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灰霾与近地表臭氧（O3）是影响我国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已成为当前科学研究与污染控制的重点。

2005 年以来，我国“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持续推进 PM2.5 与灰霾污染治理，“十二五”期间，我

国大气污染取得显著成效，PM2.5、SO2 和 NOx 浓度有所下降。当前，二次污染物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越来

越重要，大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污染特征，二次有机气溶胶和近地表 O3 的环境影响尤为显著。大气污染

控制需从一次排放源控制向二次污染前体物削减转变，近地表 O3 污染主要受控于 VOCs 与 NOx 排放影

响，其形成机制复杂，单纯 VOCs 或 NOx 控制难有成效，需对典型区域污染形成机制进行研究并亦得到

重视。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应对新污染形势下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 VOCs 等二次污染的前体

物纳入监管与排放管制的范围。2017 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出《中国大气复合污染的成

因、健康影响与应对机制联合重大研究计划》，同年，我国环境保护部推动总理基金项目《大气重污染

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搭建 28 个跟踪研究专家团队，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 + 26”城市驻点指导，

提出“一市一策”的大气污染综合解决方案。科学技术部也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气污染成因与控

制技术研究专项》。目前我国大气污染控制逐渐进入深水区，二次污染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的主导因

素，对其形成机制与前体物污染控制的研究逐步成为研究重点。

《地球环境学报》本期聚焦于当前关于 O3 污染研究前沿热点，综合观测、数值模拟等方法，针对

O3 污染形成机制、时空变化特征、污染源贡献分配及 NOx 和 VOCs 区域控制差异等科学问题出版系列研

究论文，为区域环境治理提供科学参考。本期有多篇关于 O3 污染研究的论文，包括数值模拟分析、观测

以及基于观测的 O3 污染研究方法的综述。贝耐芳等模拟研究了关中地区 2015 年 7 月的一次 O3 污染事件，

分析了交通源、工业源、生物源、居民源及能源生产源等不同 O3 源对 O3 浓度的贡献情况，为客观地掌

握西安市 O3 污染特征提供参考和依据。刘松等研究了 2013 至 2016 年西安市 O3 时空变化特性与影响因

素。吴琳等总结了国内外研究中常用的基于外场观测的臭氧污染成因分析方法，并对其原理、应用情况、

优缺点及适用条件进行了总结及评述，为环境监测资料的深入科学分析提供参考和借鉴。贝耐芳等模拟

分析了交通源对西安地区大气 PM2.5 浓度的影响。李晓配等通过研究气象条件对 2013 年至 2015 年冬季关

中地区空气质量的影响，通过探讨天气形势及气象要素与 PM2.5 的关系，分析气象条件对空气质量的影

响，为关中地区的环境治理提供了有利的参考依据。此外，孙雪等探讨了环境管理强化后南京市 2013 年

至 2016 年大气污染物的时空特征和气象影响。

本期还包括光催化材料对污染物 NOx 催化降解的研究进展。讨论了 NOx 光催化氧化去除机理和半导

体光催化技术在净化空气方面的应用。光催化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级氧化技术，对环境浓度水平的空

气污染物具有良好的去除效果，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光催化技术与其他大气质量控制技术协同作用，也

将逐渐成为光催化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期的出版，是近几年关中地区颗粒污染物和 O3 污染研究的初步结果，为环境治理提供科学参考依

据。希望本期的出版，能让科研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相关科研人员和环保管理人员。最后，非常感谢各位

研究人员的辛勤付出和审稿专家的支持和帮助。

特邀编辑：黄  宇

《地球环境学报》编辑部

2017 年 12 月

Editorial  
社 论J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