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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和工作过程 

1.1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1.1.1 开展建筑施工颗粒物防治与管理的需要 

大气污染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目前建筑施工扬尘、道路

扬尘等扬尘源仍是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浙江、江苏和上海均颁布了

建筑施工扬尘监测与监管的相关管理要求。浙江、江苏和上海均颁布了建筑施

工扬尘监测与监管的相关管理要求。上海市自 2011 年开始开展建筑施工扬尘在

线监测研究工作，2012 年起开展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试点，2015 年上海市

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推进建筑工地安装噪声扬尘在线监测系统的

通知》沪建管〔2015〕23 号，全面推广扬尘在线监测设施的安装。2019 年四季

度统计上海市在建工地数量 6692 个，已接入上海市扬尘在线监测平台的扬尘在

线监测设备有 2898 套。2017 年浙江省发布关于印发《浙江省建筑工地施工扬

尘控制导则》的通知，目前，杭州每年在建工地约 4000 个，已接入杭州城市扬

尘在线监测平台的扬尘在线监测设备有 971 套。嘉兴市在建工地约 1800 个。

2018 年，江苏省印发《江苏省数字工地智慧安监试点建设实施方案》，扬尘监

测及自动降尘是智慧工地建设五大重要内容之一。在南京市 24 个项目试点示范

应用；江苏省人民政府为防治大气颗粒物污染，着重解决以细颗粒物为重点的

大气污染问题，发布了《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大气颗粒物污染

防治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91 号）。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了江苏省建筑

工地施工扬尘治理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工地施工扬尘治理工作的

通知》、《江苏省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标准》(DGJ32/J203-2016)。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和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了《江苏省港口粉尘在线监测数据应用指南》、《江苏

省港口粉尘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实施方案》、《江苏省港口粉尘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和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了《江苏省交通建设工程

工地扬尘污染防治行动方案》。江苏省要求所有在建工地按照标准安装扬尘在线

监测系统，在线监测系统由实时在线监测系统、视频系统、数据显示分析系

统、预警控制系统、喷淋系统、无线传输系统、太阳能供电系统，后台数据处

理系统及信息监控管理平台组成。2019 年，在江苏省 13 个设区市开展成果推

广应用。2020 年，江苏全省范围除推进一批智慧工地项目建设外，建成一批特

色鲜明智慧工地示范片区，并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与政府监管平台数据对接全

覆盖；2021 年所有政府投资规模以上新建工程实现智慧工地全覆盖。 

根据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近两年来，生态环境局积极推进长三角区

域标准一体化工作。长三角区域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制定工作具有较好的

工作基础。上海市自 2011 年起开展建筑施工在线监控研究，完成了监测仪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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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从 2012 年 8 月开展试点监测，2015 年 12 月上海市环保局发布了《上海

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在线监测技术规范》（试行），2016 年 1 月发布了《上

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DB31/964-2016。2017 年 3 月发布了《上海市

扬尘在线监测数据执法应用规定》，至今执法工作已开展三年，取得了显著的效

果。随着建筑施工扬尘管控要求的不断提高，长三角区域纷纷开展了建筑施工

扬尘监测与监管工作，其中浙江省杭州市也制定并发布了杭州市的扬尘在线监

测技术规范，并开展了建设施工扬尘在线监测设备的全面安装工作，目前浙江

省杭州市《扬尘控制标准》已完成征求意见稿。江苏省扬尘控制标准也已完成

立项。 

为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区域建筑施工颗粒物的防治与管理、推荐建筑施工颗

粒物在线监测仪器的互认，加快在线监测仪器的安装和执法应用，有必要制定

长三角区域建筑施工颗粒物的控制标准，并将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技术规

范作为该标准的附录，统一监测方法。 

1.1.2 国家和长三角区域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发展需要 

我国标准体系的建设在过去十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过去的以综合

排放标准为主的体系向以行业标准为主的体系发展。目前公布的有《电子玻璃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铁合金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等。但到目前为止，国家标准层面和上海市、浙江、江苏的地方标准层面

