警、应急响应能力和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减少重污染

天气出现频次及持续时间，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进一步改善

区域空气质量，保障公众身体健康。

1.2 编制依据

本预案编制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法律、法规，及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

预案编制指南〉的函》（环办〔2013〕504 号）、《关于开展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减排措施清单修订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

〔2018〕256 号）、《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指

导意见》（环办大气函〔2018〕875 号）、《关于贯彻落实生态环

境部办公厅〈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

见〉的函》（粤环函〔2019〕918 号）、《珠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等文件。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珠海市行政区域内的重污染天气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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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应急响应工作以及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联防联控的预警、

应急响应工作。

1.4 预案体系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包括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各区（功能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列入限产/停产企业

编制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是重污染天气应对过程中的核

心，统领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明确各级别应急响应

和区域应急联动启动流程、不同预警级别的建议性和强制性污

染减排措施；区（功能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起到上传下达

的作用；企业操作方案是工业企业应急响应的具体操作性文件，

应将具体减排措施细化到具体的生产线、生产工艺。

本预案包括了总则、组织机构构成与职责、监测与会商、

预警、应急响应、责任机制、信息报送和总结评估、应急保障、

预案管理和附则 10 部分，明确了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时各部

门的职责、应急措施等。

1.5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把保障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作为应对重污染天气的首要任务，完善日

常预报与管理，科学制定应急响应措施，切实提升重污染天气

的防治水平，最大程度预防和减少重污染天气造成的危害。

属地管理，区域统筹。建立健全市政府统一领导、部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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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机制，由市政府统一指挥全市重污染

天气应对工作，各区政府（管委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重污

染天气应对工作，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加强预警，提前响应。积极做好环境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

的日常监测，及时准确把握环境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的变化情

况，加强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工作，开展污染过程的趋势分

析和研判，做好应对重污染天气的各项准备，做到及时、快速

和有效应对，完善重污染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响应体系。

绩效分类，科学管理。开展重点行业差异化绩效评价工作，

科学制定差别化停限产措施，行业中绩效差的企业率先限停产，

严禁“一刀切”；通过分级绩效管控，积极引导企业有序开展深

度治理，推进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明确责任，强化落实。明确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职责分

工，厘清工作重点、工作程序，奖惩并举，确保监测、预报、

预警、响应、督导检查等应急工作各环节有据、有序、高效

执行。

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建立“部门协调联动，公众广泛参

与”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机制，加强各部门之间协助与合作，

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专业优势，积极采取行政、法律等手段，

共同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

2.组织机构构成与职责

2.1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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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珠海市人民政府成立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负责指挥、组织、协调全

市重污染天气预测预警、应急响应、检查评估等。市重污染应

急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

市人民政府分管生态环境的副秘书长和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担

任，成员单位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各区

政府（管委会）、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发展改革局、市

教育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港口管理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应急管理局、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气象局、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珠

海海事局、广东电网珠海供电局、珠海市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

司、广东省珠海生态环境监测站等。

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主要职责为：贯彻落实国家、省、

市有关重污染天气防治和应对工作的决策部署；组织编制、修

订和实施市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研究制订全市重污染天气

防治、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的政策措施；指挥、协调全市重污

染天气和重污染重大事件的应急响应工作；督促、检查市直有

关部门和各区（功能区）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组织开展

重污染天气应急专家组、应急队伍的建设管理以及应急物资的

储备保障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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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天气发生时，各成员单位根据应急响应级别，按市

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和各自职责，配合做好重污染

天气的应急处置。成员单位及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应急联系工作

机制，保证信息通畅，做到信息共享；需要其他部门协助时，

及时向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提出请求。各成员单位及职责见

附件 4。

2.2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是珠海市重污染天

气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重污染应急办）。市重污染

应急办作为常设机构，设在市生态环境局，主任由市生态环境

局局长担任。

市重污染应急办的主要职责是：适时修订《珠海市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按程序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发布实施；负责市

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承担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

的应急值守工作，组织落实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的决定，协

调各成员单位应对重污染天气相关工作；组织开展市重污染应

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应急措施和各区政府（管委会）应急预案

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组织市级有关部门对各区各部门的重

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督查和考核。

2.3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组

市重污染应急办下设预报预警组、应急处置组、信息公开

和宣传组、医疗防护组、专家咨询组和督导组，工作人员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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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单位抽调专人组成。

