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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青奥会赛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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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The Youth Olympic Games),简称“青奥会”，它与奥

运会相同，四年一届，分为冬季青奥会和夏季青奥会，首届青奥会2010年在新

加坡举办，南京青奥会是第二届。 

 青奥会与奥运会相比，更加重视青年人的文化和教育活动组织，借助青奥平台，

吸引更多人积极参与以世界青年为主体的体育竞赛和文化教育活动，感受来自

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目  录 青奥会赛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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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2014年夏季青奥会于2014年8月16日至28日举行，有世界205个国家/地

区，3800多名运动员参会，共设28个大项，216个小项目。 

 青奥会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重要体育赛事 

 为申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打下基础 

 



目  录 青奥环境保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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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实现“绿色青奥”办会目标的承诺，青奥期间，制定了青奥环境保障

总体目标，即全市环境质量稳定，不发生重大环境安全事件，具体目标为： 

1、空气环境质量达标—PM10、PM2.5、O3、NO2等主要指标日均值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2、水环境质量达标——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优良；比赛场馆及住地

周边水体达到景观标准；城市主要水体感官良好。 

3、声环境质量达标—场馆及住地周边区域达到噪声功能区标准；生产和生活噪声

得到有效控制。 

4、确保环境安全—落实风险防范措施，有效管控环境风险，不发生较大以上环境

安全事件。 



目  录 夏季环境空气质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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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 

 启用空气质量新标准之后，臭氧成为影响夏季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 

PM2.5 

 较高浓度的臭氧，使大气的氧化性增强，也有利于PM2.5的形成，在某种程度

上，它和PM2.5有着共同的源。 

不利气象条件： 

 太阳辐射较强、温度高为光化学反应提供了良好条件，易造成O3超标。 

 夏季降水较多，高湿的环境有利于二次气溶胶液相反应 

 夏季台风较多，登陆前的外围下沉气流以及登陆后减弱的低压环流的易造成

空气质量超标； 

空气质量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但是预测8月份气候条件的不确定性相当大

大。。。？ 

 

 



目  录 2014年上半年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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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上半年南京空气质量相对较差,尤其是O3超标问题突出,PM2.5居

高不下，在长三角区域范围内，南京空气质量形势相对严峻。 

5、6月份污染较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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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监测保障 

       4、信息发布 

1        工作背景 



目  录 保障措施—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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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实施“三省一市”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南京及其周边共

23个城市联动保障青奥环境质量 

省级层面：在江苏省南京青奥会环保工作小组指导下，各省辖市成

立市级青奥会环保工作小组，挂钩任务与责任，推进措施的落实。 

市级层面：各区（园区）、部门积极协作、相互配合，由环保局牵

头形成了全市青奥环境保障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办公室会议 

加强区域协作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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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保障方案 

    为确保青奥会环境质量全面达

标，2014年2月，根据市委常委会集

体调研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有

关精神，编制了《2014年南京青奥

环境保障临时管控方案》。 

    2014年6月，根据国家青奥环境

保障的总体部署，针对青奥期间大

气环境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未雨

绸缪，编制了《2014年青奥会南京

空气环境质量保障加强方案》。 

保障措施—组织保障 



目  录 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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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管控保障—工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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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工业污染源刚性管控。各区（园区）自我加压，将实施停产限产

的企业范围扩到632家。市政府主要领导3次约谈石化、钢铁、热电等11家

重点企业。各重点管控企业均严格落实了限产和停产要求。 

     



目  录 钢铁+电力行业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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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行业通过使用硫分0.7%以下低硫煤，主要电厂限电15%以上等措施，主

要污染物减排20%以上。 

 钢铁行业通过主要钢铁企业外购烧结矿，停用部分烧结机，降低20%以上生

产负荷等措施，主要污染物减排30%左右。 



目  录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管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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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奥会期间，为减少长江码头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海事部门每天对