均未制定针对建筑施工颗粒物的控制标准。而建筑施工扬尘监测均已开展，已

经无法满足当前大气污染控制的要求，在管理上需要制定长三角区域建筑施工

颗粒物控制标准。 

根据国务院的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国十条），制定严格标准是确保污染物减

排的重要依据，因此国家层面也重点围绕综合排放标准、行业排放标准和通用

型排放标准体系，积极推动标准制定工作。2012 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关于

加快完善环保科技标准体系的意见》（环发〔2012〕20 号）提出加快完善环保

标准体系，要依据环境管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总量控制污染物、重金

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其他有毒有机物为重点控制对象，不断加严排放标

准，提高重点行业环境准入门槛，最大限度降低环境风险、改善环境质量。 

各地方也正在加紧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工作，上海是我国最早

开展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工作的省市之一，目前已经颁布了《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生物制药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危险废物焚烧排放标准》、《生活垃圾焚烧排放标准》、《印刷行业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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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排放标准》等几项行业排放标准。上海市是我国最早开展建筑施工颗粒物

在线监测的城市。浙江、江苏也开展了建筑施工颗粒物的在线监测工作，长三

角标准一体化工作也在积极有序的推进中，制定长三角区域建筑施工颗粒物控

制标准符合目前的管理需求，是非常必要的。 

1.2 标准编制的工作过程 

1.2.1 任务的来源 

为了配合建筑施工在线监测的推广应用，加强长三角区域建筑施工颗粒物

的防治与管理，经过专题论证，将长三角区域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的制定

纳入到标准制定计划。并经过讨论论证，2020 年 7 月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浙江

省生态环境厅、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立项,，开展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研

究。  

2013 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立项开展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在线监测技术规

范研究，2014 年 11 月该项目通过验收。2015 年 5 月该技术规范通过专家评审

会的论证，2015 年 12 月正式发布。2016 年 1 月发布了《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

物控制标准》DB31/964-2016。2017 年 3 月发布了《上海市扬尘在线监测数据

执法应用规定》。 

杭州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8 年 7 月下达了杭州市地方标准《扬尘排放控制标

准》的起草制定任务。开展了标准的研究工作，完成了国内外标准调研、监测

方法研究、现场监测实验等工作，2019 年形成杭州地标的征求意见稿。 

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厅于 2020 年下达了江苏省地方标准《扬尘排放控制标

准》的起草制定任务。目前已完成立项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牵头组建了标准编制组：上海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浙

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南京工业大学为编制

单位。 

1.2.2 标准编制过程 

1）2020 年 5 月课题前期研究 

制定排放标准的重点工作是污染源调查和分析，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资料研究：收集国内外有关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的学术文献，世

界卫生组织、美国、欧盟等组织和国家的相关标准和规范，以及国内外有关资

料和数据。 

——专家咨询：开展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座谈。设计了标准的框架。 

2）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7 月课题研究 

——相关调研：国内外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的调研，跟踪辽宁、四

川、深圳等地建筑施工颗粒物排放标准研究工作进展。对工地的施工工艺和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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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污染防治措施现场考察，进一步掌握、验证当前的施工工艺和扬尘污染防治

发展情况。 

3） 2020 年之前上海、杭州均已完成了监测方法研究、监测点位设置、数据传

输、对比监测方法等大量的前期现场实验工作，建立了相关的监测体系，为标

准制定做好了充分的前期研究工作，为标准提供数据支撑。 

4）就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已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的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

数据的进行充分的整理和分析工作。为标准值的确定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依据。 

5）2020 年 7 月形成了标准的讨论稿 

6）2020 年 X 月至 X 月 

——召开专家评审会，书面征求两省一市生态环境厅（局）、市级相关部

门、各地生态环境局、相关科研院所、废气治理工程单位、相关协会、相关仪

器厂商、相关监测机构及部分企业的意见，修改形成专家评审稿。 

7）2020 年 X 月至 X 月 

——形成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标准上网公示，公开征求意

见。 

8）2020 年 X 月 

——完成修改，形成标准报批稿，并且按照程序上报。 

形成标准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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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三角大气污染状况及建筑施工概况 

2.1 建筑工地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市建交委提供的统计数据，2019 年四季度全市在建工地共计 6692

个，建筑总面积 1.49 亿平方米。工程类型包括建筑、二次装修、修缮、市政、

管线和其它非建筑类型，其中建筑所占比例最大。 

根据上海市各区县环保局上报的建筑工地 GPS 信息，制作了上海市建筑工

地分布图（图 2-1），可见上海市建筑工地的密度非常大，中心城区建筑工地密

集。  

 