（1）预报预警组。由市生态环境局、市气象局、广东省珠

海生态环境监测站组成，负责根据空气质量和气象观测数据，

对全市大气环境质量进行监测预报，确定重污染天气的预报预

警信息，并及时上报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

（2）应急处置组。由市重污染应急办各成员单位组成，负

责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开展应急工作。

（3）信息公开和宣传组。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

生态环境局、市气象局、中国电信珠海分公司、中国移动广东

公司珠海分公司、中国联通珠海市分公司组成，负责重污染天

气发生时的新闻宣传和舆情引导等工作。

（4）医疗防护组。由市卫生健康局、市教育局组成，负责

指导和监督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医疗救护等工作，指导和监

督中小学及幼儿园实施健康防护工作。

（5）专家咨询组。根据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实际，建立并

实施专家会商机制，聘请有关专家组成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专

家组，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提供业务咨询、决策建议和

技术支持。专家组由气象、化学、环境监测、环境评估等多领

域专家组成，其主要职责为：对重污染天气的发展趋势、影响

范围、预警等级作出科学研判，为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的决

策和指挥提供科学依据。

（6）督导组。结合应急响应实际，由市生态环境局对重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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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天气预警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导，并视情向市重

污染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报告。

2.4 区（功能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机构

各区政府（管委会）成立相应的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机构，

负责统一协调、指挥辖区内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贯彻落实国

家、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要求；落实区域联防联控和具体应

急措施；组织、指导重点企事业单位制定落实应急预案，规范

应急响应。

3.监测与会商

3.1 监测

市生态环境局、市气象局和广东省珠海生态环境监测站随

时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并对气象状况进行观测，同时做好

数据收集处理以及现状评估等工作，专家咨询组成员根据环境

空气质量现状、污染物成因分析、气象因素等综合分析，研判

未来 1-3 天可能出现的空气质量状况，并及时将有关信息报送

市重污染应急办，为预报、会商、预警提供决策依据。

3.2 预报

监测预报根据气象条件变化趋势，结合实时环境空气质量

及本地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对未来 3 天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进

行预报，对未来 5 天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化趋势进行预测。

3.3 会商

由市生态环境局、市气象局、广东省珠海生态环境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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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家咨询组联合开展重污染天气预报会商工作。当预报未来

可能出现重污染天气时，及时发起会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期间，加密会商频次，必要时请省应急预警中心参与会商。未

发布预警信息，重污染天气已经出现时，要实时会商。

4.预警

重污染天气预警统一以空气质量指数（AQI）日均值为指标，

按连续 24 小时（可以跨自然日）均值计算，以 AQI>200 持续天

数作为各级别预警启动的基本条件。

4.1 预警分级

按照重污染天气发展趋势和严重性，将预警分为三个等级，

由低到高依次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

（1）城市预警

黄色预警：预测 AQI 日均值>200 将持续 2 天（48 小时）以

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橙色预警：预测 AQI 日均值>200 将持续 3 天（72 小时）以

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红色预警：预测 AQI 日均值>200 将持续 4 天（96 小时）以

上，且预测 AQI 日均值>300 将持续 2 天（48 小时）以上；或预

测 AQI 日均值达到 500。

（2）区域预警

市重污染应急办接到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预

警提示信息，及时按照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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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要求及时发布预警，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开展区域应

急联动，与周边城市共同应对区域重污染天气。

4.2 预警发布

当预测到未来空气质量可能达到相应级别预警启动条件

时，经市政府批准，市重污染应急办提前 24 小时以上发布预警

信息。当监测空气质量已经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级别，且预测

未来 24 小时内空气质量不会有明显改善时，市重污染应急办根

据实际污染情况及时发布相应级别的预警。

预警信息发布文本经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审批签发

后，市政府在 2 小时内通过预警信息平台发布预警指令。预警

信息发布平台责任单位在接到市政府发布的指令后，立即发布

预警信息。

当接到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域预警通知

时，预警信息平台按要求发布预警信息。

4.3 预警级别调整与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后，由于气象条件变化，经实时监测及预报

预警组综合分析后认为预警需要升级或降级的，按照预警发布

程序调整预警级别。当空气质量指数在不同预警级别条件内频

繁波动时，应按高级别预警执行。需延长预警时间的，按照相

应级别预警发布审批流程执行。

当预测将发生连续两次重污染过程，但间隔时间未达到解

除预警条件时，按一次重污染过程计算，从高级别启动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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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预测或监测空气质量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条件时，应尽早提高

预警级别。

市本级发布的预警，当空气质量改善到相应级别预警启动

标准以下，且预测将持续 36 小时以上时，应降低预警级别。经

监测预测，当空气质量改善到黄色预警启动标准之下，且预测

将持续 36 小时以上时，经专家咨询组研判，按照相应预警发布

程序解除。

城市预警解除信息，经市政府批准，由市重污染应急办组

织发布。

区域预警解除信息，按照区域预警发布通知中要求的时间

发布预警解除信息；特殊情况下，由市重污染应急办另行发布

预警解除信息。

5.应急响应

当发布预警信息时，各区政府（管委会）、市重污染应急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接到预警管控通知后，根

据各自职责，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操作方法采

取应急措施。预警解除信息发布后，应急响应终止。

5.1 应急响应分级

应急响应分为三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Ⅲ级应急响应、

Ⅱ级应急响应、Ⅰ级应急响应。

当发布黄色预警信息时，启动Ⅲ级响应；

当发布橙色预警信息时，启动Ⅱ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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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布红色预警信息时，启动Ⅰ级响应。

