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大、改
善范围广

空气质量是污染防治攻坚战最

直接、最普惠的指标。

2024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浓度为29.3微克/立方米，同

比 下 降 2.7%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7.2%，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重度

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0.9%，同比

下降0.7个百分点。“3项约束性指标

均优于年度目标。”李天威介绍，北

京市 PM2.5 浓度为 30.5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6.2%，连续4年稳定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优良天数为 290

天，同比增加19天。

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大、改善范

围广。京津冀地区 PM2.5 浓度同比

下降3.4%，天山北坡城市群、成渝地

区、汾渭平原、长江中游城市群、长

三角地区PM2.5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13.4%、10.8%、4.8%、4.4%、0.9%。

“以上区域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经

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 52%、39%和

57%，在稳增长任务十分繁重的形势

下，改善局面来之不易。”李天威说。

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取得初

步 成 效 。与 2019 年 相 比 ，全 国

PM2.5浓度下降19.4%，臭氧浓度下

降 2.7%，且连续 3 年稳定在 144—

145 微克/立方米，2015 年以来，臭

氧上升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近3年臭

氧浓度整体基本稳定。

人努力、“天帮忙”。2024 年，极

端气象条件影响显著降低，沙尘天

气大幅减少，由沙尘导致的优良天

数比例损失为1.9个百分点，明显低

于 2023 年的 3.3 个百分点；极端高

温天气引发的臭氧超标导致的优良

天数比例损失不到0.2个百分点。

统筹大气污染防治和“双
碳”目标，一体谋划、一体推进

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呈

现显著的同根同源性，降碳和减污

核心都是解决高碳的能源结构、高

能耗的产业结构和高排放的交通运

输结构问题。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统筹大气

污染防治和“双碳”目标要求，将污

染防治攻坚的标志性战役任务措施

和降碳措施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协

同减排。

李天威介绍，2024年，生态环境

部系统推进大气环境质量管理，推

动落实《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

划》，持续深化重点领域行业治理减

排，全年完成散煤治理200万户，累

计达4100万户；推动完成钢铁行业

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1.3亿吨，实现

全国80%以上产能全流程或重点工

程超低排放改造；累计淘汰高排放

车辆近5000万辆。

同时，全面加强重污染天气应

对和区域联防联控。完成新一轮重

污染应急预案修订，优化预警分级

标准；推动应急减排清单涉气企业

全覆盖，2024 年共纳入企业 76 万

家，比2022年增加近1倍；深化重点

行业绩效分级，2024 年绩效A 级和

绩效引领级的企业有 2754 家，比

2022年增加46%。

“十四五”以来，我国大气污染

防治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移动源的

影响日益凸显。

“从排放总量看，移动源是我国

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来源，排放

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分别占

全国总量的60%和24%左右。”李天

威说，生态环境部始终将柴油货车

污染治理作为空气质量改善的重

点，在“十四五”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增长 17%、工程机械保有量增长

14%的形势下，移动源氮氧化物排放

量下降15%。

李天威表示，生态环境部将加

快移动源标准的制修订，研究制定

轻型车、重型车国七标准；强化机动

车排放监管，加快淘汰国四及以下

的货车，严格整治国五货车超标问

题，强化国六货车智慧化监管，加快

推进新能源重卡替代应用，持续开

展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

专项整治；推动非道路移动机械综

合治理；持续推进大宗货物清洁运

输，推进火电、钢铁、煤炭、焦化、有

色、水泥等重点行业大宗货物的清

洁运输，推动大宗货物长距离运输

公转铁、公转水。

协同控制PM2.5和臭氧
污染，大力推动治污减排，科学
精准应对重污染天气

“从大气污染形势看，结构性、

根源性、趋势性压力依然突出，产业

结构高耗能、高排放特征依然突出，

能源消费仍将刚性增长。同时，大气

污染进入深水区，主要大气污染物

协同减排难度大，超标排放、低效失

效等问题依然突出，完成‘十四五’