图 2-1 上海市建筑工地分布图 

上海市扬尘在线监测网络主要涵盖建筑工地、干散货码头堆场、混凝土搅

拌站、道路等易扬尘场所，用于实时监控全市粗颗粒物排放状况。2019 年扬尘

在线监测点位 3631 个。其中工地监测点位 2771 个，道路监测点位 450 个，码

头监测点位 269 个，搅拌站监测点位 141 个（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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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筑工地及干散货码头扬尘在线监测点位图 2-2 

根据 2018 年统计，杭州在建工地有拆迁工地、建筑工地、道路施工工地、

园林绿化工地四种。从个数和施工面积统计数据可知，施工工地共计 2222 个，

施工面积达 8136.86 万 m2，其中拆迁工地有 377 个，建筑工地 1669 个，道路

施工工地 95 个，园林绿化工地 81 个，面积分别为 1050.27 万 m2，

6806.39m2，123.45m2，156.75m2。从各县市分布情况来看，萧山区和余杭区工

地数相对较多。（图 2-3） 

 

杭州各县市区施工工地数量分布情况图（2-3）（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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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工地, 

1050.27, 13%

建筑工地, 

6806.39, 84%

道路施工工地, 

123.45, 1%

园林绿化, 156.75, 

2%

 

杭州市施工工地面积分布情况图 2-4（单位：万 m2） 

根据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提供的统计数据，2019 年在建工地共计约 4000

个。 

 

江苏省共有建筑施工企业 9699 家，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 13800 个，各市

建筑工地数量及分布情况如图 2-5 所示。从各地级市分布情况来看，苏州、南

京的建筑工地数量相对较多。 

 

图 2-5 江苏省各市建筑工地分布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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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筑施工扬尘排放情况 

上海市建筑施工排放量情况，建筑工地扬尘的计算主要依据《扬尘源颗粒

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推荐的施工扬尘源排放量的计算方法，计算公式如

下： 

TACECWC i i  

   11069.2 4

iEC  

式中： 

1）WCi 为施工扬尘源中颗粒物（PMi ）总排放量，t/a。 

2） ECi 为整个施工工地 PMi 的平均排放系数，t/（m
2
•月）。 

3） AC 为施工区域面积，m2。 

4） T 为工地的施工月份数，一般按施工天数/30 计算。 

5） η 为污染控制技术对扬尘的去除效率，%，各类控制措施的控制效率，

多种措施同时开展的，取控制效率最大值。 

活动量的确定: 

基于 2017 年上海市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相关数据，根据活动水平及其相应排

放系数，测算上海市施工扬尘源颗粒物 TSP、PM10 和 PM2.5 的年排放总量分别为

162341吨、91785吨和 20605吨，见表 2-1。  

表2-1 污普清单中建筑工地颗粒物排放量（吨/年） 

项目 排放量（吨/年） 

TSP 162341 

PM10 91785 

PM2.5 20605 

 

2015 年杭州市各类施工工地共计 2222 个，施工扬尘源颗粒物 TSP、PM10 和 PM2.5的年

排放总量分别为 4.3 万吨/年、3.2 万吨/年和 0.9 万吨/年，见表 2-2，可见，建筑工地量最

大，其次为拆迁工地，园林绿化工地和道路施工工地相对数量较小，施工工地反映了城市

建设的强度，建设强度越强，产生扬尘量就越多，对工地采取一定的抑尘措施将有助于降

低颗粒物的排放。 

表 2-2  建筑工地颗粒物排放量 

工地类型 
工地数

（个） 

排放量（万吨/年） 

PM PM
10

 PM
2.5

 

拆迁工地 383 0.4282  0.2318 0.0526 

建筑工地 1725 3.7584  2.8665 0.8133 

道路施工工地 33 0.0070  0.0038 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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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 81 0.1315  0.0712 0.0161 

