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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贵州省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和《贵州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生态

环境，保护人民健康，制定本文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 

本文件为全文强制。 

本文件由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孟凡丽、冯培松、赵馨、肖劲松、李道静、宋振立、杨梅、张琳、

周思、黄绍洁、刘霄、邓文俊、赵书晗、党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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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降尘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境空气降尘限值、取值时间、监测方法、数据统计的有效性规定及实施

与监督范围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环境空气质量

降尘的评价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5265  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 

HJ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 

3.1 

环境空气  ambient air  

人群、植物、动物和建筑物所暴露的室外空气。 

3.2 

降尘  dustfall 

在环境条件下，靠重力自然沉降的颗粒物。 

3.3 

降尘量  dustfall content 

空气中可沉降的颗粒物，沉降在装有乙二醇水溶液做收集液的降尘缸内，经过蒸发、干

燥、称重后，计算出降尘的质量，单位为：t/（km2·30d）。 

3.4 

月值  monthly value 

一个日历月内各日降尘量的总值。 

3.5 

年平均月值  annual average monthly value 

一个日历年内各月值的算术平均值。 

4 环境空气降尘质量要求 

环境空气质量降尘应符合表 1 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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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境空气降尘量限值 

污染项目 取值时间 标准限值 单位 

降尘 
月值或 

年平均月值 
5.5 t/（km2·30d） 

5  监测 

5.1  监测点位布设 

降尘监测点位的设置应按照 HJ664 中要求执行。 

5.2  样品采集 

降尘监测中的采样环境、采样高度及采样频次等要求应按照 HJ194 的要求执行。 

5.3  分析方法 

降尘量的分析应按照 GB/T 15265 的规定执行。 

6  数据统计的有效性规定 

6.1  月值 

每月至少有 75%以上的监测点有 30±2d 的实测值（监测点总数量小于 3 个时，不低于

50%）。 

6.2  年平均月值 

对当年有效月值进行算数平均，每年至少有 11个月值。 

7  监督与实施 

本文件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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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意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蓝天保卫战的获得感，根据《贵州

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 年 9 月）和《贵州省关于构建现代环

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意见》（2020 年 7 月）对降尘的相关要求，贵州省生态环境

厅组织实施了《环境空气质量降尘标准》制定工作，标准的制定由贵州省环境科

学研究设计院承担。 

1.2 工作过程 

2020 年 1 月-2 月，项目承担单位接受项目任务后，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就

调研方案以及标准思路进行一系列的研讨，制定详细的标准编制计划与任务分

工。 

2020 年 3 月-6 月，开展文献调研，对国内“降尘”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进行分析研究，收集国内外关于“降尘”的文献资料，分类归纳。 

2020 年 7 月-2021 年 4 月，收集贵州省 2009-2020 年的大气污染省控监控点

的降尘监测数据（5811 个），并对 9 个市（州）18 个区县进行降尘调研。 

2021 年 5 月，对已有资料进行深入对比分析，编制完成《环境空气质量降

尘标准和编制说明（初稿）》，征求相关专家意见，并修改完善，完成《环境空

气质量降尘标准（征求意见稿）》。 

1.3 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主要起草人及分工情况详见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分工情况 

序号 姓名 职称 职责分工 

1 孟凡丽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总体负责、协调，报告编制 

2 冯培松 高级工程师 项目技术负责人、降尘布点和实验、数据分析，报告编制 

3 赵  馨 工  程  师 资料收集，数据分析，报告编制 

4 肖劲松 高级工程师 降尘布点、降尘调研、资料收集，数据分析，报告编制 

5 李道静 高级工程师 企业调研，数据分析，报告编制 

6 宋振立 工  程  师 资料收集，数据分析 

7 杨  梅 高级工程师 资料收集，数据分析 

8 张  琳 高级工程师 资料收集，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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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称 职责分工 

9 周  思 高级工程师 资料收集，数据分析 

10 黄绍洁 高级工程师 资料收集，数据分析 

11 刘  霄 工  程  师 资料收集，数据分析 

12 邓文俊 工  程  师 资料收集，数据分析 

13 赵书晗 工  程  师 资料收集，数据分析 

14 党安志 工  程  师 资料收集，数据分析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2.1 满足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需要 

近年来，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保持优良。2020 年，贵州省 9 个中心城市与

88 个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9 个中心城区 AQI 优良天数比例平均值为 99.2%，全省 88 个县（市、

区）AQI 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 99.4%；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中，贵阳市空气

质量排名第 8 名，在全国省会城市中，贵阳市空气质量排名第 4 名，但贵阳市

和全省的降尘量却明显高于相同环境空气质量其他省份的降尘量。根据《贵州

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对重点区域进行降尘考核要求，2018 年、

-2020 年全省仍有 14%以上的县（市、区）降尘值不能满足考核标准的情况，

降低了人民群众对蓝天保卫战成果的获得感。 

制定全省环境空气质量降尘标准，有利于深入推进降尘防控治理工作，有效

提高降尘的管理水平，为减少污染天数、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增强人民的幸福感

和蓝天保卫战的获得感做出积极贡献。 

2.2 落实国家和省有关要求的需要 

为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国家及我省出台了大量文件，对降尘量提出了具

体要求。 

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 号）中提出“对

重点区域实施降尘考核”。 

按照《贵州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黔府发〔2018〕26 号）中

提出关于降尘量的相关内容：实施重点区域降尘考核。六盘水、安顺、毕节 3

个城市平均降尘量不得高于 8 吨/月·平方千米，贵阳、遵义、铜仁、仁怀 4 个城

市平均降尘量不得高于 6 吨/月·平方千米，都匀、凯里、兴义 3 个城市平均降尘

量不得高于 5 吨/月·平方千米。小于 5 吨/月·平方千米的重点区域不得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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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考核区域未覆盖全省范围，为进一步

降低我省环境空气中的降尘量，制定我省环境空气质量降尘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2.3 完善省级生态环境标准体系的需要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环境法规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

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现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和《防治城

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等标准及规范均未涉及降尘指标和限值，

结合目前全省降尘现状和人民群众生活环境需求，制定《环境空气质量降尘标

准》，可进一步完善我省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对适应新时期生态环境管理需

求有重要意义。 

3 国内外降尘标准调研 

3.1 国外标准 

目前，各国家（地区）推荐的降尘评价标准多是针对年均值或月均值，部分

国家（地区）一般将标准值从居民感受的角度划分为 2~3 个级别。各国家（地区）

标准值之间有一定的差距，这与当地降尘量水平以及居民对降尘污染的主观感受

均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区的降尘标准值主要集中在 4.0 t/

（km2·30d）和 10.0 t/（km2·30d）左右，分别代表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少地区的降

尘量水平和城市区域的中等降尘量水平，也即代表了宜人的环境和不可接受的质

量变差的降尘量水平，详见表 2。 

表 2 部分国家（地区）降尘评价标准    t/(km2·30d) 

国家（地区） 标准类别描述 标准限值 

美国 

华盛顿州 居住区标准 5.6 

肯塔基州 年均值 5.9 

马里兰州 年平均 5.5 

怀俄明州 月平均 5.1 

德国 

可能污染 10.5 

很可能污染 19.5 

澳大利亚 

破坏宜人的环境 4.0 

不可接受的质量变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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