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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京津冀地区是全球以 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并已严重制约区域发展。大区域尺度上( 例全国

尺度) 开展城市与其周边区域的 PM2．5的研究通常直接比较二者的浓度差异，以定量地评估城市 PM2．5 污染对周边区域的影响，

但这种方法在小区域较难精细地刻画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影响的方向性和距离性差异。利用京津冀地区 13 个城市 2000 年，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 PM2．5浓度和土地覆盖类型数据，以城市重心到城市边界的平均距离为基本距离，建立每个城市的一级

( 一倍基本距离) 和二级( 二倍基本距离) 缓冲区，然后将缓冲区分成 8 个象限，以定量分析城市 PM2．5污染对周边区域影响的方

向性和距离差异。结果发现: ( 1) 2000—2015 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地级市与周边区域空气质量时空分布分为以下两种模式: 第

一种模式是城区浓度高，周边区域低; 第二种模式是城区浓度低，周边区域高且浓度差异很小。( 2) 各地级市对周边区域影响

程度和范围呈上升趋势，并且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距离性和方向性两方面:①大部分城市距离城区越远，受城市 PM2．5污染的潜

在影响越大。②2000—2015 年，除天津、廊坊、衡水和沧州，其余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影响的方向性特征差异显著。通过建立

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定量化方法并在京津冀开展实证研究，拓展了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空气质量影响研究的方法体

系，为定量地开展城市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提供了方法和实证拓展。

关键词: PM2．5 ; 京津冀; 方向; 距离

Impact of urban air pollution on surrounding areas in Beijing，Tianji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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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one of the most air-polluted areas in the world where PM2．5 has been
identified as the major air pollutant that has become the most restrictive factor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of PM2．5 in
cities and surrounding areas on a large regional scale ( e． g．，national scale ) usually directly compares concentration
differences and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urban PM2．5 pollution on the surrounding areas simply and quantitatively． This
method of assessment of cities and surrounding areas is difficult to apply to small areas to quantify and analyze differences in
pollutant direction and distances． Based on the data of PM2．5 concentrations and land cover types of 13 cities in Beijing，

Tianjin，and Hebei Provinces in 2000，2005，2010，and 2015，the average distance from the city center to the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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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 was used as the basic distance reference，first- ( one-time basic distance ) and second-level ( two-times basic
distance) buffer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for each urban area，which was then divided into eight quadrant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urban PM2．5 pollution on the surrounding area to determine differences in pollutant direction and
distanc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 1) th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air quality in all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surrounding areas in Beijing，Tianjin，and Hebei in 2000—2015 wa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modes: first，high
concentrations in urban areas and low concentration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second，low concentrations in urban areas，
high concentrations in surrounding areas，and the difference of concentrations is small; ( 2) the impact and scope of the
surrounding cities on the surrounding areas is increasing，and is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distance and direction: ① the
farther the majority of the cities are from the urban area，the greater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cities on the surrounding areas;

② in 2000—2015，except for Tianjin，Langfang，Hengshui，and Cangzhou，the other citie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re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ir pollution． In this study，a quantitative method wa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urban PM2．5 pollution on the surrounding area in Beijing，Tianjin，and Hebei Provinces，and expand the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the impact of urban air pollution on the air quality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Ｒ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effects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and empirical method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urban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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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快速城市化引起的城市扩张、人口增加、以及能源消耗的不断上升等，导致了我国空气污染

问题愈发严重［1-5］，波及范围越来越广［6］，持续时间越来越长。而这种污染通常呈现一种综合性污染，主要包

括本地源污染和外来污染，本地源污染会归结为城市内部剧烈的污染排放，例如机动车、燃煤和工业扬尘等，

而外来污染受气象因素影响，具有区域扩散性［7-9］。目前对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也越来越得到学

者的重视，大多集中于对 SO2，PM10以及 PM2．5等在不同省市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的探究［10-14］，有研究表明一

个地区的 PM2．5污染受周围其他( 省、市) 的影响，并且在重点城市之间空间溢出效应也较强［15-16］。空气污染

溢出效应研究主要以监测点数据为主，考虑省市之间较大范围，缺乏考虑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较近距离

