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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 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原因探析

金 博 文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９）

　　摘　要： １９５２ 年发生在伦敦的烟雾事件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恶性空气污染事件。 这次事件的发

生首先是由于英国伦敦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所致，其次与进入工业化以来工业燃煤产生的大量烟雾和废气

排放密切相关，最后家庭对煤炭的严重依赖以及人们对改进燃煤设备与提高燃煤效率的漠视态度也成为另一个重要原

因。 事件的发生促使政府开始进行反思，采取行动整治恶劣的空气环境，改善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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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２ 年 １２月 ５日—９日，英国伦敦爆发了史
上最骇人听闻的烟雾事件。 那么导致这场恶性烟
雾事件在伦敦爆发的原因何在呢？ 本文将对此进
行探讨，从而深化对伦敦城市环境问题的认识。
一、特殊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环境
１９５２ 年伦敦烟雾事件的恶性爆发与伦敦地

区特殊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环境相关联。 英国伦敦
素有“雾都”之称，这主要是自然地理因素所致。
英格兰的地势呈明显的东南低西北高之势，伦敦
又地处地势较低的泰晤士河谷地，空气不易流通。
再加上英国地处西风带，气候温和湿润，每到秋冬
季节，从大西洋上吹来的大量暖空气与不列颠岛
屿上空较冷的气团相遇，北大西洋较暖的水流与
不列颠群岛区域较冷的水流接触， 形成浓厚的海
雾， 笼罩着英国上空，这种情况在首都伦敦尤为
严重

［１］ 。 在冬季，伦敦雾气发生频率尤高。
１９５２ 年冬天，由于英格兰东南部被高气压长

时间覆盖，造成该地区空气流动一直不畅，也使得
伦敦中心区气温长时间保持在冰点或冰点以下。
在该年天气格外阴冷的冬天里，人们为了取暖而
大量消耗煤炭，发电厂为了正常供电供暖也大量
燃烧煤炭，因而用煤量在 １２ 月集中增长，由燃煤
而散发出的二氧化碳和硫化物数值量也不断上

升。 根据数据显示，烟雾事件集中爆发的 １２ 月 ５

日到 ９日间，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平均含量是０．５７
ｐｐｍ，总悬浮颗粒物含量每立方米平均达到 １ ４００
μｇ／ｍ３ ，在最严重的一天里，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平
均含量是 ０．６９ｐｐｍ，总悬浮颗粒物每立方米平均
达到 １ ６２０ μｇ／ｍ３ 。 与现代标准比对，这些数据都
分别远超美国、英国以及欧洲的控制规定以及世
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指南。 烟雾事件中的伦敦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平均含量和二氧化硫平均含量分别

超出了 ５ －１９ 倍和 １２ －２３ 倍［２］３９３。 在泰晤士河
谷，由于缺少风的流动而出现了逆温现象，地表上
的暖气层覆盖了冷气层。 这样的现象阻止了雾气
的散去，并且造成雾气大面积蔓延，特别在伦敦中
心区，雾气与烟尘和其他污染物混杂在了一起。
在伦敦外围，特别是在中午时分，雾气开始慢慢散
开，但是在伦敦中心区却丝毫没有减弱［３］５。 １２
月 ７日，大伦敦区只有很少的地方没有被浓厚烟
雾覆盖。 到了 ８ 日，少量的微风让包括威斯敏斯
特地区在内的一些地方的烟雾稍稍散去一点，但
这样的情况却没有在东区、肯特或埃塞克斯这些
地区出现，烟雾在当晚又再次卷土重来。 直到 ９
日，一股来自西南的风才最终散去了所有地区的
雾气。
由此可见，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

伦敦地区空气流动不畅，加上该地区人口密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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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众多，容易导致混有各种混浊气体以及烟尘的
雾气在这里的聚集，并且一旦形成就会因为空气
流动少而长时间难以散去。
二、工业烟雾与废气排放
工业化以来各类工厂排放的废气、粉尘等成

为伦敦烟雾事件的另一重要诱因。 进入工业化以
来，机械动力的蒸汽化、焦炭冶铁技术的推广以及
工业革命期间人口的迅速增长，大大地增加了对
煤的需求量，使煤成为英国工业技术转变的关键
燃料