5.2 应急响应启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即时启动对应等级的应急响应。由市重

污染应急办向成员单位、相关部门、各区政府（管委会）、社会

公众及新闻媒体发布应急响应启动信息，并通报启动对应等级

的响应措施。

（1）城市预警

根据预测会商结果，经市政府同意，市重污染应急办可启

动、适当调整应急响应级别或应急响应措施。

（2）区域预警

当接到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区域预警

通报时，按照预警信息要求及时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开展

应急响应联动。

在区域预警期间，当我市污染程度超过区域预警级别时，

经请示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可根据我市

实际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市重污染应急办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发布预警信息：

①通过已建立的市级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联络网络，以短

信或传真等方式向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相关区政

府（管委会）发布预警信息。

②预警信息按照要求，通过市生态环境局门户网站、市气

象局门户网站和相关官方微博、微信等渠道实施全媒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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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③由市重污染应急办提供应急预警的新闻通稿，通过广播、

电视、报纸等媒体发布预警信息。

5.3 应急响应措施

应急响应的内容包括健康防护引导措施、倡议性污染减排

措施和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各区政府（管委会）严格按照Ⅲ

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减排比例要求，在此基础上，

制定并落实更具体、更严格的应急管控措施。必要的生产生活

活动或执行应急抢险、重大安保等任务时可不执行相关响应措施。

针对不同首要污染物，实施重污染天气分类分级应急管控

措施：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臭氧（O3）时，重点控制挥发性有机

物（VOCs）和氮氧化物（NOx）排放；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

物时，重点控制颗粒物（PM）、二氧化硫（SO2）和 NOx 排放，其

次是 VOCs；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NO2）时，重点控制

NOx 排放。

5.3.1Ⅲ级应急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引导措施

①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病患者

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尽量减少开窗通风时间。

②建议一般人群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室外工作、执勤、作

业、活动等人员可以采取佩戴口罩、缩短户外工作时间等必要

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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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小学、幼儿园减少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户外运

动。

④加强空气重污染应急、健康防护等方面科普知识的宣传。

⑤各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对各类呼吸类疾病患者的就医指导

和诊疗保障。

（2）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倡导公众绿色生活，节能减排，夏天可适当将空调调至

26℃以上。

②倡导公众绿色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电动汽车等方

式出行；驻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

③倡导公众绿色消费，单位和公众尽量减少含挥发性有机

物的涂料、油漆、溶剂等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

④倡导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各类工地等加强管

理，自觉采取措施，可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提高污染治理设施

效率，调整有污染排放的工艺的生产时间，减少污染物排放。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工业源污染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O3时，《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

减排项目清单》中涉 VOCs 和 NOx 排放企业执行黄色预警下的减

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工业企业严格执行本年度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黄色预警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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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NO2时，《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

急减排项目清单》中涉 NOx 排放企业执行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

施。

②移动源污染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除保障城市正常生产、生

活的机动车外，建成区内移动源严格执行本年度《珠海市重污

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黄色预警下的控制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O3或 NO2时，施工工地、厂区和工业园

区内禁止使用不达标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除保障城市正常生产、

生活的机动车外，建成区内移动源严格执行本年度《珠海市重

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黄色预警下的控制措施；

油气回收设施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加油站暂停运营。

③扬尘源污染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除应急抢险外，严格执行

本年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扬尘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黄色预

警下的减排措施，涉土石方作业相关工地停工半天；加大施工

工地洒水降尘频次，施工工地出入口进行机械化清洗，对裸露

地面、物料堆场以及停工工地等加强遮盖；减少建筑拆除、喷

涂粉刷、护坡喷浆、混凝土搅拌和渣土外运工作；矿山、砂石

料厂、石材厂、石板厂停止露天作业；未安装密闭装置易产生

遗撒的煤炭、渣土、砂石料等运输车辆停止上路；加强道路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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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治理，增加全市重点路段清扫保洁时间，重污染期间洒水作

业频次每天至少增加两次。

④其他污染源减排措施

严格禁止农作物秸秆、树叶、垃圾露天焚烧；禁止露天烧

烤；加大餐饮油烟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监管。

5.3.2Ⅱ级应急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引导措施

①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病患者

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减少开窗通风时间，确需外出的加

强防护措施。

②提示一般人群尽量减少或避免户外活动；室外工作、执

勤、作业、活动等人员可以采取佩戴口罩、缩短户外工作时间

等必要的防护措施。

③中小学、幼儿园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户外

运动。

④停止举办各类大型群众性户外活动。

⑤加强空气重污染应急、健康防护等方面科普知识的宣传。

⑥各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对各类呼吸类疾病患者的就医指导

和诊疗保障。

（2）倡导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倡导公众绿色生活，节能减排，夏天可适当将空调调至

2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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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倡导公众绿色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电动汽车等方