目标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和挑战。”

李天威说。

“客观条件不利，人就要更加努

力。”李天威表示，今年要重点抓好3

件事：一是大力推动治污减排。指导

地方加快实施落后产能退出，重点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清洁取暖、移动

源防治等工作，持续深化重点行业

绩效分级，强化面源污染治理，真正

把减排量拿到手，从根本上减少污

染物排放。

二是科学精准应对重污染天

气。不断提升预测预报能力，精准、

科学、依法应对长时间大范围重污

染天气，真正做到污染“削峰降速”；

完善应急减排清单，实现涉气企业

应纳尽纳、动态更新，防止“体外循

环”；做到应急减排应减尽减、精准

落地，杜绝“数字减排”。

三是协同控制PM2.5和臭氧污

染，指导重点城市围绕这两者共同

的前体物，也就是氮氧化物和挥发

性有机物，实施协同减排，确保完成

“十四五”目标任务。

李天威表示，关于“十五五”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和空气质量改善目

标任务，目前处在研究阶段，“总体

看，有3方面基本考虑：一是在工作

思路上，锚定美丽中国建设要求，加

大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力度，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二是在目标指标上，重点关注对健

康影响最大的 PM2.5 和重污染天

气，并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相衔接。

三是在重点举措上，突出标准引领、

制度创新和综合施策，更好发挥有

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加大源头

减排、结构减排、碳污协同减排和科

技减排的力度。”

人努力、“天帮忙”，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蓝天不是等来的，而是拼出来的”
◎人民日报记者 寇江泽

气候智慧林业：致力缓解全球变暖进程
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背

景下，森林作为地球的“绿色肺叶”，

能够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减缓

全球变暖的步伐。然而，近年来，极

端气候事件，如干旱、火灾和病虫害

等频繁发生，严重威胁着森林的健

康与稳定。如何在充分发挥森林碳

汇功能的同时，保证其健康与可持

续发展？气候智慧林业正成为应对

这一挑战的新方案。

气候智慧林业是一个新兴的概

念，旨在通过科学管理与技术创新，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前

沿技术，构建起更加科学高效的森

林管理和决策体系，从而实现对气

候变化的适应与减缓。不久前，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

生态研究所所长朱教君团队发表在

《林业研究（英文）》的文章，深入探

讨了气候智慧林业的最新进展与实

践案例，为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描

绘了蓝图。

核心在于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的

韧性

朱教君团队认为，气候智慧林

业的核心在于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的

韧性，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气候变

化，提升其碳汇功能。

传统的森林管理方法往往依赖

于经验和历史数据，而气候智慧林

业则引入了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大

数据和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实现了

对森林动态的实时监测和潜在风险

的精准预测。这不仅增强了森林的

韧性，还优化了其碳汇功能，推动了

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朱教君团队介绍，气候智慧林业

从数据采集与监测、分析和决策支持

三个方面改变传统研究范式；在人工

智能技术的加持下，为森林管理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精准度和效率。

在数据采集与监测方面，卫星

遥感、无人机激光雷达和物联网传

感器等技术的应用，使得森林监测

变得更加精准和高效。例如，通过激

光点云数据，研究人员可以精确获

取每一株树的高度、冠层结构等信

息，从而大幅提升了对森林蓄积量

和碳储量的估测效率与准确性。

在数据分析方面，人工智能算

法能够分析海量的监测数据并获取

知识，采用数字孪生技术实时展示

森林状态，并预测森林的未来变化

趋势。这些预测结果为森林管理者

提供了科学依据，使他们能够提前

采取应对措施，有效预防火灾、病虫

害等潜在风险。

在决策支持方面，基于人工智

能的决策支持系统能够为森林管理

者提供优化方案。无论是选择造林

树种、制定管理策略，还是模拟不同

管理方案的效果，系统都能够提供

科学、精准的建议，减少试错率，帮

助管理者作出最佳决策。

相关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显

著进展

朱教君团队调研发现，欧洲多

国已经开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

森林管理策略，以应对气候变化的

挑战；美国也开发了基于人工智能

的森林火灾预测系统，显著提升了

火灾预警的准确性。

在我国，气候智慧林业的实践

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例如，辽宁清原

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分析等手段，实时感知和记录森

林微气象环境、植被光合作用和碳

水循环过程，为优化森林管理提供

了宝贵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尽管气候智慧林业展现了巨大

潜力，但其推广和应用仍面临一些

挑战。团队认为，数据质量、技术成

本以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平衡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解决。

