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冀气领办 〔2017〕72号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河北省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及

公布办法》的通知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2016年4月,省环境保护厅以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名义印发了 《河北省县 (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及公布办法 (修订稿)》(以下简称 “原办法”),为考核评价

全省各地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深

入贯彻省委、省政府 《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

(冀发 〔2017〕7号),落实省领导关于全省县级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排名的有关要求,充分发挥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及排名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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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用,进一步调动各地克服不利条件、加大工作力度、改善空

气质量的工作积极性,省环境保护厅对原办法进行了再次修订。

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河北省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及公布办法

2.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计算方法及说明

3.修订说明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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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北省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及公布办法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二○一七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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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省委、省政府 《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

见》和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参照国家对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进行排名及公布的做法,制定

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省内11个设区市、168个县级城

市 (含定州、辛集市)环境空气质量的月度、季度、半年和年度

排名。

各设区市对本行政区域内县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排名可参

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条 本办法引用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

2012)、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试行)》 (HJ663-

2013)、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T8170)、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HJ/T193-

2005)、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 (环办 〔2014〕64

号)等文件。

第三条 全省设区市和县级城市 (含定州、辛集市)环境空

气质量排名均依据当地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简称 “综合指

数”)进行排序。

综合指数是指对当地排名时段内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六项污染

物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细

颗粒物)单项指数之和。综合指数保留2位小数,综合指数越大

表明大气污染程度越重 (综合指数计算方法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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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 (简称 “同比变化率”)是指当地排名

时段内综合指数与上年同期综合指数之差与上年同期综合指数之

比,表明综合指数与上年同期的变化幅度。同比变化率以百分数

计,保留2位小数,同比变化率小于0代表改善,等于0代表持

平,大于0代表恶化 (同比变化率计算方法见附件2)。

第四条 全省11个设区市和25个建有国控点位的设区市辖

区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采用经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复核的国控点位

监测数据。国控点位及其监测数据的管理和使用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执行。

第五条 全省143个建有省控点位的县级城市 (含定州、辛

集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采用经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复核的省

控点位监测数据。省控点位及其监测数据的管理和使用按照我省

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各省控点位的监测数据每月有效日不得少于27天

(二月份不得少于25天),所有有效数据均应参加统计。

第七条 当出现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原因造成省控点位监

测数据不满足有效性规定时,由上一级相关部门出具证明材料,

经省环保厅审查确认后,相关时段数据可不用于全省县级城市

(含定州、辛集市)空气质量排名,但要公布该点位监测数据缺

失原因。

第八条 对于因运行维护管理不善造成断电、断网、设备故

障等原因,导致省控点位无法正常采集数据或出现异常值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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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按该点位本季度历史最高值计算后参与排名。

第九条 对于私自变更监测点位、擅自加装过滤设施、故意

断电断网、擅自改变仪器设备参数及状态等人为影响省控点位监

测数据真实性的行为,一经查实,相关时段监测数据按该点位历

史最高值计算后参与排名;同时予以通报,并依据相关规定追究

直接责任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条 全省月度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于次月15日公布,

公布内容包括:

(一)全省11个设区市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按空气质量由好

到差),8个通道城市空气质量平均综合指数,及高于平均指数

和低于平均指数的设区市名单;

(二)全省11个设区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排名

(按同比变化率由小到大);

(三)除去张家口和承德两市所辖27个县 (市、区),全省

141个县 (市、区) (含定州、辛集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

20位县 (市、区)名单 (按空气质量由好到差),全省168个县

(市、区)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四)除去张家口和承德两市所辖27个县 (市、区),全省

141个县 (市、区) (含定州、辛集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

20位县 (市、区)名单 (按空气质量由差到好);

(五)全省168个县 (市、区)(含定州、辛集市)空气质量

较上年同期改善幅度最大的前20位县 (市、区)名单 (按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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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率由小到大),168个县 (市、区)空气质量同比变化率排

名情况;

(六)全省168个县 (市、区)(含定州、辛集市)空气质量

较上年同期变差或改善幅度最小的后20位县 (市、区)名单

(按同比变化率由大到小);

(七)监测数据不满足有效性规定的设区市和县级城市 (含

定州、辛集市)名单及原因。

第十一条 每季度、半年和年度,对全省11个设区市和

168个县级城市 (含定州、辛集市)的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进

行一次汇总,并进行通报。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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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计算方法及说明