式出行；驻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有条

件的企事业单位主动错峰上下班。

③倡导公众绿色消费，尽量减少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涂

料、油漆、溶剂等原材料及产品。

④倡导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各类工地等加强管

理，自觉采取措施，可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提高污染治理设施

效率，调整有污染排放的工艺的生产时间，减少污染物排放。

⑤倡导公众节约用电。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工业源污染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O3时，《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

减排项目清单》中涉 VOCs 和 NOx 排放企业执行橙色预警下的减

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工业企业严格执行本年度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橙色预警下的

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NO2时，《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

急减排项目清单》中涉 NOx 排放企业执行橙色预警下的减排

措施。

②移动源污染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除保障城市正常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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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机动车外，建成区内移动源严格执行本年度《珠海市重污

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橙色预警下的控制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O3或 NO2时，施工工地、厂区和工业园

区内禁止使用不达标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除保障城市正常生产、

生活的机动车外，建成区移动源严格执行本年度《珠海市重污

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橙色预警下的控制措施；油

气回收设施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加油站暂停运营；城市建成区储

油库、加油站 8 时至 18 时停止装卸油作业。

③扬尘源污染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除应急抢险外，严格执行

本年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扬尘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橙色预

警下的减排措施，涉土石方作业相关工地全天停工；加大施工

工地洒水降尘频次，施工工地出入口进行机械化清洗，对裸露

地面、物料堆场以及停工工地等加强遮盖，对相关堆场进行围

蔽；停止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混凝土搅拌和渣土

外运工作；矿山、砂石料厂、石材厂、石板厂停止露天作业；

未安装密闭装置易产生遗撒的煤炭、渣土、砂石料等运输车辆

停止上路；产生扬尘污染的干散货码头、堆场停止作业，并做

好场地洒水降尘工作；加强道路扬尘治理，建成区内主干道在

日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础上，增加 3 次洒水、喷雾等防治扬尘

作业。

④其他污染源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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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禁止农作物秸秆、树叶、垃圾露天焚烧；禁止露天烧

烤；加大餐饮油烟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监管；飞机、船舶和机动

车等维修企业减少喷涂作业。

5.3.3Ⅰ级应急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引导措施

①提示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病

患者留在室内，不要户外活动，减少开窗通风时间，确需外出

的加强防护措施。

②提示一般人群尽量减少或避免户外活动；室外工作、执

勤、作业、活动等人员可以采取佩戴口罩、缩短户外工作时间

等必要的防护措施。

③中小学、幼儿园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户外

运动。

④停止举办各类大型群众性户外活动。

⑤加强空气重污染应急、健康防护等方面科普知识的宣传。

⑥各医疗卫生机构增设相关疾病门诊，增加医务人员，24

小时值班。

（2）倡导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倡导公众绿色生活，节能减排，夏天可适当将空调调至

26℃以上。

②倡导公众绿色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电动汽车等方

式出行；驻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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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倡导企事业单位可根据重污染天气实际情况，采取调休、

错峰上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④倡导公众绿色消费，尽量减少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涂

料、油漆、溶剂等原材料及产品。

⑤倡导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各类工地等加强管

理，自觉采取措施，可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提高污染治理设施

效率，调整有污染排放的工艺的生产时间，减少污染物排放。

⑥倡导公众节约用电。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工业源污染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O3时，《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

减排项目清单》中涉 VOCs 和 NOx 排放企业执行红色预警下的减

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工业企业严格执行本年度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红色预警下的

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NO2时，《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

急减排项目清单》中涉 NOx 排放企业执行红色预警下的减排

措施。

②移动源污染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除保障城市正常生产、生活

的机动车外，建成区内移动源严格执行本年度《珠海市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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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红色预警下的控制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O3或 NO2时，除保障城市正常生产、生

活的机动车外，建成区内移动源严格执行本年度《珠海市重污

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红色预警下的控制措施；油

气回收设施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加油站暂停运营；城市建成区储

油库、加油站 8 时至 18 时停止装卸油作业；除应急工作需要和

民生供应保障需要之外的燃油工程机械、港作机械、农业机械

（农作物抢收抢种期间除外）、林业机械、园林机械等非道路移

动机械全部停用；有岸电使用条件的码头和船舶必须使用岸电；

城区水域内采用燃油作动力的观光游船、砂石运输船暂停营运。

③扬尘源污染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除应急抢险外，严格执行

本年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扬尘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红色预

警下的减排措施，涉土石方作业相关工地全天停工；加大施工

工地洒水降尘频次，施工工地出入口进行机械化清洗，对裸露

地面、物料堆场以及停工工地等加强遮盖，对相关堆场进行围

蔽；停止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和混凝土搅拌工作；

矿山、砂石料厂、石材厂、石板厂停止露天作业；施工工地停

止运输车辆和工程机械作业；产生扬尘污染的干散货码头、堆

场停止作业，并做好场地洒水降尘工作；企业物料堆场全部覆

盖并视情洒水降尘；加强道路扬尘治理，建成区内主干道在日

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础上，增加 4 次洒水、喷雾等防治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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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④其他污染源减排措施