长江码头船舶进行巡查，确保油船作业全部停止，并对存在的作业

完成未及时离港的船舶进行疏导，严格禁止过往船舶停靠长江南京

段。 

 在油气挥发性有机物管控方面，相关责任部门对储油库、加油站、

油罐车进行了联合检查，确保油气回收治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者一

律停止使用，主城内的储油库和加油站在日间禁止从事装卸油作业。 

 此外，严格落实了大型石化、汽车喷涂、印刷、家具制造等企业生

产过程中无组织有机气体排放的监管。 



目  录 机动车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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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奥会期间，对工地施工运输车辆全部实施

停运，合计停运柴油车6277辆，其中渣土运

输车3490辆、五小运输车733辆、混凝土运输

车2054辆 

 实施第六阶段黄标车限行，停运机关事业单

位30%财政供养车辆，浙江、安徽和上海市即

“两省一市”高污染车辆限制进入，交通管

控力度进一步加大，车速明显提升。 



目  录 工地+道路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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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工地扬尘管控。共计2630家工地全面停工。 

 严格道路扬尘管控。对全市主次干道和保障线路进行逐条、反复清洗，

确保路面无积尘、见本色。 



目  录 监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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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现有监测网络体系，在三个比赛场馆附近分别增设3辆流动车，服务青奥，

提升形象。 



目  录 监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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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综合观测体系 



目  录 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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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质量实时报及日报：以中、英、法等多国语言在南京市环保局官网和青

奥会官网同步发布； 

 IOC报告：每日6点前将前一天南京建成区以及场馆所在地的空气质量状况中

英文报告发送给国际奥体匹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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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奥会空气质量预测预报 



目  录 发展历程 

1. 2001年6月5日，按照国家要求，南京正式开展

空气质量预报工作，采用多元回归统计模式方法，

进行API指数及三项污染物的24小时预报。 

2. 在2000年起，联合南大、南气院及省气科所立

项开展《南京市空气污染数值预报方法的研究》，

但受到计算机硬件、资金支持、污染源清单及与气

象数据获取等限制，研究成果未实现业务化运行。 

 

 



目  录 挑战与机遇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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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1）国家实施新标准之后，增加了新的三项污染物，预测预报重新处

于起步摸索阶段 

（2）随着国家“大气国十条”的颁布，为应该重污染天气，公众以及

政府对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的紧迫性和要求越来越高。 

机遇： 

   近年来，在多项科研支撑下，与市气象台、南大大气科学学院及环

境学院合作，系统开展了源清单、空气质量数值/集合预报技术及预报

产品集成等研究及建设工作。  



目  录 青奥会预测预报工作—数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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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家科技部《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技术集成与应用》这一重大专项课题，联合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院、环境学院，建立了多模式结合的空气质量集合预报系统 

 



四层嵌套预报区域 

集合预报系统 



模式设置 

 网格中心经纬度： latitude 32.0，longitude118.0 

 地图投影：Lambert 

 水平网格: 4层区域嵌套 

 DOMAIN1: 88*75, 81km 

 DOMAIN2: 85*70, 27km 

 DOMAIN3: 70*64, 9 km 

 DOMAIN4: 55*61, 3 km 

 垂直方向: 24 sigma level   模式顶100hpa 

 人为源排放: 全国2010 + 长三角2010+南京2012 

 

集合预报系统 



目  录 集合预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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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源反演技术：通过模式和观测资料改进污染源排放清单 

 数据同化技术：利用卫星遥感和地面观测资料改近初始场 

 模式输出统计技术(MOS)：将模式结果和观测结果结合 

 

模式输出再统计(MOS)技术 数据同化前后各变量的月平均
RMSE的比较 



模式输出 

集合预报系统输出 



目  录 综合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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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预报，说到底要靠人！ 

1、分析前期空气质量状况，结合特征因子的变化情况，弄清本地污染特征。 



目  录 综合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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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区域污染变化和输送情况，同时利用多方会商，了解区域未来空气质量

变化趋势 



目  录 综合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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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需求精细化的环境气象预报产品，青奥期间，利用光

纤网络专线与气象部门进行实时数据共享传输 



目  录 综合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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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数值预报产品的应用与解读，分析变化趋势，结合各模式之间的差异，综合
判断。 