“我们未来的研究将更加注重多

学科交叉，结合生态学、气象学、计算

机科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为气候智

慧林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支持。”朱教

君说，相信未来气候智慧林业将成为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解决方案

之一，为保护地球的“绿色肺叶”、实

现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森林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

要“武器”，而气候智慧林业则为这

把“武器”注入了新活力。“在‘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加持

下，气候智慧林业将在发展基于自

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和森林管理决策

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朱教

君说。

转载自《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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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者，吉也。我国古代就有正

月里互赠柑橘的习俗，寓意新的一

年大吉大利，元宵节也有水上放橘

灯的传统。

其实，柑橘类水果远不止柑和

橘。柑橘包括橘、柚、香橼、柑、柠檬

等栽培类型，以及枳、酸橙、宜昌橙

等野生类型。在这些类型中，橘、柚、

香橼3个基本种之间产生了丰富的

种间杂交种，从而形成了非常复杂

的遗传关系。这些柑橘，都是亲戚。

具有杂交特点的柑橘已经有9

代历史。第一至三代是在自然界发

生的天然杂交。如第一代柑橘是柚

和橘杂交产生的酸橙；第二代柑橘

包括酸橙和橘杂交产生的甜橙、酸

橙和香橼杂交产生的柠檬等；第三

代柑橘杂交类型更丰富，如柚和甜

橙杂交产生的葡萄柚、橘和甜橙杂

交产生的地方杂柑等。

柑橘基本种和前3代杂交种在

我国一些史书中有记载。如南宋

《橘录》是我国最早的关于柑橘的

专著，记录了“柑”8种、“橘”14种、

“橙”5种。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关于

柑和橘的命名和分类，流传至今的

很多说法并不科学。如椪柑应该是

橘，并不是柑；温州蜜橘并不是橘，

而是柑……

第四代柑橘处在人工杂交和

自然杂交的过渡期，第四代之后是

人工杂交。如沃柑是柑橘第四代杂

交得来的，在我国广西、云南等地

有种植结果。

第五代柑橘到第八代柑橘主

要分为日系、美系两大类型以及中

国的杂交种。日系杂交种多以清见

橘橙为中间亲本，产生了系列薄

皮、无籽、风味浓的优良品种，但对

栽培技术水平要求高；美系杂交种

主要与葡萄柚和甜橙有关系；中国

杂交种主要基于我国地方品种的

改良而来，如早熟品种金秋砂糖

橘。柑橘第一至三代杂交进程较

慢，每代时间至少是几百年，从第

四代到第九代，杂交进程加快，一

共只有100年左右。

除杂交之外，柑橘 60%以上的

品种依赖于自然界发生的芽变，即

由于体细胞的遗传变异导致一棵

树的芽或者枝条发生明显表型变

异。如甜橙等属于容易芽变的类

型。甜橙的芽变形成了丰富的品种

群，在成熟期、酸味、香味、色泽、果

实性状等方面有所不同。

柑橘属的起源被认为主要在

我国南方地区，南岭山脉有丰富的

野生橘群体。在野生橘到栽培橘的

过程中，柑橘“家族”不断壮大，一

些品种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

易和文化交流传播到世界各地。

转载自《人民日报》

把 自 然 给 你 听讲
柑、橘、橙、柚，都是亲戚

◎徐强

柑橘包括橘、柚、香橼、柑、
柠檬等栽培类型，以及枳、酸
橙、宜昌橙等野生类型。具有杂
交特点的柑橘已经有9代历史

“普法+执法+共治”三链协同

德格县织密河道生态防护网
为深化河道生态环境保护，全

面提升全域水环境质量。2 月 26

日，德格生态环境局联合县住建

局、水利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

跨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通过普

法宣传、责任压实、执法警示等举

措，推动河道生态环境治理提质增

效，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

强化普法宣传，压实主体责

任。行动中，联合执法组以“宣传+

监管”双管齐下，对沿河重点商户

开展全覆盖走访，累计检查餐饮、

农贸市场等商户 26 家，现场签订

《河道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书》26份，

发放《河道环境保护告知单》30 余

份。执法人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