严格禁止农作物秸秆、树叶、垃圾露天焚烧；禁止露天烧

烤；加大餐饮油烟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监管；飞机、船舶和机动

车等维修企业减少喷涂作业；气象部门根据条件适时采取人工

影响天气作业；采取减轻或者消除重污染天气的其他有效措施。

5.4 应急终止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预报情况及专家咨询组分析评估，

及时调整预警级别、响应级别及响应措施。预警解除后，应急

响应自动终止。

6.责任机制

6.1 预警机制

市生态环境局、市气象局、广东省珠海生态环境监测站等

部门应加强预警、预报、会商，遇重污染天气时加密会商频次，

提前 24 小时发布预警消息，给足企业应急响应准备时间（接到

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紧急区域预警信息等情

况除外）。

6.2 督查机制

预警信息发布后，督导组及时以现场检查和记录检查的方

法，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响应等职责落实以

及应对工作效果等情况开展调查评估。

6.3 公众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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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政府（管委会）应建立公众监督检查机制，制定奖惩

制度，通过网络平台、热线电话等多种渠道，鼓励公众对企业

停产限产、机动车限行等应急响应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

实名举报，经核查属实的给予奖励，对散布谣言并造成恶劣影

响者进行责任追究。

6.4 责任落实机制

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接到预警指令后，按照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各自职责立即组织开展应急响应，各区政

府（管委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承担属地重污染天气应急主

体责任，组织辖区相关部门严格执行措施、组织督查抽查；有

关单位加强对本部门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的组织管理，逐级细

化各项措施的实施，督查行业职能部门应急措施执行情况。

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重污染天气期间工业停限产、施工

扬尘、渣土车遗撒、车辆限行等措施的检查和整改指导力度。

重污染天气期间，各区政府（管委会）及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

组各成员单位要按要求及时反馈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7.信息报送和总结评估

7.1 信息报送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结束 2 日内，各区政府（管委会）重

污染天气应急指挥机构和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

责要求，向市重污染应急办报送本次预警应对工作情况。报送

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采取的应急响应措施及相应效果评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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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措施落实的督导检查情况、应急响应终止情况、下一步工

作计划等。

市直有关部门、各区政府（管委会）和企业应做好重污染

天气应急过程记录，建立档案制度。

7.2 总结评估

市重污染应急办在应急响应结束后 1 个月内组织有关部门

和专家对每次重污染天气应急过程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

（1）重污染天气发生及预警发布情况；

（2）各部门响应情况，企业措施落实情况，分析响应措施

的实际效果及产生的社会影响；

（3）应急响应措施是否到位；

（4）应急响应措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需要改

进的地方。

重点评估应急预案实施情况、应急措施环境效益、社会效

益，以及预案内容的完整性、预警规定的详实性、响应措施的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若前 12 个月未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则不需要开展评估工作。

8.应急保障

8.1 宣传保障

市委宣传部负责应急宣传工作，组织相关单位及媒体依据

应急预案开展重污染天气预警的信息发布、响应工作宣传。全

面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和应急响应措施，市委网信办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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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舆论，及时积极正面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动员社会

参与，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市委宣传部组织市直主要新闻媒体通过网络、广播、电视、

报纸、微信、微博等方式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相应等级的预警

信息，方便公众及时了解重污染天气情况及相关应急措施，加

强自身健康防护，引导公众支持参与改善空气质量的行动。

凡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免费向社会

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解除信息，以及公众防护、倡议性减排

措施等相关信息。

8.2 资金保障

市有关部门将环境空气重污染应急经费列入本部门年度部

门预算，并由市财政部门审核后安排。市直有关部门及各区政

府（管委会）应统筹各级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向重污染天

气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监督检查，以及基础设施建

设、运行和维护，应急技术支持等工作予以倾斜。

8.3 通信保障

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建立和完善环境安全应

急指挥通信系统。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信器材，确保应急

联络畅通。市重污染应急办应确定 1 名负责人和联络员，并保

持 24 小时通信畅通，保证应急信息和指令的及时有效传达。

8.4 人力资源保障

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建立环境空气重污染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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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响应队伍；要加强环境应急队伍的建设，提高应对环境空气

重污染的能力。

8.5 技术保障

市生态环境局建立完善好空气污染预警系统，协调相关环

境专家组成专家咨询组，为指挥决策提供服务。

8.6 医疗卫生保障

市直有关部门及各区政府（管委会）应建立健全重污染天

气所致疾病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库，并按照预案做好患者诊

治工作，确保应急状态下相关医务人员及时到位。加强相关医

疗物资储备与应急调配机制建设。以易感人群为重点，加强重

污染天气健康防护常识宣传教育。

9.预案管理

9.1 减排清单编制

市重污染应急办负责编制《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

目清单》，制定工业源、移动源、扬尘源分级响应强制性减排措

施。按照《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

意见》（环办大气函〔2019〕648 号）及生态环境部和广东省生

态环境厅最新要求，根据工业企业环保绩效水平，对《珠海市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中工业企业开展差异化管理，