的影响，并且以往研究发现城市是 PM2．5污染的主要源头［17］，同时因 PM2．5粒径小，大气留存时间较长，会在气

象条件和污染浓度差异的作用下，由上风向向下风向，由高浓度向低浓度区域扩散，进而对城市周边区域产生

影响，所以会随着污染物浓度的升高以城市为单核心的空气污染也会造成区域性即城市周边区域的严重

污染。
在基于大区域尺度空间上城市对周边区域影响研究通常会比较城市与周边 PM2．5的浓度差异，而在城市

群尺度上运用此方法就缺乏空间细致性特征，较难定量地分析城市 PM2．5对周边区域的方向性和距离性差异。
为此，本研究建立了适用于城市群尺度上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影响的模型，并且以京津冀地区为例进行

实证研究。

1 评估方法

为探究小区域尺度上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可建立以下模型，即以城市重心到城市边界的平

均距离为基本距离参考，利用 ArcGIS 对每个城市区域进行一级( 一倍距离) 、二级( 二倍距离) …i 级( i 倍距

离) 缓冲区分析，然后对缓冲区进行 j 个象限分割，定量分析城市 PM2．5污染对周边区域影响的方向性和距离

差异。

Δ pij =
poj － pij

poj

式中，Δ pij : 城区对周边区域的影响比率，poj : 城区在 j 方向上的浓度，pij : 第 i 级缓冲区 j 方向上的浓度

本研究( 图 1) 选取 i= 2，j= 8; 即对每个城市进行一、二级缓冲区分析，然后对缓冲区进行 8 个象限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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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评估模型

Fig．1 Evaluation model

图中，0—i 表示不同缓冲区的等级，其中 0 代表城区，即中心阴影

区域; 1—j 表示不同方向

利用以上公式计算每个方向上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影响

比率，从而定量探究小区域上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

的影响，也力求验证此模型的可行性。

2 典型研究区选择与数据预处理

京津冀城市群( 图 2) 是目前以 PM2．5为首要污染物

的全球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作为中国的“首

都圈”，又是中国北方经济的重要核心区，包括北京市、
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唐山、廊坊、石家庄、秦皇岛、
张家口、承德、沧州、邯郸、邢台、衡水共 13 个地级市。
在 2016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显示，京津冀城市群 2016
年 PM2．5的平均浓度为 71 μg /m3，相比 2015 年有所降

低，但距离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阶段空气质量标准 35
μg /m3仍有较大的差距。
2．1 PM2．5数据

PM2．5数据来源于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

图 2 京津冀地区图

Fig．2 The reig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alysis Group at Dalhousie
University) ( 数 据 编 号 V4． GL． 02 ) 。该 数 据 是 基 于

CEOS-Chem 化学传输模型的模拟，利用中等分辨率成

像光谱仪( MODIS) 和多角度成像光谱仪( MISＲ) 反演的

气溶胶光学深度数据( AOD) 与气溶胶垂直剖面和散射

特性的结合估算而得到的数据集，结合地理加权回归模

型在全球范围内与地面监测数据交互验证，具有较好的

精度( r2 = 0．81; slope = 0．68) ，可在全球、国家和区域等

多尺度开展应用研究［18］。本研究所选用的是 2000、
2005、2010、2015 年京津冀城市群 PM2．5 数据，其空间分

辨率为 0．01°×0．01°，在京津冀地区约为 1 km×1 km。
2．2 土地覆盖分类数据

本研究选取由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提 供 的 2000、2005、2010、2015 年 Landsat5、Landsat7、
Landsat8 遥感影像数据，利用 eCognition 软件对京津冀

城市群地区进行遥感分类得到土地覆盖分类数据，空间

分辨率为 30 m×30 m，分类总体精度达到 80%以上。

3 主要结果与讨论

3．1 各地级市城区与周边区域空气质量时空分布

京津冀城市群各地级市城市区域与周边区域空气质量时空分布( 图 3) 所示，可直观反映区域大气环境质

量的变化。北京和天津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功能区，城市化发展程度较高，所以它们区域大气质量变化

较明显。
2000 年，北京、石家庄、保定等城市区域 PM2．5浓度高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且差异较大; 衡水、沧州和廊坊

