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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 CITY ENVIRONMENT

伦敦综合治理城市大气污染的举措

顾向荣 编译

城市大气环境是城市整体环境的

构成要素之一。良好的城市大气环境
不仅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而且有利
于创造和谐的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
衡和生物多样性�进而提高城市的整
体质量和竞争力�改善投资环境。目
前�提高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已成为世
界上许多大城市努力争取实现的一个

发展目标。为此�下面介绍一下伦敦综
合治理大气环境污染的举措�以期对
北京的发展有所借鉴。
1 伦敦治理城市大气污染的过程

伦敦曾经是世界闻名的 “雾都”。
和世界上许多大城市一样�伦敦由于
工业和人口过分集中、车辆过多、燃料
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曾导致其大气污
染严重。伦敦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从
最初认识不足、未予治理�到后来高度
重视�大力整治�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
展历程。
伦敦以煤作燃料始自13世纪�早

在1257年�国王享利三世的妻子就曾
批评过伦敦煤烟的恶劣影响�但并未
引起人们的重视。
19世纪�英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极

盛时期。当时伦敦是世界金融的大本
营�又是著名的港口�伦敦经济的繁荣
加速了人口和工业的高度集聚。在
1801年至1901年期间�伦敦人口从
95．9万人猛增至454万人�郊区住宅
也随之越来越密集。当时伦敦地区的

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工厂的烟囱林立�
工业和无数家庭所产生的煤烟相混

合�使伦敦经常笼罩在污浊的浓烟
中。另外�由于伦敦的地理位置独特�
每到秋冬季节�海雾就笼罩在伦敦上
空�于是在伦敦就形成了烟和雾混杂
的灰黄色烟雾。
至20世纪50年代�由于迟迟未对

大气污染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伦敦
一年里的 “雾日” （即指视域不超过
1000米的天数）平均多达50天左右。
1952年冬天�伦敦的光照时间每天仅
为70分钟。同年12月5日至8日�伦
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伦敦烟雾事
件”。当时由于连续几天的高气压控
制�伦敦地面处于无风状态�出现大
雾�而上空又有逆温层�使地面冷空气
不能逸散�导致家庭和工厂烟囱排出
的烟尘经久不散�每立方米大气中的
二氧化硫达3．8毫克�烟尘达4．5毫
克。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感到呼吸困
难、咳嗽、喉痛、呕吐、发烧�四天内伦
敦市就死亡4000多人�一周之内因支
气管炎而死的人达704人�其它疾病
（如冠心病和肺结核等病患者） 的死亡
率也成倍增加。
这种污浊的空气不仅损害人体健

康�而且严重地腐蚀了建筑物。著名的
伦敦议会广场和白厅大街周围�整齐
地排列着许多白石砌成的建筑物�由
于长期处在污染的空气中�这些建筑

物的外表已经由白转黑。不仅如此�这
种受到严重污染的空气还使土壤贫

瘠�水质恶化�鸟类远辟他乡�并影响
植物生长。因此�治理空气污染成了伦
敦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伦敦开始

重点治理煤烟对大气污染造成的危

害。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采
取了相应的综合治理措施�取得了显
著成效。
80年代至90年代�伦敦的机动车

数量猛增�监测结果表明�机动车尾气
排放占大气污染物的比例在增加�而
且已成为伦敦主要大气污染物。根据
这种情况�伦敦控制大气污染工作的
重点又开始转向治理机动车尾气污

染�有关部门也出台了治理机动车尾
气污染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改
变机动车设计及燃油结构�加强交通
管理等方面。
2 伦敦控制城市大气污染而采取的综

合措施

2．1 加强立法

伦敦市严重的大气污染引起了英

国政府及各界的高度重视。在整个治
理过程中�政府发布了各种相应的法
律、通告�为成功地控制大气污染奠定
了基础。
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清洁空

气法》（1958年又加以补充）�该法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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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设立控
烟区（也称无烟区）。在控烟区内准许
使用的燃料为无烟煤、焦炭、电、煤气、
低挥发性锅炉煤、燃料油�禁止使用其
它燃料。第二�控烟区住户改装炉灶以
适应新燃料。其改造费用30％自理�
30％由地方解决�40％由国家补助。第
三�规定超过林格曼二度的烟尘为黑
烟�超过林格曼四度的为浓烟。地方管
理局在控烟区内禁止排放黑烟。第四�
新建工业锅炉在使用时尽量不排放黑