合计 2222 4.3252 3.1734 0.8829 

表 2-3 和图 2-6 给出了建筑工地颗粒物排放空间分布特征。由表图可知，绕城范围内

以及各地区城市建成区的颗粒物排放强度特别高，说明施工工地主要集中在城市建成区范

围内。 

表 2-3 各区县建筑工地颗粒物排放量（吨/年） 

区县市 工地数 PM PM10 PM2.5 

上城区 121 645.14 430.85 113.71 

下城区 120 1672.14 1379.60 406.00 

西湖区 214 3094.08 2297.06 642.99 

拱墅区 242 4057.92 2837.67 769.23 

江干区 286 4627.22 3503.57 990.52 

滨江区 131 1177.52 986.10 292.08 

余杭区 298 8176.96 6854.76 2031.25 

萧山区 372 6139.65 5117.13 1512.57 

之江旅游度假区 59 1299.98 1056.42 308.81 

经济技术开发区 66 1331.07 1058.76 306.49 

富阳区 135 7371.74 4151.58 972.61 

建德市 28 1244.41 700.58 164.08 

临安市 46 143.31 80.73 18.92 

桐庐县 24 1219.45 686.94 160.97 

淳安县 80 1051.00 592.03 138.72 

合计 2222 43251.58 31733.78 8828.95 

 

 
(a) 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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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M2.5 

图 2-6 各区县施工工地扬尘排放量情况（单位：吨） 

 

2019 年江苏省全省施工场地 TSP、PM10和 PM2.5的年排放总量分别为 26.9 万万吨/年、

19.2 万吨/年和 4.3 万吨/年，如表 2-4 所示。 

表 2-4 江苏省建筑工地颗粒物排放量（吨/年） 

项目 排放量 

TSP 268619 

PM10 191914 

PM2.5 43082 

 

江苏省各市建筑工地颗粒物排放空间分布特征如图 2-7 所示。 

 

图 2-7 江苏省各市施工工地扬尘排放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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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内外内外标准调研 

在世界各大城市中，尤其是正在发展中的城市，其建筑施工排放的颗粒物

污染对空气质量影响显著，同时也对能见度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为了控制和

评估建筑施工颗粒物的排放，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制定了相关的建筑施工颗粒

物控制和评价标准来减少其污染排放。 

建筑施工颗粒物的排放类型及排放量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施工类

型、建筑材料、施工机械、施工手段、场地规模、自然因素等。并且在不同的

施工过程中，这些因素通常不稳定。因此有关建筑施工颗粒物的起尘特点、影

响因素、具体影响范围，尤其是建筑施工颗粒物物理化学特征方面的研究较

少，导致在世界范围内有关场地扬尘的控制标准，主要以管理防治标准的形式

出现。 

通过对国内外建设工程大气污染控制标准的调研，目前国内外对建设工程

颗粒物污染的控制标准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施工过程控制评价，二是施工

结果评价。 

3.1 国外建筑施工控制标准 

世界银行组织对建筑扬尘的控制提出如下措施：覆盖、洒水、敞开堆场增

加湿气、设置除尘设施等；道路表面宽松材料洒水或进行硬化处理，其他措施

还包括化学剂固化、沥青/粘合剂或吸湿性的盐、表面活性剂、沥青或混凝土铺

路、碎石与矿渣或道路地毯覆盖、真空清扫、水冲洗。每种扬尘控制方法的效

率见表 3-1。 

表 3-1  世界银行组织建筑扬尘报告中控制措施及其效率 

控制措施 控制效果（%） 

化学抑尘剂 0-98 

洒水 12-98 

道路表面宽松材料洒水 30-50 

表面活性剂 0-68 

沥青或混凝土铺路 85-99 

真空清扫、水冲洗 0-96 

 

美国没有控制场地扬尘排放的联邦法案，但美国环保署（USEPA）针对位

于爱达荷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自然保护区颁布了大气污染排放控制法

案，其中明确规定：在进行建筑拆除和施工时必须使用水或者合适的化学物质

来控制扬尘的排放；材料堆场除了使用水、油或化学物质之外，还可以辅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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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或半封闭的措施来减少扬尘的产生；运输卡车在行驶过程中应全程进行遮

盖封闭等。此外，各个州、郡根据自身的实际状况与需要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标

准法规，例如俄克拉荷马州、阿拉巴马州、德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田纳西

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康涅狄格州等州的执行计划（SIP）和空气

污染控制条例中均有针对扬尘排放的控制标准及措施，其中对于不达标区域的

措施会更为严格。州层面的法规条例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①在建筑施工和拆

除过程中不同环节的扬尘排放控制措施；②利用在线不透光度监测系统

（Continuous Opacity Monitoring System, COMS）监测扬尘排放现场的不透光度

作为控制指标；③建筑施工许可证制度。 

州以下层面的法规更为详细和清晰。美国内华达州的克拉克郡（Clark 

County）颗粒物污染相对较严重，其空气质量条例中对颗粒物尤其是开放源的

污染防治给出了非常详细的条文，其中第 94 章规定了有关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