城市区域 PM2．5也高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但差异很小，近似相等; 而天津城区 PM2．5浓度低于一二级缓冲区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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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市与周边 PM2．5分布图

Fig．3 The PM2．5 distribution map of city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172412 期 别同 等: 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空气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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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差异也很小。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看，除天津、秦皇岛和承德外，其余城市及其周边区域距离城区越远，

PM2．5浓度越低。
2005 年，北京、石家庄、保定等城市区域 PM2．5浓度高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且差异较大; 天津、沧州和廊坊

城市区域 PM2．5也高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但差异很小; 而衡水城区 PM2．5浓度低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差异也

很小。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看，除北京外，其余城市及其周边区域距离城区越远，PM2．5浓度越低。
2010 年，北京、石家庄、保定等城市区域 PM2．5浓度高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且差异较大; 天津、衡水和廊坊

城市区域 PM2．5也高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但差异很小; 而沧州城区 PM2．5浓度低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差异也

很小。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看，除秦皇岛外，其余城市及其周边区域距离城区越远，PM2．5浓度越低。
2015 年，北京、石家庄、保定等城市区域 PM2．5浓度高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且差异较大; 天津和廊坊城市

区域 PM2．5也高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但差异很小; 而衡水和沧州城区 PM2．5浓度低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差异

也很小。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看，除衡水外，其余城市及其周边区域距离城区越远，PM2．5浓度越低。
2000—2015 年，总的变化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各地级市城市与周边区域空气质量时空分布分为以下两种

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城区 PM2．5浓度高，周边区域低，具体表现在北京、石家庄、保定等这类重污染型城市和承

德、张家口等这类轻污染型城市。北京、石家庄等城区人口密度高，居住用地密集，机动车流量大等，城市化程

度相较于城区周边高，这种模式较符合 PM2．5是城市的主要来源。

第二种模式是城区 PM2．5浓度低，周边区域浓度高，且浓度相比差异很小，具体表现在天津、廊坊、衡水和

沧州。天津和廊坊形成这种模式，主要是与地理位置和气象因素( 风向、风速等) 有关，廊坊地处北京天津两

大城市之间，廊坊城区极其周边 PM2．5浓度会受北京及天津区域传输的影响，而天津城区周边的西北部地区与

北京周边的东南部地区也是相互影响; 衡水和沧州形成这种模式主要与本地的产业结构布局有关，城区周边

一般都分布较多重工业，而工业排放也被认为是 PM2．5污染源之一，所以周边区域 PM2．5浓度也较高。

大部分城市与其周边区域浓度距离城区越远，浓度表现越低，并且在每个方向上浓度差异较显著。在不

同时间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 1) 2000—2005 年，北京、石家庄、保定等城市区域 PM2．5浓度高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并且城区浓度呈增

长趋势，周边区域一级缓冲区普遍比二级缓冲区浓度高，且浓度在每个方向上差异较大，而天津和衡水城市区

域 PM2．5浓度低于一二级缓冲区浓度。
( 2) 2005—2010 年和 2010—2015 年，同样表现为北京、石家庄、保定等城区 PM2．5浓度高于一二级缓冲区

浓度，且浓度在周边区域每个方向上存在差异，而衡水和沧州表现为城区 PM2．5浓度低于周边区域浓度。
3．2 定量化分析各城市区域对周边区域的影响

总体上大部分城市对周边区域产生影响，少数城市表现为周边区域对城市产生影响，但是京津冀城市群

各地级市城市区域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在每个方向上差异显著，且不同年份方向性特征不同( 图 4) 。具体表

现为:

( 1) 2000 年，北京和邢台在方向 3、4、5 上城市对周边区域影响较大，且北京城区对周边区域影响比率在

方向 4 上达到最高，为 63%，其他城市在方向上都不具有相似特征; 石家庄表现在方向 4、5、6 上影响比率较

高，保定表现在方向 3、5 上影响比率较高，唐山在方向 2 上影响比率较高，邯郸在方向 4、5 上影响比率较高，

秦皇岛在方向 2、5 上影响比率较高，承德、张家口分别在方向 4、方向 2 上影响比率较高，而天津、廊坊、衡水

和沧州每个方向上城市对周边区域影响比率很低，接近于 0 或者小于 0，可以认为是周边区域对城市本身会

产生较大影响;