烟�地方管理局有权禁止建设烟囱高
度不够的建筑。
1956年英国政府还制定了 《制碱

等工厂法》�该法令的要点如下。第一�
规定有污染的生产工艺每年登记一

次。第二�登记条件是必须采用可以连
续有效使用的最佳可行设施�以防止
排出有害气体。第三�某些工艺须规定
酸性上限浓度。第四�根据《清洁空气
法》的规定�登记后的工艺不得排放黑
烟。
1967年�英国政府发布有关提高

烟囱高度的通告。通告规定�工厂烟囱
高度须为建筑物的2．5倍 （据研究�当
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与燃料用量成正

比时�高烟囱能使地面大气中二氧化
硫含量减少30％）。
1974年英国政府又颁布实施了

《控制公害法》。该法全面系统地规定
了对空气、土地、河流、湖泊、海洋等方
面的保护及对噪音的控制条款。
此外�英国政府颁布的关于控制

大气污染的法令还有 《公共卫生法》、
《放射性物质法》、《汽车使用条例》和
《各种能源法》等。上述各种法令、通告
的颁布�对控制伦敦的大气污染和保
护城市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2．2 改变能源结构

50年代�伦敦的有关部门通过对
大气污染源进行分析�发现污染物主

要来自工业及家庭燃煤�因此�他们决
定增加清洁能源比例�将燃煤改为使
用油、天然气及电力等。为加快燃料结
构的改变�政府采用补贴的办法帮助
居民改造燃具�而且要求市区和近郊
区所有的工业企业都不准用煤炭和木

柴作燃料�其产生的废气也均须利用
物理和化学方法加以净化�达标后才
可排出。由于采取了上述有力措施�到
1965年�煤在燃料构成中的比例为
27％（1980年进一步减少到5％�而且
还仅限于远郊区工厂使用）�电和清洁
气体燃料占24．5％（至1980年提高到
51％）�燃料油为43％ （1980年为
41％）。
2．3 疏散人口和工业企业

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和工业企业过

于集中�而给市区带来大气污染等问
题�伦敦在40年代末建成8座新城的
基础上�于60年代末在城市以北和西
北地区又兴建了彼得伯勒、米尔顿凯
恩斯、北安普顿等3座新城 （这3座新
城距伦敦市中心的距离从80～133公
里不等）�这些新城的建设为人口和工
业外迁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
一方面伦敦政府利用税收等经济政

策�鼓励市区一些企业迁移到这些人
口较少的新发展区；另一方面�各新城
对吸引工业企业落户也采取了积极的

措施 （当时的作法是�划定工业区范
围�铺设道路�建设不同规模的厂房以
供出租�注意创造好的居住环境等�同
时对优惠条件进行大力宣传）。由于政
府对外迁的优惠政策和新城具有的优

惠条件�因此许多工厂纷纷外迁。自
1967年起�伦敦市区工业用地开始减
少�至1974年市区共迁出2．4万个劳
动岗位�以后又迁出4．2万个。与此同
时�新城企业由原来的823家�增加到
2558家�新城的人口总数也由原来的
45万增至136．7万 （包括其他地区迁

入的人口）。
2．4 加强对机动车尾气排放的综合治

理

80年代初�伦敦的机动车保有量
已达244万辆�道路交通阻塞日趋严
重。同时�汽车数量的增加也引发了机
动车尾气排放对大气的污染。面对这
一严峻局势�伦敦当局采取了以下综
合治理、控制污染的措施。
第一�实行向利用公共交通、步

行、骑自行车等节油、无污染的出行方
式转化的交通发展战略�以减少对小
汽车的依赖�从而有效降低机动车二
氧化碳排放量。具体办法有：设立公交
专用道�设立1000英里长的自行车线
路网�设立林荫步道网�投资发展新型
节能、无污染的公交车辆。
第二�扩大交通限制的范围。过去

伦敦的交通限制重点集中在中心地区

的高峰时间内。随着城市化和交通的
发展�从内伦敦到外伦敦的各城镇中
心、主要的放射道路及高速公路�由于
交通问题和空气质量问题也日趋严

重�因此�在这些地区也象市中心地区
一样�陆续实行了以限制为基础的一
揽子方案�同时�辅之以切实可行的土
地利用和交通政策�以防止空气质量
和环境进一步恶化。
第三�政府发布交通状况白皮书�

公告市民：为了限制轿车数量�减少堵
车和空气污染�将从2000年起提高停
车费用�市内原有的各大公司、公共场
所的免费停车场也一律改为收费停车

场。
第四�加强对城市大气质量的控

制管理。政府制定的控制大气质量的
近期目标是�到2000年将二氧化碳排
放量降到1990年的水平。同时�建议
政府制定有关机动车尾气排放量的控

制目标及实施细则。
第五�加强汽车制造业的技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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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设计生产先进的环保型轿车。
2．5 发展监控技术�建立大气监测网