［５］２４２ 。 需求增长推动了开采量的不断增加，
煤炭的消费量也随之节节攀升。 数据显示：英国
１８００—１９５０ 年的煤消费量表现出总体不断增长
的态势，在 １９５０ 年高达近 ２ 亿吨［５］１１５。 二战期间
及战后最初的几年，随着英国煤炭出口业的衰落，
几乎整个产量都用来供应国内的需要，充分就业
及制造业出口的快速增长事实上又导致了国内对

煤炭需求的增长，这种增长在二战后持续了大约
十年

［６］１５ 。 随着煤炭消耗量的不断增长，排放到
空气中的烟尘也不断增多。 从工业锅炉里冒出的
煤烟当中，大部分是燃烧过程中生成的煤炭灰，这
些煤灰随着锅炉烟囱里通风的气流而被轻松地排

放到空气中
［７］４０ 。

不仅大工业的锅炉会因为燃烧煤炭而产生大

量烟尘，地方性小工业使用的鼓风机和焦炉等也
会产生大量煤烟。 在 １９ 世纪后期的英国，传统的
鼓风机和蜂房式炼焦炉仍然很少是密闭的，由于
外部空气的进入，烟道气体的浓度有所稀薄，从烟
囱顶部冒出的实际烟雾量大增，在一定时间内造
成更多的煤烟释放出来

［７］３６ 。 煤炭在这样的设备
中得不到充分燃烧，导致了大量的煤烟排放，产生
了大量的一氧化碳，配备有这种传统设备的冶金
企业与工厂的大量存在而产生了烟尘弥漫的城市

环境。 １９世纪末，英国煤矿和钢铁厂传统使用的
蜂房式炼焦炉逐渐被流行于欧洲大陆的蒸馏装置

所取代，但是这样的过程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
完成，一直到 １９４７ 年煤炭国有化后，仍有一些工
厂还在使用排放大量黑烟的旧式炼焦炉

［６］２１ 。 到
了二战结束后数十年，随着天然气和电力等新能
源在工业领域的广泛运用，城市的烟尘排放量才
逐渐降下来，天空才开始慢慢变得清澈起来。
除了因蒸汽机锅炉、鼓风机和焦炉大量烧煤

而产生大量烟尘外，工业生产还会不可避免地产
生酸性气体从而造成大气污染。 伦敦的陶瓷工厂
中普遍使用盐釉制法，排放出大量具有刺激性和

有害的碳酸气体。 在离制陶厂不远的泰晤士河堤
岸上种植的树木数年后几乎都已枯萎，然而在离
制陶厂较远的另一边堤岸树木却没有出现这样的

现象
［９］３２２ 。
除了产生烟尘，煤炭中总是含有硫的成分，通

常占到 １％ －２％，在燃烧过程中，硫挥发到大气
中会产生二氧化硫和三氧化硫等酸性气体，煤炭
的消费量与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成正比例。 工
业生产中难以避免高浓度的硫烟的产生。 例如，
制铜工业所使用的湿法制铜工艺需将黄铁矿与盐

一并焙烤加热产生碱和氯化铜，溶于水后铁会覆
盖在氯化铜表面，这样结合产生氯化铁而使铜沉
淀下来从而生出铜，而在这一过程中将盐焙烤加
热的反应就会产生出有毒的酸性烟雾，大量排放
到空气中去，给大气环境造成极大污染［８］３ 。
工业排放的烟雾主要来源是工业大量燃煤而

产生的煤烟以及工业制造过程中所排放出的废

气。 由于广阔市场需求的存在，工业生产日夜不
停，工厂大量燃煤和排放废气的现象极为普遍，而
且当时的工厂出于对经济成本的考虑而很少安装

有除尘和清洁设备，或是消除烟尘的净化装置和
方法简陋，烟尘和其他废气的排放高度普遍较低，
仅在 １０ 到 １５英尺［９］ 。 烟尘和有毒气体在工厂企
业集中、人口密集的城市里不能得到有效扩散，极
易造成对大气环境的严重破坏和对人身心健康的