推动行业治理水平整体升级，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各区政府（管委会）要组织有关部门，比对当年新建项目、

工商注册、排污许可等清单，结合现场梳理排查，摸清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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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所有涉气排放源变更情况，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向市重污染

应急办上报辖区内涉气排放源变更清单，配合市重污染应急办

于每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

单》更新修订工作。

9.2 企业方案编制

各区（功能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机构应负责指导纳入

城市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要以“减轻企业负担”为原则，

做好培训和服务工作，指导和帮助企业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

响应操作方案》并完成备案。

企业操作方案应包含企业基本情况、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主要涉气产排污环节及污染物排放情况（含重型运输车辆及非

道路移动机械），并载明不同级别预警下的应急减排措施，明确

具体停产的生产线、工艺环节和各类减排措施的关键性指标（如

天然气用量、用电量等），细化具体减排工序责任人及联系方式

等。对于生产工序不可中断，通过采取提高治污效率、限制生

产负荷等措施减排的重点排污企业，需安装烟气排放自动监控

设施（CEMS），并提供分布式控制系统（DCS）一年以上数据记

录，自证达到减排比例要求。

对于生产工序简易明了或重污染预警期间实施全厂停产和

轮流停产的工业企业，可只制定“一厂一策”公示牌，无需编

制操作方案。

所有纳入清单中采取减排措施的涉气企业应制定“一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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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公示牌（见附件 7），安装在厂区入口等显要位置。

9.3 预案培训

各区政府（管委会）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培训制度，

根据应急预案职责分工，制定培训计划，明确培训内容与时间，

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确保培训规范有序进行。

9.4 预案演练

市重污染应急办组织相关成员单位，结合上年重污染天气

发生频次，适时开展综合或者专项领域的演练。

9.5 监督考核

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组织相关部门对全市重污染天气应

对工作实施监督检查。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时，对各成员单位

应急措施的组织落实情况进行抽查，抽查结果纳入考核；对未

按照规定落实各项应急措施的成员单位进行通报、约谈；对因

工作不力、行政效率低下、履职缺位等导致未有效落实应急措

施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追究责任。

9.6 预案修订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由市重污染应急办根据生

态环境部、省生态环境厅的要求适时开展修订工作，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需及时进行修订：

（1）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2）预案编制依据发生变化的。

（3）市重污染应急办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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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附则

各区政府（管委会）要根据本预案制定辖区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完成后向社会公布，15 日内向市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

备案。

本预案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珠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珠府函〔2021〕

140 号）同时废止。凡我市以前有关规定与本预案规定不一致的，

以本预案规定为准。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根据

当年情况，另行印发。

附件：1.珠海市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

2.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架构图

3.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程序图

4.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表

5.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职能部门通讯录

6.不同预警等级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7.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一厂一策”公示牌推荐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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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
级别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分级

标准

预 测 AQI 日 均

值>200 将持续 2

天（48 小时）以

上，且未达到高级

别预警条件

预 测 AQI 日 均

值>200 将持续 3

天（72 小时）以

上，且未达到高

级别预警条件

预 测 AQI 日 均

值>200 将持续 4 天

（96 小时）以上，

且 预 测 AQI 日 均

值>300 将持续 2 天

（48 小时）以上；

或预测 AQI 日均值

达到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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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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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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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表
序
号

部门 主要职责

1
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城市规
划和建设局

全面负责本辖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加强督导检
查，落实各项响应措施；督导辖区内企业编制重污
染天气应急操作方案，严格执行应急响应措施。

2 市委宣传部
协调指导相关媒体做好对本预案的宣传、信息发布
和新闻报道等工作。

3 市委网信办
负责指导协助生态环境部门做好重污染响应期间网
络媒体对接和网上舆情管控。

4 市发展改革局
综合协调环保产业和清洁生产促进有关工作；落实
国家和省在重污染天气防治方面的清洁能源政策。

5 市教育局

负责制订中小学和幼儿园环境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作
方案，并指导中小学和幼儿园做好防范教育工作，
加强对在校学生环境空气重污染健康防护知识的宣
传。

6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制订工业企业停产限能应急行动
方案；督促、指导、检查下级相关部门落实工业企
业污染工序停产、限产等应急减排措施；协调电信
运营企业提供重污染天气应急短信等，保障重污染
天气期间应急指挥通讯畅通；及时汇总、报送相关
工作信息。

7 市公安局

负责做好重污染天气下限行机动车的管理；负责根
据限行方案组织落实车辆限行等交通管制措施；会
同市生态环境局查处排放超标机动车上路行驶等违
法行为；及时汇总、报送相关工作信息。