一、评价项目选择

评价项目采用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6

项基本项目:二氧化硫 (SO2)、二氧化氮 (NO2)、可吸入颗粒

物 (PM10)、臭氧 (O3)、一氧化碳 (CO)、细颗粒物 (PM2.5)。

二、评价浓度选择

SO2、NO2、PM10、PM2.5的评价浓度为评价时段内各指标

24小时平均浓度的平均值,O3 的评价浓度为评价时段内日最大

8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90百分位数,CO的评价浓度为评价时段

内24小时平均浓度的第95百分位数。

三、单项质量指数计算

指标i的单项质量指数按Ii (式1)计算:

Ii=
Ci
Si

(式1)

式中:Ci———指标i的评价浓度值;

Si———指标i的标准值。

当i为SO2、NO2、PM10及PM2.5时,Si为污染物i的年平

均浓度二级标准限值;当i为O3 时,Si为日最大8小时平均的

二级标准限值;当i为CO时,Si为24小时平均浓度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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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

四、综合指数Isum计算

综合指数计算方法按 (式2)计算:

Isum=Σ
6

i=1
Ii (式2)

式中:Isum———综合指数

Ii———指标i的单项指数,i包括全部六项指标,即

SO2、NO2、PM10、PM2.5、CO和O3。

五、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计算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以百分数计,保留2位小

数。计算公式如下:

R=
I排名时段-I上年同期

I上年同期
×100%

式中:R———综合指数变化率

I排名时段———排名时段综合指数

I上年同期———上年同期综合指数

六、数据有效性规定及说明

(一)各评价项目的数据统计有效性要求按照 《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O3 日最大8小时值的有效性规定为当日8时至24时

至少有14个8小时评价浓度值。

(三)《办法》第七条中 “不可抗拒原因”仅指地震、风暴、

洪水、冰雹等自然灾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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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月的异常数据审核说明须在次月3日前加盖公章上

报。

七、数据修约要求

数据统计结果按照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

定》(GB/T8170)的要求进行修约,浓度单位及保留小数位数

要求见表1。各项指标的小时浓度值作为基础数据单元,使用前

也应进行修约。

表1 指标的浓度单位和保留小数位数要求

指标项目 单  位 保留小数位数

SO2、NO2、PM10、PM2.5、O3 微克/立方米 0

CO 毫克/立方米 1

单项指数、综合指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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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修 订 说 明

对2016年4月印发的 《河北省县 (市、区)环境空气质量

排名及公布办法 (修订稿)》(简称 “原办法”)的修订,主要

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修改排名及公布办法的名称。为了进一步发挥空气质量

排名的激励和鞭策作用,按照省领导要求,对原办法明确的参与

全省空气质量排名的主体范围和公布内容进行拓展,将原办法名

称修改为 《河北省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及公布办法》。

二、增加设区市排名的相关内容。为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

的 “对市县两级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都要进行考核评价”的要求,

全面客观反映市县两级空气质量改善情况,除每月对省内全部县

级城市 (含定州、辛集市)空气质量进行统一排名及公布外,对

全省11个设区市的空气质量也进行分类排名及公布。公布内容

包括11个设区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 (其中,公布8个京津

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综合指数及高于平均指数和低于平均

指数的设区市名单)、11个设区市空气质量同比变化率排名两项

内容。各设区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采用经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审

核的国控点位监测数据,公布日期由原办法确定的每月10日调

整为每月15日。

三、增加参与排名的县级城市 (含定州、辛集市)数量。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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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省领导 “对全省现有168个县级城市 (含定州、辛集市)的空

气质量实施统一排名、统一公布”的要求,将原办法确定的参与

排名的县级城市 (含定州、辛集市)数量,由原先的143个增加

到168个。其中,全省目前25个建有国控点位的设区市辖区空气质

量监测数据,采用经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审核的国控点位监测数据。

四、增加每月公布的县级城市 (含定州、辛集市)各项名单

数量。与增加参与排名的县级城市 (含定州、辛集市)数量相适

应,每月公布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20位县级城市名单、空气

质量相对较差的后20位县级城市名单、空气质量较上年同期改

善幅度最大的前20位县级城市名单和空气质量较上年同期改善

幅度最小或变差幅度最大的后20位县级城市名单。其中,空气

质量相对较好和相对较差的20位县级城市名单,分别为全省

168个县级城市 (含定州、辛集市)中除去张家口和承德两市所

辖27个县级城市之后的141个县级城市 (含定州、辛集市)中

的前后各20位。

五、取消环比变化率排名相关内容。由于一年之中不同月份

之间的气候条件差异较大,任何一地相邻月份之间的空气质量状

况都不具备可比性,故将原办法中涉及公布县级城市 (含定州、

辛集市)综合指数较上月环比变化率的内容删除。

其他内容,暂不做调整。

抄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5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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