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污染大气的元凶 
气污染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规定，是指室外大气中存在着人为造成的污染物

质，主要有颗粒物质、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等 ,颗粒物质是漂浮

在大气中的固体和液体微粒。微粒的直径可以小到不足 0.1 微米，最大的可以超过 500 微米。较

大的颗粒物质可以因重力沉降而离开大气，小的颗粒物质则能在空气中漂留很长时间，甚至可以

随气流环绕全球运动。  

 颗粒物质  
大气中的颗粒物质能散射和吸收阳光，使可见度降低，影响交通，增加汽车与航空事故。颗

粒物质会使云雾增多，影响气候。我国许多城市雾天增多，也是大气污染的后果之一。颗粒物质

在空气潮湿时还会腐蚀金属、玷污建筑物、雕塑品、油漆表面和服装，颗粒物质还会损害电子设

备，原因是它能对电接点发生化学腐蚀和机械作用。  

颗粒物质对植物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粉尘降落到叶片上，能堵塞叶子上的气孔，抑制叶

片的呼吸作用，同时妨碍光合作用，抑制植物生长，还会危及其繁育。  

颗粒物质产生的最大危害是有损人体健康，其中直径在 10 微米左右的最为严重，它们可以直

接深入肺部，在肺泡内沉积，也可以进入血液，输往身体各部。直径在 10 微米以上的，几乎都可

以被鼻毛、呼吸道粘液挡住，不会进入肺泡。许多研究证明，城市颗粒物质浓度越高，死亡率和

发病率也越高，其中呼吸道疾病，特别是气管炎、肺气肿等慢性病，同颗粒物质浓度的关系最为

密切。  

 硫的氧化物  
硫的氧化物是指二氧化硫和三氧化硫。大气中的硫氧化物大部分来自煤和石油的燃烧，其余

来自自然界中的有机物腐化。硫氧化物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刺激人的呼吸系统，吸入后，首先刺

激上呼吸道粘膜表层的迷走神经末稍，引起支气管反射性收缩和痉挛，导致咳嗽和呼气道阻力增

加，接着呼吸道的抵抗力减弱，诱发慢性呼吸道疾病，甚至引起肺水肿和肺心性疾病。如果大气

中同时有颗粒物质存在，颗粒物质吸附了高浓度的硫氧化物、可以进入肺的深部。因此当大气中

同时存在硫氧化物和颗粒物质时其危害程度可增加 3—4 倍。  

 氮氧化物  
造成大气污染的氮氧化物主要是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这些氮氧化物主要是燃料在空气中燃

烧时产生的高温，使空气中的氮气与氧气发生反应，其次是制造硝酸、氮肥等工厂排出的氮氧化

物。  
一氧化氮为无色无臭气体，它在大气中出现的浓度对人体不会产生有害影响，但当它转变成

二氧化氮时，就具有腐蚀性和生理刺激作用，因而有害。当其含量在 100ppm 以上时，几分钟就

能致人和动物死命，吸入浓度为 5 ppm 的二氧化氮，几分钟就能危害呼吸系统。氮氧化物由于参

与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的形成而危害性更大。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是排放量最大的大气污染物之一，它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在空气中燃烧不完全时的产

物。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无臭的窒息性毒气，人们不易察觉其存在，所以危险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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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对人类和动物的毒性作用是由于它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的结合力要比氧气与血红蛋

白的结合力大 200—300 倍。 当大气中存在一定浓度的一氧

化碳时，一氧化碳抢先与血 红蛋白结合成碳氧血红蛋白，

这些血红蛋白就不能再与氧 结合，因而降低血红蛋白输送

氧气的能力，减少对体内细 胞的氧气供应，从而造成体内

缺氧。另外，一氧化碳还会 减慢氧合血红蛋白的解离过

程，所以血液中即使载有几 倍于身体所需的氧气，因不能

释放出来而发生缺氧症。一 氧化碳对支配肌肉运动的神经

末稍会起麻痹的作用，因此 中毒初期，尽管患者心里明白，

但手足已不听使唤，要想采取自救措施（如开门窗、逃离现场）已不可能，所以它的危险性更大。 
冬季若门窗紧闭，在室内用煤炉取暖或用燃气热水器洗澡，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万

一发生一氧化碳中毒，首先应将中毒者抬到空气新鲜的地方，若呼吸停止而心脏尚在跳动应立即

进行人工呼吸，并送医院急救。  

 碳氢化合物  
碳 氢 化 合 物 是 指 只 含 碳 和 氢 的 化 合

物。大气中的碳氢化合物一部分来自有机

物的腐烂。污染大气的碳氢化合物主要是

由于广泛应用石油、天然气作为燃料和工

业原料而造成的。在城市里，有一半以上

的碳氢化物是由车辆排出的。其次是石油

化工生产和以石油作溶剂的油漆、涂料、

油墨等在制造和使用过碳氢化合物蒸发逸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