8 市财政局 保障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所需资金。

9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负责组织指导市技工学校开展学生防护重污染天气
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依据大气污染响应
等级采取相应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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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部门 主要职责

10 市自然资源局
负责土地复垦、矿山环境治理和海岛修复过程中扬
尘污染的控制；督促、指导、检查下级相关部门落
实相关活动过程中扬尘的控制。

11 市生态环境局

承担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牵头
编制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制重污染天气应
急减排项目清单；组织实施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协作机制；会同市有关部门提出强制性污染物减排
方案；加大对工业源清单中企业的监管力度，督促
相关企业采取应急减排措施。

12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

负责制订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拆除工程的扬尘
污染控制应急行动方案；督促、指导、检查下级相
关部门落实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拆除工程扬尘
控制措施。

13
市交通运输局
（市港口管理
局）

负责制订公共交通应急行动方案，保障全市公共交
通运力，方便公众出行；督促落实营运车辆、船舶
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协同生态环境部门落实汽修
企业污染防治措施；及时汇总、报送相关工作信息。

14 市水务局

负责牵头做好水务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江河湖库涌
渠及河口滩涂的治理、开发和保护等工程中扬尘污
染的控制；督促、指导、检查下级相关部门落实相
关活动过程中扬尘的控制。

15 市农业农村局
指导各区（管委会）制定秸秆综合利用专项实施方
案，督促、指导、检查下级相关部门落实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及时汇总、报送相关工作信息。

16
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指导、协调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媒体等新闻媒体
开展重污染天气健康防护、单位和个人节能减排等
方面的宣传工作；在重污染天气时督导全市各体育
机构实施减少或停止露天体育活动等措施。

17 市卫生健康局

承担卫生应急和紧急医学救援工作，组织市本级并
督促、指导下级相关部门做好救治工作；负责对特
殊人群开展健康防范指导，组织开展空气污染健康
防范等科普知识宣传。指导托幼机构做好重污染防
范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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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部门 主要职责

18 市应急管理局
指导和督促重点污染企业做好停产、限产时的安全
生产工作；配合重污染天气的应急演练和应急救援
等工作。

19
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

负责建筑施工扬尘污染管理的综合协调和监督检
查；根据应急响应等级，负责行使对建筑施工扬尘
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城市
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
秆落叶等烟尘污染、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等行为的行
政处罚权以及相关的监督检查、行政强制职权；指
导各区落实市政道路清扫保洁；及时汇总、报送相
关工作信息。

20
市公共工程建
设中心

负责牵头做好所负责的市政道路、公路建设项目的
扬尘污染控制工作。

21 市气象局
负责天气的监测、预报，协助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择机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与市生态环境局
共同进行空气污染预报会商工作。

22 珠海海事局 负责对商船使用燃油的情况进行监督。

23 珠海供电局
负责电力调配工作,提供负荷情况协助协调电厂减
产、限产。

24
珠海市珠港机
场管理有限公
司

负责参与、指导、协调重污染期间民用航空器及机
场的大气污染控制工作。

25
广东省珠海生
态环境监测站

组织开展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综合评价，负
责监测网络运行与管理；协助开展污染源与执法监
测工作，为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提供技术支
持；开展污染源监测等技术监督工作；承担全市空
气质量预测预报工作。

26
各区政府（管
委会）

负责编制本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全面负责本辖
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加强督导检查，落实各项
响应措施；督导辖区内企业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操
作方案，严格执行应急响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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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职能部门通讯录
分类 单位 联系电话 单位 联系电话

各区

政府

及管

委会

香洲区人民政府 2128572 金湾区人民政府 7262290

斗门区人民政府 5539770 高新区管委会 3621917

鹤洲新区筹备组 8938086

横琴

及市

直部

门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8841234 市生态环境局 2650912

市委宣传部 2118920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222483

市委网信办 2218158 市交通运输局 2112902

市发展改革局
2256138

2254521
市水务局 2268771

市教育局
2121488

2122712
市农业农村局 2236398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220093
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
2636702

市公安局 8642555 市卫生健康局 2227818

市财政局 2510725 市应急管理局
2155555

2179000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128875
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

日间 2128822

夜间 2159682

市自然资源局 3268035

企事

业单

位

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2289747 珠海供电局 2862661

市气象局 2222035 珠海海事局 3333392

珠海市珠港机场管理有限

公司

7771222

7771555

广东省珠海生态环境

监测站
222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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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不同预警等级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预警响

应级别
污染源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Ⅲ级响

应措施

工业源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O3时：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中涉 VOCs 和 NOx 排放企业

执行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

工业企业严格执行本年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NO2时：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中涉 NOx 排放企业执行黄

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移动源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

1.除保障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的机动车外，建成区内移动源严格执行本年

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黄色预警下的控制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O3或 NO2时：

1.施工工地、厂区和工业园区内禁止使用不达标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2.除保障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的机动车外，建成区内移动源严格执行本年