极大损害。
三、家庭煤烟排放
冬季家庭燃煤所产生的煤烟是伦敦烟雾的重

要来源。 １９５２ 年，家庭用煤量不到英国煤炭消费
量的五分之一，但是前者带来的烟尘却超过了后
者的五分之二

［６］４１ 。 最近一项由科学与工业研究
部的燃料研究站所做的工作表明，家庭燃煤对英
国的空气污染的加剧要负上超过一半的责任，而
它对伦敦则要负上近八成的责任。 比较起来，伦
敦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的 ３０％是来自家庭燃煤，
２９％来自工厂［１０］２８０。 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
有三点：
一是家庭燃煤所用设备的问题。 在英国，人

们喜欢可以较好控制室内空气流通的传统壁炉，
而不喜欢使用在欧洲大陆改进过的、在保暖与能
源利用方面效果较好的家庭火炉，因为后者往往
造成室内空气通风不好。 由于传统灶具中的温度
经常低于煤炭燃烧所需的温度，大量的煤炭都为
了达到一定的热度而燃烧，导致燃烧不充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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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烟熏火，这样就产生了大量含有一氧化碳、二氧
化硫气体和焦油物质成分的烟雾，在穿过弯弯曲
曲的排烟管道后从烟囱排出，污染了外面的空气
环境。 然而，由于英国人对传统壁炉和灶具的偏
爱，使得对二者进行改进以加强节能减耗的努力
进展缓慢。 １９４８ 年，９８％的英国家庭客厅仍然装
有壁炉，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许多新建住宅里仍然
安装燃煤炉灶，即使到了 ２０ 世纪 ５０年代初，仍有
大约 １／４ 的家庭使用煤烹饪［１１］５３ 。 这样就造成对
家庭燃煤的控制难以施行，家庭煤烟排放量很难
降下来。
二是英国当时的焦炭供应量不能满足家庭用

煤的需求，同时新能源还未被广泛开发和利用。
相对于原煤燃烧会产生大量烟尘的弊端，焦炭经
高温炼焦产出，既是高热值的燃料，又是重要的有
机合成工业原料，具有特殊的化学特性，可以达到
燃烧效率高并且可以消除煤烟的效果，这样人们
提出可以推广焦炭以代替原煤作为家庭主要用

煤，以消除家庭燃煤所带来的烟尘排放。 但由于
受煤炭开采和钢铁工业所生产的冶金用的硬质焦

炭不太适合家用所限，其家庭供应量在当时却远
远不及原煤，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早期，英国煤气
工业售出的 １ ２００ 万吨焦炭中，只有不到四分之
一供家庭日常使用，加上一般家庭使用的 ２００ 万
吨无烟煤和硬焦炭的用煤量，总共也只有 ５００ 多
万吨的焦炭可供家用，总量只占家庭使用燃煤的
七分之一

［６］４６ 。 而像天然气、沼气这样的新能源
的发现开采和在日常家庭的广泛利用还得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才逐渐开始。 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的
不足导致人们不愿舍弃传统的燃煤习惯。
三是当时英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于减少家庭

煤烟的冷淡态度。 由于英国人对室内空气清新的
要求以及对传统习惯的偏爱，无意放弃使用早已
习惯了的壁炉以及对家庭用炉架的设计进行改

进，即使是那些有能力买得起最新和最好的取暖
设备的阶层人士，也对壁炉设备和燃煤效能的改
进抱有无动于衷的态度，甚至还排放出比一般阶
层家庭更多的烟雾来。 如 １９ 世纪英国皇家调查
委员会的调查证据表明，威灵顿公爵家从一大早
开始就像是个工厂的烟囱，周围几个工厂的排烟
量可能还赶不上公爵一家的排烟量

［１２］１８６ 。 经历
了一代人之后，到 ２０ 世纪初，英国减少煤烟协会
调查结果表明，仍尚不存在任何一种令英国民众
满意的壁炉，而且在没有改进壁炉的情况下，大谈

减少生活用煤无异于空谈
［１３］１７３ －１７４ 。 彼得· 布林

布尔科姆认为：“空气污染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
燃料使用的历史。”［１４］７

在人类还无法摆脱对煤炭

等矿物燃料的依赖时，任何要求减少排放以改进
空气质量的解决方案都不会涉及解决问题的源

头，对煤炭等矿物燃料使用量的控制和燃烧技术
以及效率的提高，直到二战爆发前也没有真正实
现。
由于家庭煤烟的不断排放，工业化以来英国

各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令人忧虑，首都伦敦更是
如此。 ２０ 世纪初，以衡量空气质量的两个指标，
即城市里日照的程度和每平方英里内所沉积的固