自1961年开始�英国在全国范围
内建立了一个由450个团体参加的大
气监测网。监测网有1200个监测点�
平均每小时对烟尘与二氧化硫采样一

次�每月测降尘量一次�其中伦敦、爱
丁堡、设斐尔三个城市被列为重点监
测区。
2．6 建立专门的管理、咨询机构

为了加强对大气污染的治理�大
伦敦议会确定了17个不同的行业机
构�分别制定实施大气污染控制的各
项措施。
2．7 科研机构参与治理大气污染

伦敦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很注意

科研力量的参与�许多全国性的研究
机构�以及大学、工厂都广泛参与了科
研工作。如以华伦泉实验室为中心�根
据遍布全英的1200多个监测站的测
定结果�对烟尘和二氧化硫在空气中
的含量进行估算�据此提出不同地区
控制大气污染的不同措施；一些高等
院校如阿斯顿大学、里丁大学、帝国理
工学院、威尔士大学、谢菲尔德大学、
利兹大学等分别对车辆尾气、空气质
量标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空气污染
对农作物和土壤的影响、测定灰尘及
其它污染物的仪器的改进、烟囱的设
计安装及环保产品的研制等问题进行

广泛深入的研究。
2．8 加强绿化建设

伦敦市在城市外围建有大型环形

绿带�至20世纪80年代该绿带面积达
4434平方公里�与城市面积（1580平
方公里）之比达到2．82:1。远期绿带规
划面积可达5791平方公里�与城市面
积之比可达3．67:1。伦敦绿带的建设
在置换城市空气�保持生态平衡�改善
城市环境�控制城市向外扩展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园林绿化方面伦敦还十分重视

生态园林的建设�这是伦敦自20世纪
中期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是一项调
节城市大气环境、保持生态平衡和生
物多样性�充分发挥绿化功能的具有
战略意义的举措。生态园林的建设不
仅美化了城市�改善了大气环境�提高
了城市整体质量�而且使昔日破败的
城市衰落区以空气清新、优美宜人、富
有特色的绿色生态环境�吸引了众多
的投资者和观光客。
3 伦敦综合治理取得的成效

由于采取了综合治理措施�伦敦
的大气污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
得到有效控制（60年代以后�伦敦大气
中的有害成分有所减少�特别是烟尘
和二氧化硫含量明显降低�二氧化硫
浓度降到0．1毫克／立方米以下）。到
70年代中期�伦敦已基本摘掉了 “雾
都”的帽子。根据有关部门测定�1976
年冬�伦敦的能见度比1958年以前增
加了70％。至90年代初�伦敦空气中
烟尘和铅的指标已基本达到国际组织

和英国有关部门所规定的要求�特别
是大气中二氧化硫含量基本不超过欧

共体规定的标准 （250微克／立方米）�
低层空气中烟的污染有93％得到控
制�酸雨的危害已基本消除。
4 启示及建议

4．1 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

1998年12月�北京市召开控制大
气污染紧急措施动员大会�提出2002
年市区空气质量基本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的目标。上述目标的确立�为我市未
来走持续发展之路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要实现上述目标�提高我市大气环
境质量�除各级领导要对这项工作给
予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之外�还
应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使市民了解
我市在这方面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从
而树立起危机感和紧迫感�以确保我

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全面、高效、迅速
地开展。
4．2 加强立法�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根

本。伦敦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才能使治理工作纳入法
制轨道�才能使治理工作顺利实施。
4．3 加强综合性治理

城市大气污染问题是一个十分复

杂的问题。它既与燃料结构有关�也是
人口、交通、工业、建筑高度集聚的结
果。对于这样一个综合性的难题�必须
结合地形、气象、能源结构、绿化、产业
结构和布局、建筑布局、交通管理、人
口密度等多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

合考虑�采用综合性的办法加以解
决。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城市
大气污染�提高城市环境质量。
4．4 建立监测网

建立监测网的目的是了解城市大

气污染的现状�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措施。目前�一些发
达国家普遍建有大气污染监测网�并
通过监测网对大气环境进行监测。一
旦监测到的空气污染浓度达到警戒线

时�除向市民发出警报外�还要采取工
厂限产�交通管制等方法�“强制”治理
大气污染�以保证市民健康�保护城市
环境。我认为�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4．5 加强科技开发

科研工作在治污工作中具有重要

的决策作用。我们目前的许多产品和
技术还依赖于进口�这反映出我们的
环保科技水平亟待提高�需要企业和
科研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更新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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