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黄色预警下的控制措施；

3.油气回收设施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加油站暂停运营。

扬尘源

（仅适

用于首

要污染

物为颗

粒物时）

1.除应急抢险外，严格执行本年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扬尘源应急减排项

目清单》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涉土石方作业相关工地停工半天；

2.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施工工地出入口进行机械化清洗，对裸露

地面、物料堆场以及停工工地等加强遮盖；

3.减少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混凝土搅拌和渣土外运工作；矿

山、砂石料厂、石材厂、石板厂停止露天作业；

4.未安装密闭装置易产生遗撒的煤炭、渣土、砂石料等运输车辆停止上路；

5.加强道路扬尘治理，增加全市重点路段清扫保洁时间，重污染期间洒水

作业频次每天至少增加两次。

其他
1. 严格禁止农作物秸秆、树叶、垃圾露天焚烧；禁止露天烧烤；

2. 加大餐饮油烟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监管。

Ⅱ级响

应措施
工业源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O3时：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中涉 VOCs 和 NOx 排放企业

执行橙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

工业企业严格执行本年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橙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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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响

应级别
污染源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NO2时：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中涉 NOx 排放企业执行橙

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Ⅱ级响

应措施

移动源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

1.除保障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的机动车外，建成区内移动源严格执行本年

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橙色预警下的控制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O3或 NO2时：

1.施工工地、厂区和工业园区内禁止使用不达标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2.除保障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的机动车外，建成区内移动源严格执行本年

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橙色预警下的控制措施；

3.油气回收设施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加油站暂停运营；城市建成区储油库、

加油站 8 时至 18 时停止装卸油作业。

扬尘源

（仅适

用于首

要污染

物为颗

粒物时）

1.除应急抢险外，严格执行本年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扬尘源应急减排项

目清单》橙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涉土石方作业相关工地全天停工；

2.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施工工地出入口进行机械化清洗，对裸露

地面、物料堆场以及停工工地等加强遮盖，对相关堆场进行围蔽；

3.停止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混凝土搅拌和渣土外运工作；矿

山、砂石料厂、石材厂、石板厂停止露天作业；

4.未安装密闭装置易产生遗撒的煤炭、渣土、砂石料等运输车辆停止上路；

产生扬尘污染的干散货码头、堆场停止作业，并做好场地洒水降尘工作；

5.加强道路扬尘治理，建成区内主干道在日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础上，增

加 3 次洒水、喷雾等防治扬尘作业。

其他

1.严格禁止农作物秸秆、树叶、垃圾露天焚烧；禁止露天烧烤；

2.加大餐饮油烟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监管；

3.飞机、船舶和机动车等维修企业减少喷涂作业。

Ⅰ级响

应措施

工业源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O3时：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中涉 VOCs 和 NOx 排放企业

执行红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

工业企业严格执行本年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红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NO2时：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中涉 NOx 排放企业执行红

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移动源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时：

1.除保障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的机动车外，建成区内移动源严格执行本年

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红色预警下的控制措施。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 O3或 NO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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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响

应级别
污染源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除保障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的机动车外，建成区内动源严格执行本年度

《珠海市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红色预警下的控制措施；

2.油气回收设施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加油站暂停运营；城市建成区储油库、

加油站 8 时至 18 时停止装卸油作业；

3.除应急工作需要和民生供应保障需要之外的燃油工程机械、港作机械、

农业机械（农作物抢收抢种期间除外）、林业机械、园林机械等非道路移动

机械全部停用；

4.有岸电使用条件的码头和船舶必须使用岸电；城区水域内采用燃油作动

力的观光游船、砂石运输船暂停营运。

Ⅰ级响

应措施

扬尘源

（仅适

用于首

要污染

物为颗

粒物时）

1.除应急抢险外，严格执行本年度《珠海市重污染天气扬尘源应急减排项

目清单》红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涉土石方作业相关工地全天停工；

2.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施工工地出入口进行机械化清洗，对裸露

地面、物料堆场以及停工工地等加强遮盖，对相关堆场进行围蔽；

3.停止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和混凝土搅拌工作；矿山、砂石料

厂、石材厂、石板厂停止露天作业；

4.施工工地停止运输车辆和工程机械作业；

5.产生扬尘污染的干散货码头、堆场停止作业，并做好场地洒水降尘工作；

企业物料堆场全部覆盖并视情洒水降尘；

6.加强道路扬尘治理，建成区内主干道在日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础上，增

加 4 次洒水、喷雾等防治扬尘作业。

其他

1.严格禁止农作物秸秆、树叶、垃圾露天焚烧；禁止露天烧烤；

2.加大餐饮油烟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监管；

3.飞机、船舶和机动车等维修企业减少喷涂作业；

4.气象部门根据条件适时采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采取减轻或者消除重污

染天气的其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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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一厂一策”公示牌
推荐式样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局，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

纪委监委办公室，珠海警备区，市中院，市检察院，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中央和省属驻珠海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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