体重量来看，伦敦的受污染情况极其惨重：日照程
度不足如剑桥、牛津等一些小镇的六分之一，每平
方英里的固体沉积重量是作为衡量纯净或近乎纯

净空气标准的温泉镇莫尔文的近八倍
［７］６４ －６６，９１ 。

黑雾弥漫的空气使能见度下降 １ 公里，在 １９４７—
１９５６ 年的 １０ 年中，这种现象在伦敦中心区每年
发生 ９００ 个小时，而乡村只有５００ 小时［６］３３。 伦敦
的空气质量状况极其糟糕，居民所呼吸的空气中
夹杂着大量的污染物质，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
等等呼吸系统疾病已成为日益普遍且非常严重的

公共健康问题。
四、国家干预下的空气污染治理
１９５２ 年冬天的这次烟雾事件，不仅为首都伦

敦的空气质量改善提供了契机，也对国家对于环
境问题进行干预提出了现实要求。 英国政府和议
会一改曾经在环境污染控制问题上放任不管、几
乎不作为的态度，开始积极行使国家职能，利用政
府力量来主导对严重环境问题的治理。 英国政府
在该事件发生后迅速将空气环境治理提上政府的

日常议程，卫生部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成立内部
的质询委员会，由休· 比弗主持的公共质询委员
会也得以在议会的压力下成立。 比弗委员会在很
短的时间内，即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就完成了一份中期
报告性文件，这份报告就是后来著名的枟比弗报
告枠。
在这份报告里，比弗委员会将家庭燃煤作为

伦敦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肯定了净化空气原则
的重要性，认为恢复良好空气质量的成本比继续
污染要低得多，并最终建议将净化空气作为国策，
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的烟尘应在未来的 １５ 年内减
少 ８０％［１５］６，２０ －２１，２６ 。 随着这份报告的出台，１９５５
年，英国环境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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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法———枟清洁空气法案枠在议会下院正式通
过。 这部法案基本遵循了枟比弗报告枠的核心内
容，在城市中进行控烟政策，因地制宜设立“无烟
区”，区内不得使用产生烟雾的燃料；工厂和企业
投入一部分资金在七年内换装无烟新设备和安装

除尘设备，设立视察员对工厂的整治改造进行监
督，加强对工业粉尘、煤烟的治理。 这是第一部对
烟雾按照等级进行分类，并且应用这样的方式来
对家庭煤烟排放进行限制的法案

［１６］２４０ －２４１ 。 针对
家庭燃煤问题，法案要求在家庭中拆除老式壁炉，
安装中央供热系统和进行电力供热，广泛开发新
能源以代替煤炭在家庭中的使用等等。 在这些政
策制定和推进过程中，中央政府不失灵活地利用
他们的领导策略来加强对燃煤的控制。 中央将公
函下发到一些地方政府，要求地方市政委员会起
草具体的相关施行计划，再提交至中央政府备
案

［１７］２６２ －２６３ 。 这样，中央政府既行使了自身社会
管理的职能，又没有推行强制性的环境治理措施，
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制定出自己的有效治理办

法来，从而达到很好的效果。
１９５２ 年伦敦烟雾事件一方面是自然环境和

特殊的气候因素所叠加引起的，另一方面也是人
类活动长期以来不顾环境保护，对自然大肆破坏
所积累恶果的一次大爆发。 从根本成因上看，人
类活动的不节制与不合理成为主要因素，而自然
环境因素和特殊的气候原因则只是起着次要的作

用。 该起事件发生后，随着英国社会对环境问题
的日益重视，政府部门相关报告和法案相继出台，
国家干预力度开始增大，不合理、无节制的用煤习
惯得以集中纠正，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得到有效
控制，空气净化的成就变得非常显著。 １９５２ 年的
伦敦烟雾事件给人们留下的不仅有沉痛的回忆和

教训，还有治理大气污染、保护自然环境的宝贵经
验，值得后人反思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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