目  录 青奥会预测预报—联合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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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奥期间，每日下午2点，在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参加包括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预报中心、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江苏省气象台、江苏省环境监测中

心在内的五方空气质量预报团队，每日对未来3天南京及其周边区域空气质量级别范

围及变化趋势进行现场会商。 



目  录 专家会商 

     青奥期间，每日上午9点，保障中心邀请了国内著名的环境领域的专

家对空气环境保障每日进行保障会商，会商流程如下： 

江苏省环保厅 

• 汇报全省及
周边城市重
点源在线情
况及管控措
施督察情况 

南京市环保局
相关部门 

• 汇报全市大
气重点源在
线监控、主
要路段机动
车流量情况 

南京市气象局 

• 汇报过去三
天天气实况
以及对未来
72小时天气
形势以及各
气象要素预
测情况 

江苏省环境监
测中心站 

• 汇报长三角
区域空气质
量情况、区
域污染过程
分析以及区
域未来空气
质量预测 

南京市环境监
测中心站 

• 汇报本市环
境空气质量
情况以及未
来72小时空
气质量预报
结果 



目  录 专家会商 

    各方汇报后，经专家会商，形成会商报告 

  青奥期间，经专家会商，共启动4次应急

管控措施：8月11日—13日、8月15日—16日

（开幕式期间）、8月20日—24日、8月25

日—28日（闭幕式期间） 

  



目  录 预测预报效果检验 

35 2015-3-23 

 

    青奥赛事期间预报结果检验显示，空气质量预报准确性总体较好，个别

天数预测等级较实际情况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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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青奥空气评估—不利气象条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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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日照时数距平 8月降水距平 

      平均气温较常年显著偏低，为历史第三低值；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4成；

平均日照时数较常年同期偏少4成，为历史同期最少值。 

    温度低、降水多、日照短这些不利气象条件易促使大气气溶胶二次粒子（硫酸

盐和硝酸盐）的形成，但严格的管控措施，保证了空气质量达标。 

8月气温距平 



目  录 青奥空气保障成效—空气质量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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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空气质量优良29天，其中优秀9天。优秀天数明显多于2012和

2013年，环比7月优良多12天，优秀多7天，青奥会赛事期间（8月16～28日），

南京市建成区空气质量均为优良。 



目  录 主要污染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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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污染物浓度下降明显 

2014年8月份，六项主要污染物月均浓度同比近3年及环比7月，均有所下降，

其中降尘、PM10和O3下降幅度最大 

项目 8月均值 同比2012 同比2013 环比7月 

SO2 13 -48.0% -51.9% -18.8% 

NO2 34 -12.8% -5.6% -15.0% 

PM10 58 -31.8% -30.1% -37.0% 

PM2.5 42 -27.6% 0.0% -35.4% 

CO（mg/m3） 0.78 -1.3% -7.1% -7.1% 

O3日最大8小时 62 -37.4% -33.3% -50.4% 

降尘量（t） 5.4 -38.9% -15.8% -17.4% 



目  录 青奥期间各污染物贡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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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青奥会期间，6项污染物中，对综合指数的贡献最大的

是PM2.5，其余依次为NO2、PM10、O3、CO和SO2 



目  录 与周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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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优于省内及周边城市 

 青奥会赛期南京平均AQI为58，同比2012年和2013年分别降低9.4%和21.6%。 

 2014年8月份，在江苏省13个省辖市中，南京平均AQI指数最低，呈漏斗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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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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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思考 

（1）成功实现“绿色青奥”保障目标。赛会期间空气质量达到优良水

平，未出现污染天气 

（2）青奥期间气象条件明显异于往年，低温、高湿是造成气溶胶二次

粒子的生成与转化的主要原因，青奥期间克服不利气象条件影响，

各项污染物均达标。 

（3）青奥期间几次污染过程主要以本地积累为主。区域污染特征显著。

青奥期间共启动4次应急管控措施，在强有力的管控措施下，有效

的缓解了PM2.5增长的速度与幅度，PM2.5小时浓度虽然有短暂的超

标，但全天均值均达标。 

（4）专家会商、预测预报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给管理部门提供了有效

的决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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