( 2) 2005 年，北京和邢台在方向 3、4、5 上城市对周边区域影响比率较高，其他城市在方向上不具有相似

性特征: 石家庄表现在方向 4、5、6 上影响比率较高，保定在方向 3、5 上影响比率较高，唐山方向 2 上影响比率

较高，邯郸在方向 4、5 上影响比率较高，秦皇岛在方向 2、5 上影响比率较高，承德在方向 4、5 上影响比率较

2724 生 态 学 报 3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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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张家口在方向 3、4 上影响比率较高，而天津、廊坊、衡水和沧州这四个城市影响比率都较小，在每个方向上

接近于 0 或者小于 0，说明周边区域对城市本身影响较大;

( 3) 2010 年，北京在方向 3、4、5 上城市对周边区域影响比率较高，石家庄在方向 5 上影响比率较高，邢台

在方向 4、5 上影响比率较高，保定在方向 3、4、5 上影响比率较高，唐山在方向 2 上影响比率较高，邯郸在方向

4、5 上影响比率较高，秦皇岛在方向 2、4 上影响比率较高，承德和张家口分别在方向 4、方向 1 上影响比率较

高，而天津、廊坊、衡水和沧州这四个城市影响比率都较小，说明周边区域对城市本身影响较大;

( 4) 2015 年，北京和邢台在方向 3、4、5 上城市对周边区域影响比率较高，石家庄在方向 5、6 上影响比率

较高，保定在方向 3、4 上影响比率较高，唐山在方向 2 上影响比率较高，邯郸在方向 4、5 上影响比率较高，秦

皇岛和张家口分别在方向 4、方向 1 上影响比率较高，承德在方向 4、5、6 上影响比率较高，而天津、廊坊、衡水

和沧州这 4 个城市影响比率都较小，在每个方向上接近于 0 或者小于 0，说明周边区域对城市本身影响较大。

京津冀城市群各地级市城市区域对周边区域影响不仅在不同年份具有不同的方向性特征，而且在不同时

间段方向性特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具体表现为:

( 1) 2000—2015 年，北京城区对周边区域的影响一直保持在方向 3、4、5 影响较大，即在北京的西北部地

区城市对周边潜在影响较大; 唐山和邯郸对周边区域影响的方向性特征也始终不变; 天津、廊坊、衡水和沧州

这四个城市在每个方向城区对周边影响存在一种相对平衡稳定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方向性特征不明显，而

且每个方向上影响都很小，甚至为负，可以认为是周边区域对城区本身有很大的潜在影响; 其余各地级市都存

在方向上变化，分析原因首先是跟风向因素相关，然后是与产业结构地理位置、重工业分布相关。
( 2) 2000—2005 年，除天津、廊坊、衡水和沧州外，大部分城市对周边区域影响的方向性特征都没变化，北

京和邢台对周边区域一直在方向 3、4、5 上影响较大，石家庄也保持在方向 4、5、6 上影响较大，保定、唐山、邯
郸和秦皇岛的方向性特征也同样没变化，而承德由在方向 4 上增加为在方向 4、5 上影响较大，张家口由方向

2 变为在方向 3、4 上影响较大;

( 3) 2005—2010 年，除天津、廊坊、衡水和沧州外，北京、唐山和邯郸的方向性特征都没变化，其他城市对

周边区域影响都存在方向上变化，石家庄由在方向 4、5、6 上减少为在方向 5 上影响较大，张家口在方向 3、4

上变为在方向 1 上影响较大等;

( 4) 2010—2015 年，除天津、廊坊、衡水和沧州外，北京、唐山、邯郸和张家口城市对周边区域影响方向性

特征没有变化，其他城市都发生相应变化，石家庄在方向 5 上变为在方向 5、6 上影响较大，承德在方向 4 上变

为在方向 4、5、6 上影响较大等。

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石家庄、邢台、邯郸、承德和张家口这些城市对周边区域影响比率都较高，大部分处

