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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一、起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条要求，“未达到

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编制大气环境质

量限期达标规划，采取措施，按照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的期限达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近年来亳州市采取了一系列的大

气污染治理措施，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但主要污染物中

PM2.5和 O3年均浓度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未达到《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的有关要求，促进我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及污染防治工作，

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制定本规划。

二、工作过程

2021 年亳州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亳州市环境空气质量达

标规划》的编制工作，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提供技术支持。编制

组基于亳州市地理环境、经济社会、产业结构等特点，分析了亳

州市空气质量演变形势和大气污染防治现状，识别了空气质量达

标存在的压力，提出了空气质量达标技术路径和重点任务措施，

并评估了空气质量目标可达性。形成了空气质量达标研究报告，

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规划文本初稿编制。

2022-2023 年，国家、安徽省及我市陆续出台了“十四五”大气

污染防治相关规划及文件，为使本规划与国家、省宏观经济政策、



节能减排重大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划等有机衔接，与我市“十四五”

国民经济、能源、交通、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相协调，编制组对

本规划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组织并通过了专

家审查。审查后，根据专家意见对文稿进行修改完善。

三、规划结构框架

本规划包括环境空气质量及污染物排放现状、大气污染防治

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规划总则、规划重点任务与措施、保障

措施和附表六个部分。为使规划任务有效落地，设置了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运输结构、面源治理、工业源深度治理、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共六个重点任务表。

四、规划目标

1、规划目标

到 2025 年，我市 PM2.5年平均浓度较 2020 年下降 17%以上，

达到 39 微克/立方米，SO2、NO2、CO 年均浓度稳定达到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二级标准，PM10年均浓度基本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

级标准，O3_8H_90per 浓度上升趋势得到基本遏制。

到 2032 年，六项污染物全部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

限值，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实现达标。因臭氧受气象条件及区域传

输影响较大，2032 年实现 160μg/m3的目标，需气象条件有利于污

染物的扩散，并需要周边城市协同推进臭氧污染治理。因此，将

臭氧指标设为预期性指标。



2、目标可达性

根据规划提出的 2021-2025年和 2026-2032年两阶段各项重点

任务，基于亳州市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核算各项污染物减排量。

综合考虑安徽省及周边城市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及区

域空气质量改善状况，运用 WRF/MEGAN/SMOKE/CAMx 构成的

区域空气质量模型系统对其可达性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在气象

条件与 2020 年持平的条件下，亳州市 PM2.5年平均浓度 2025 年

可达到 39 微克/立方米，2032 年可达到 35 微克/立方米的目标。随

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以降碳为主、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时

期，必将推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分析认为该目标可

实现。因 O3 受气象条件及区域传输影响较大，2032 年实现

160μg/m3的目标，需气象条件有利，污染物扩散条件好，周边城

市协同推进等条件。

五、规划措施

一是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严格项目准入

及管控要求，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行业绿色低碳转

型，开展传统产业集群升级改造，培育绿色低碳新兴产业。

二是调整能源结构，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新能

源和清洁能源，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构建多能源供热体系，



充分释放热电联产供热能力；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深化乡镇

散煤治理。

三是调整运输结构，构建绿色低碳交通体系。优化货物运输

结构，谋划货运运输“公转铁”和“公转水”重大工程，努力实现大宗

物资运输以铁路和水路为主。加快铁路专用线及水运设施建设，

推进多式联运发展。

四是深化面源污染治理，推动综合系统治污。健全扬尘管理

机制，实施网格化管理，推进工地扬尘常态管控，精准细治道路

扬尘污染，规范堆场扬尘治理。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氨排放控制。

五是实施工业源深度治理，推进重点行业绿色化升级。推进

重点行业深度改造，深化发电机组大气污染物减排，在产火电机

组实施超净排放改造，燃煤电厂、玻璃、砖瓦等行业达到安徽省

地方排放标准要求。

六是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实施运输绿色化改造。持续推进

燃油汽车清洁低碳发展，持续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重型

柴油货车。加快推动机动车新能源化发展，加强油品质量监管，

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污染防治。

七是减排挥发性有机物，推进臭氧污染防治。加快实施低

VOCs含量原辅材料替代，强化VOCs无组织排放整治，提升 VOCs

综合治理效率，全面提升废气收集率、治理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

除率。深化园区综合整治，加强生活源 VOCs 综合治理。



八是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提升重污染天气应对能力。强化与

“长三角”“苏皖鲁豫”交界区域联防联控，积极参与区域重污染天

气联合应对工作。强化应急减排措施清单化管理，持续推进重点

行业绩效分级及季节性生产调控。

九是倡导绿色生活，推进生活方式低碳转型。倡导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推进绿色生活、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加大绿色发展理

念宣传，逐步形成崇尚绿色生活的社会氛围。

十是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严格环境执法督查。完善环境监测

监控网络，推进 PM2.5和 VOCs 监测体系建设。强化科技基础支撑，

开展臭氧形成机理研究和源解析，推进臭氧和 PM2.5协同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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