的内容，主要包括许可证的申请、许可证申请要求、颗粒物控制的监管、起尘

土稳定性标准。条例将重点放在许可证申请及控制标准上。条例要求在规模较

大的建筑施工项目施工前，相关责任人必须到空气质量与环境管理部

（Department of Air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申请扬尘控制许可

证。许可证必须按照标准表格提交申请，并且申请时必须提交一个具体的抑尘

计划方案。方案中具体措施根据场地扬尘控制手册确定。对于采用爆破方式进

行的拆迁施工，须提供一个详细的抑尘方案补充说明，其中包括每一阶段的施

工范围、施工进度、控制措施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等。对于 50 英亩以

上的建筑施工，必须做出施工范围内土壤的起尘潜力分析（PEP）。此外，还

要求按照美国 EPA 方法 9 测得不透光度（opacity），规定建筑施工产生的扬尘

平均不透光度不能超过 20%，瞬时不透光度不能超过 50%；任何操作产生的扬

尘羽流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扩散距离不能超过 100 码；对于研磨操作产生的扬

尘，3 分钟平均不透光度不能超过 40%。另外，肯塔基州规定不透光度 opacity

不超过 20%，马里科帕县规定建筑施工产生扬尘设施的可见排放要求不透光度

opacity小于 20%，任意 6 min 内可见排放颗粒物的时间不能超过 30 s。 

欧盟是世界上经济发达，环境质量好，并且在污染防治方面具有非常丰富

经验的地区之一，其环境标准以指令或条例形式颁布。目前欧盟已经发布了

200 余项环境标准，其中，颗粒物在空气质量中的限值为 40 μg/m3，冬季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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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0μg/m3，并且浓度达到 100~150μg/m3 的时间不超过 3 天。英国伦敦在原有

《伦敦市长空气质量战略》（Mayor’s Air Quality Strategy）的基础上，伦敦市

联合政府和伦敦市议会共同制定了《关于控制建筑工地扬尘及污染气体排放的

指导》（Best Practice Guidance - The Control Of Dust And Emissions From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简称《指导》）。按照工程规模，《指导》将大

伦敦区的建筑工地划分为三种污染威胁程度，其标准分别为：土地开发面积小

于 1000 m2，建筑物数量小于 10 座的工地属于低度污染威胁区；土地开发面积

在 1000 m2~15000 m2 之间，建筑物数量在 10~150 座之间，属于中度污染威胁

区；土地开发面积大于 15000 m2、建筑物数量超过 150 座，特别是由大伦敦联

合管理局和地方自治政府等机构确立的重点建设工地，均属于高度污染威胁

区。针对不同污染威胁级别的工地，《指导》分别规定了环境管理措施：对于

低度污染威胁区，在工地四周，或至少在主要施工区域设置围栏，所有车辆在

离开工地前必须刷洗，保持清洁；对于中度污染威胁区，必须在工地周围设置

围栏，确保工地内常用运输路线的路面完好，并按时清扫，在工地内行驶的车

辆须限速，车辆离开工地前必须进行整车清洁，着重清洗轮胎部位，储存在工

地的所有物资必须封装或至少加以覆盖，并保证在施工时间段内常驻现场，并

且施工现场的碎石机、混凝土配料机必须具备相关部门颁发的作业资质证明；

对于高度污染威胁区，工地四周必须树立坚固围栏，保证工地与外界完全隔

离，工地内必须设置扬尘污染实时监测装置，工地路面必须完好平整，达到抑

制扬尘的标准，尽量减少车辆在工地内的行驶次数，规定行驶路线并限速，所

有车辆离开施工现场前必须经过清洁；对于轮胎等特别部位，要额外清洗和擦

拭；车辆驶离工地的必经道路路面必须保持潮湿。此外，《指导》还分别针对

混凝土计量、平整路面、拆除原有建筑物、工地车辆管理等十五个施工环节，

提出了具体的防尘和废弃物循环利用措施。《指导》以职业接触限值（OEL）

作为标准设定依据，在确保大伦敦区市民、特别是现场施工人员身体健康情况

下，明确了碳酸钙、硅酸钙、煤粉尘、石膏、石灰石等不同建筑材料所形成颗

粒物的浓度标准。 

表 3-2 英国伦敦颗粒物排放控制标准 

项目 标准 

PM10（15min 平均值） 125 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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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和气候变化部（NSW DECC）在