于 30%—45%，而天津、唐山等城市影响比率都较小，大部分都接近于 0，但这种潜在影响并不能反映实际影

响大小。北京的方向性特征表现在方向 3、4、5 上，即在西北部地区城市对周边区域影响较大，则西北部周边

区域 PM2．5浓度应该较高，而在实际中西北部地区受到气象、地形因素影响，西北部 PM2．5浓度一直较低，空气

质量最好; 天津和唐山城市 PM2．5对周边区域影响较小，则周边区域浓度应该较低，但是天津和唐山分布较多

重工业，而且天津周边受北京和廊坊影响，PM2．5浓度在城区和郊区都很高。所以本研究中城市对周边区域的

潜在影响大小，与实际产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潜在影响大可能意味着真实影响小，潜在影响小也可能意味着

真实影响大。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在年际尺度的变化，缺少了气象因素( 风向、风速等) 的考虑，京津冀城市

群属于季风控制区，冬春和夏秋季风方向相反，气象因素对本研究的影响结果是有贡献的，所以需要进一步开

展年内的精细尺度与风向因素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城市与周边区域的空气污染是存在相互影响，有很

多是采用污染扩散追踪［19-20］等方法探究周边的污染源对城市的影响范围及影响途径，较少地分析城市对周

边造成影响，本研究通过建立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空气质量影响的定量方法，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探究这

种影响的方向性和距离性差异，表明京津冀地区各地级市距离周边越远，这种影响越大，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方

向性和距离性等方面的特征，有力地论证了方法的有效性，但是这种定量方法对于深入研究城市对周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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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有待改进。空气污染来源复杂，影响因素多［21］，从污染的来源上分析，城市的复合景观格局特征及其生

态环境效应对污染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建筑用地和林地作为城市下垫面的两种重要表现

形式，建筑用地对 PM2．5是有贡献作用，而林地对 PM2．5 是有消除作用，同时不同城市功能区的建筑用地对

PM2．5污染的贡献差异显著，这恰恰体现了城市复合景观格局对空气污染物的“源汇”贡献关系［22］，因此，建议

进一步加强探讨城市与区域复合景观格局对空气污染的源汇效应解析，以进一步评估城市与区域空气质量的

相互影响效应。另外，本文中选用的 PM2．5数据，受分辨率影响，会存在极高和极低值被区域忽略的问题，在今

后的相关研究中，应该加强更高时空分辨率 PM2．5浓度数据的获取，以更准确解析梯度差异和城市 PM2．5对周

边区域的定量影响。

图 4 城市 PM2．5对周边影响分布图

Fig．4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impact of urban air pollution on its surrounding areas

4 结论与政策

为有效评估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影响，建立了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影响的定量方法，并以京津冀区

域开展实证研究，利用 2000、2005、2010、2015 年的 PM2．5数据、土地覆盖类型数据验证模型的可行性，进而得

到以下结论:

( 1) 2000—2015 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地级市与周边区域空气质量时空分布分为以下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

式是城区浓度高，周边区域低; 第二种模式是城区浓度低，周边区域高且浓度差异很小。
( 2) 各地级市对周边区域影响程度和范围呈上升趋势，并且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距离性和方向性两方

面:①大部分城市距离城区越远，城市 PM2．5对周边区域的影响越大。②2000—2015 年，除天津、廊坊、衡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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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其余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影响的方向性特征差异明显。例如: 北京城市区域对周边区域影响大一直保

持在西北部地区; 而天津、沧州、衡水、廊坊对周边区域影响很小，方向性特征不明显。
在科学研究方面，本文建立了小区域尺度上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影响的评估模型可以有效地定量解

析城市对周边区域潜在影响的方向性和距离性差异，为定量地开展城市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提供了方法和

实证拓展。
在污染治理措施方面，需要更为严格的城市空气污染防控策略，建立城市与周边区域污染水平差异指标，

以动态评估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的影响程度，其中天津、衡水、沧州和廊坊由于方向性特征不明显，并且

PM2．．5浓度都较高，要限制周边整个区域的污染，而北京、石家庄、邢台、邯郸和保定等城市则要加强城市内部

污染的管控; 同时要增加建设城市周边区域距离城市不同距离、不同方向位置的空气污染监测点，为监测评估

提供实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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