律法规，重点宣讲禁止向河道倾倒

垃圾、污水违规排放、固废非法处

置等规定，明确向河道倾倒垃圾最

高可处 5 万元罚款等法律后果，切

实增强商户环保意识和法治观念。

明确法律红线，形成震慑效

应。针对以往河道乱倒垃圾、污水

偷排等突出问题，执法组通过典型

案例剖析、处罚标准公示等方式，

警示商户严守法律底线。行动中，

对存在环境隐患的商户采取首次

警告，二次启动立案调查程序，以

“零容忍”态度强化执法刚性，形成

有力震慑。

部门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

力。此次行动充分发挥多部门职能

优势，县生态环境局牵头水质监测

与污染溯源，县住建局强化排污管

网排查，水利局落实河道清淤及岸

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局规范商户

经营行为，形成“源头管控、过程监

管、末端治理”的全链条监管模式。

通过信息共享、联合惩戒等机制，

有效破解单一部门执法难题，提升

综合治理效能。

此次联合行动是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

践，为该县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德格县

各相关部门将持续深化协作，以

更高标准、更严举措守护河道生

态安全，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

德格生态环境局供稿

“蓝天不是等来的，而是拼

出来的。”2月24日，生态环境

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大气

环境司司长李天威说，2024

年，蓝天保卫战决心不移、方向

不变、力度不减，大气污染防治

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李天威表示，今年将坚持

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突出环

境空气质量管理，全面推进产

业、能源、交通三大结构绿色低

碳转型，全力完成“十四五”空

气质量目标，高质量实现“十四

五”收官。

守护旗舰物种万物和谐共生

我国大熊猫、雪豹等
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增长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

胡璐）据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

说，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政策法

规体系，增加资金投入，统筹推进

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旗舰物种种

群数量持续保持增长态势，栖息繁

衍环境稳步改善。

根据最新监测结果，大熊猫野外

种群总量由20世纪80年代约1100

只增长至近 1900 只，雪豹恢复至

1200多只，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

由2017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

初的27只、42只增长至70只、80只

左右，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由

40年前仅存2群、不足10只增长至7

群、42只，朱鹮由发现之初的7只增

长至7000余只，亚洲象野外种群由

150余头增长至300多头，藏羚羊野

外种群恢复至30多万只。

在野生植物方面，野生攀枝花

苏铁增长至38.9万株，成为欧亚大

陆自然分布纬度最北、海拔最高、

面积最大、株数最多、分布最集中

的天然苏铁群落。德保苏铁、杏黄

兜兰、报春苣苔、猪血木等206种濒

危植物实现了野外回归，华盖木、

云南蓝果树等多个物种得到有效

保护恢复。华盖木由6株增长至1.5

万多株，被发现时仅存 3 株的百山

祖冷杉已野外回归 4000 余株，被

发现时仅存1株的普陀鹅耳枥已野

外回归4000余株，人工苗数万株。

这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

家林草局将结合编制“十五五”规

划，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规划专题

研究，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

国家植物园体系及旗舰物种保护

研究中心体系建设，完善野生动植

物及重要栖息地和鸟类迁飞通道

保护监测体系，强化野生动物收容

救护网络、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

监测防控网络建设，全面提升野生

动植物保护能力和水平，推动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