2005 年的空气污染模拟和评估推荐方法中设定了降尘的限值。新西兰环境部在

1972 年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 CAA）中指出各污染源的排放方有义务采

取措施来减小空气污染水平。 

表 3-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工地降尘标准 

项目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降尘最大增加量 2 g/m2/月 / 

最大的总降尘量 4 g/m2/月 4 g/m2/月 

3.2 国内建筑施工控制标准 

我国在场地扬尘方面的管理起步较晚。目前，国家发布的有关扬尘及颗粒

物的标准及规定有 6 项，行业标准有 21 项。国家环保总局 1996 年颁布修订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只是将扬尘统称为可吸入颗粒物，

作为正式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但是场地扬尘只是作为大气颗粒物排放的一部

分，没有被作为一项单独指标区分出来。2000 年以前，建设管理部门根据国家

或地方制定的施工现场管理标准或规定中的相关条款，只对场地扬尘进行一般

管理，专门针对场地扬尘的法规较少。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中方才增加了控制城市扬尘和场地扬尘的内容。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历经两次修订后，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规定总悬浮颗粒物（TSP）的 24 小时平均排放浓度为

0.3 mg/m3,但仍未制定建筑施工颗粒物的指标。 

随着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技术的成熟，国内一些省市开始陆续推进建

筑施工场地颗粒物在线监测的工作，并出台了地方排放标准作为施工工地扬尘

污染防治的依据。 

上海市于 2016 年率先发布了《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DB 31/964-

2016），采用 15 分钟颗粒物浓度均值评价建筑施工扬尘。 

表 3-4  监控点颗粒物控制要求 

控制项目 单位 监控点浓度限值 达标判定依据* 

颗粒物 mg/m3 2.0 ≤1 次/日 

颗粒物 mg/m3 1.0 ≤6 次/日 

*：一日内颗粒物 15 分钟浓度均值超过监控点浓度限值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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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发布的《施工及堆料场颗粒物控制标准》（DB 21/2642-2016）给出

了不同区域的控制限值。 

表 3-5 辽宁省工地扬尘排放浓度限值 

 

深圳市的标准值定的较为严格，该市发布的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建

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规范》（SZDB/Z 247-2017）中将建筑施工 TSP 控制标

准定为 0.30 mg/m3。 

表 3-6 深圳市工地 TSP 浓度限值 

 

陕西省根据不同的施工类型出台了不同的控制标准值，《施工场界扬尘排

放限值》（DB 61/1078-2017）中明确规定： 

表 3-7 陕西省施工场界扬尘浓度限值 

 

福建省于 2017 年发布的《福建省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防治与监测技术规

程》（DBJ/T13-275-2017）中对建筑施工现场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排放限值

规定如下： 

表 3-8 福建省建筑施工场界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限值 

 

河北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 13/2934-2019）中规定了施工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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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的排放浓度限值。 

表 3-9 河北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浓度限值 

 

最新发布的《四川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51/2682-2020）中对省内

不同城市分类制定了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浓度限值。 

表 3-10 四川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限值 

 

除了上述的排放限值标准，北京市、重庆市、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山西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南省、河南省、甘肃

省、广东省、海南省、贵州省等多个省市均发布了建设工程施工场地扬尘防治

标准或工作方案，对扬尘治理措施提出了明确的规定，部分方案和标准中也给

了相应的扬尘浓度警报值，当高于警报值时，将采取更多更严格的扬尘污染防

治措施。其中江苏省发布的《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标准》（DGJ32/J203-2016）中

采用评分的形式对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开展检查和评定，如果等级为不合格时，

必须限期整改达到合格；《浙江省建筑工地施工扬尘控制导则》中规定，当

PM10连续 2 小时监测平均值分别超过 200 μg/m3、300 μg/m3和 400 μg/m3时，应

采取相应的强化措施。此外，天津市、南京市、杭州市以及广西省等地还针对

扬尘在线监测技术出台了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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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准制定的原则与思路 

4.1 标准制定的原则 

本标准的制订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1） 适用性原则：明确适用范围； 

（2） 可操作性原则：明确技术方法、监测手段； 

（3）与我国现行环境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协调衔接，有利于形成完整

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4）制定过程和技术内容公开、公平、公正。 

（5）综合考虑地域差别给出了不同级别的标准值。 

4.2 标准制定的总体思路和技术路线 

4.2.1 标准制定的总体思路 

（1） 明确标准的定位和适用范围。 

（2） 由于建筑施工颗粒物的排放为敞开源的排放，因此在标准限值设定

时考虑了背景值的影响。 

（3）根据建筑施工扬尘的特点，往往是短时间较高浓度的排放，因此在标

准制定时综合考虑颗粒物的浓度限值和最高允许超标次数。 

（4）在标准在标准限值的设定时，考虑了不同地域间的差异，设置了不同

区域的标准限值。 

（5）根据监测方法的特性，在相对湿度较高时，特别是降水时，湿度对监

测方法有一定的干扰，因此在标准限值的设定时考虑了相对湿度的影响。 

 （6）在标准限值的设定时，对试点工地的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充分

考虑了标准的可达性。  

（7）将《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技术规范》做为规范性附录，实现监测

统一、仪器互认。 

（8）考虑在线监测仪器质量控制要求，将《易扬尘场所颗粒物手工监测方

法技术规范》作为规范性附录。 

（9）将《建设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数据传输规范》作为资料性附录。 

 

4.2.2 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 

在广泛调研国内外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充分分析试点建筑工地颗粒

物监测数据的基础上，制定了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体系的限值。充分考虑

了背景浓度、风速、湿度、标准可达性等影响因素，在广泛征求专家、建筑

商、相关管理和技术部门意见，形成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具体技术路线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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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建筑工程颗粒
物物控制标准调研

试点建筑工程颗粒物在线
监测数据分析

建筑工程颗粒物控制标准
体系和限值确定

征求专家、建筑商及相
关部门的意见

形成征求意见稿

建筑工程颗粒物在线
监测技术方法研究及
监测技术规范发布

编制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

 

 

图 4-1  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图 

5 技术标准体系 

5.1 标准的主要内容  

5.1.1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及堆场颗粒物浓度限值、达标判定依据以及实施与

监督等内容。  

标准附录 A 为《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技术规范》，规定了建筑施工颗

粒物在线监测系统的组成与技术指标；监测点位与设备安装；数据采集、传

输、存储与处理；系统验收；运行管理和质量保证的有关要求。 

标准附录 B 为《易扬尘场所颗粒物手工监测方法技术规范》，用于易扬尘场

所开展在线监测仪器质量浓度转换系数测定、在线监测仪器现场质量抽查及日

常比对测试工作。规定了易扬尘场所颗粒物浓度手工监测方法的布点、采样、

分析、计算和质量保证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标准附录 C 为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数据传输规范，规定了数据上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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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 

 

5.1.12 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长三角区域（示范区）（上海全域）现有及未来建筑施工、干

散货码头堆场及矿山等开放源颗粒物监测与监控、排放管理，及其相关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与实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5.1.2 标准框架制定 

基于 2013 年起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试点工作的实地监测、相关

研究结果、杭州市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技术规范的研究制定工作、上海市

自 2017 年 3 月开始实施的建筑施工扬尘在线监测执法应用成果，参考国内外环

保政策法规、排放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针对长三角区域建筑施工颗粒物污染

特性及管理需要，根据《环境保护标准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

《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 3840-1991），明确《长三

角区域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的编制范围、制定原则、制定方法和基本内

容框架。内容框架主要包括：前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颗粒物控制要求、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及附录等。  

5.2 建筑施工颗粒物监测方法研究  

建筑施工属于开放源，颗粒物排放浓度变化幅度较大，并且某些情况下还

具有瞬时浓度高的污染特点，因此要求采用在线监测方法、并且时间分辨率

高、量程范围较广。为此上海市环保局专项立项开展了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

测方法的研究和制定工作，2015 年 12 月颁布了《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

声在线监测技术规范》（试行）地方标准。该技术规范规定了建筑施工颗粒物在

线监测的系统组成与技术指标、监测点位的设置与设备安装、数据采集、传

输、存储与处理、信息平台、系统运行维护、系统验收等要求。杭州市出台的

建筑施工颗粒物物在线监测技术规范，采用了相同的监测技术，可以实现监测

方法统一。监测方法研究成果详见《建设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研究报告》。 

5.3 工地监测数据分析  

由于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开展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的时间并不同

步，因此报告中对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数据分别进行了分析。 

上海市的数据分析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第二个时间段为上海市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20

日。上海市自 2012 年 9 月开始开展建筑工地在线监测试点工作,到 2012 年 12 月

底基本完成 34 家试点工地的仪器安装和数据联网工作。之后随着试点工作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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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陆续安装了一百多套在线监测设备。制定《上海市建筑施工控制标准》

时，充分考虑了在线监测试点的情况，对试点数据进行了分析。时间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共 161 个工地的数据，数据有效率在 91.6%-

100%之间。数据有效率满足《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在线监测技术规

范》（试行）中有效性大于 90%的要求。 

本标准制定时，对上海市近三年数据进行了分析。时间从 2017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6 月 20 日，工地数量在 477-3092 个之间，数据有效率在 98.25%-

99.8%之间。数据有效率满足《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在线监测技术规

范》（试行）中有效性大于 90%的要求。 

本标准制定时，选取杭州市典型排放单位架设在线监测设备，共 18 个站

点，分析 76个自然日的数据记录。 

由于江苏省工地扬尘在线监测的启动时间较晚，本标准制定时，选取了江

苏省某试点建筑工地的监测数据数。 

5.4 标准限值的确定  

5.4.1 监控点浓度限值 

上海市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数据分析 

分别以 0.5 mg/m3、1.0 mg/m3、2.0 mg/m3、3.0 mg/m3、和 5.0 mg/m3作为标

准线，试点工地的超标情况见图 5-1 至图 5-5。 

以 0.5 mg/m3 为标准值，平均超标率为 32.97%，最大超标率 69.51%，最低

超标率 17.25%。 

 
图 5-1 以 0.5mg/m3为标准的超标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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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 mg/m3为标准值，平均超标率为 11.46%，最大超标率 36.46%，最低超

标率 2.47% 

 
图 5-2 以 1.0 mg/m3为标准的超标率统计 

以 2.0 mg/m3为标准值，平均超标率为 2.10%，最大超标率 11.46%，最低超

标率 0%。 

 
图 5-3 以 2.0mg/m3为标准的超标率统计 

 

以 3.0 mg/m3 为标准值，平均超标率为 0.68%，最大超标率 3.76%，最低超

标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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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以 3.0 mg/m3为标准超标率统计 

 

以 5.0 mg/m3 为标准值，平均超标率为 0.68%。，最大超标率 3.1%，最低超

标率 0%。 

 

图 5-5 以 5.0mg/m3为标准的超标率统计 

 

分别以 0.5 mg/m3、1.0 mg/m3、2.0 mg/m3、3.0 mg/m3、和 5.0 mg/m3作为标

准线，试点工地的超标情况汇总见表 5-1。根据试点工地超标率的分析，若将标

准定在 1.0 mg/m3，试点工地的平均超标率为 11.46%，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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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试点工地超标率统计（上海市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标准线 >0.5mg/m3 >1.0mg/m3 >2.0mg/m3 >3.0mg/m3 >5.0mg/m3 

平均超标率 32.97% 11.46% 2.10% 0.68% 0.20% 

最高超标率 69.51% 36.46% 11.46% 3.76% 3.10% 

最低超标率 17.25% 2.47% 0.00% 0.00% 0.00% 

 

上海市 2017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20日数据分析： 

分别以 0.5 mg/m3、0.6 mg/m3、0.8 mg/m3、1.0 mg/m3、1.2 mg/m3、1.5 

mg/m3、和 2.0 mg/m3作为标准值， 2017年 1 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20 日的数据

超标率情况统计见表 5-2。 

表 5-2  超标率统计表（上海市 2017年 1 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20 日） 

标准（mg/m
3
） 0.5 0.6 0.8 1.0  1.2 1.5 2.0  

平均超标率 1.34% 0.69% 0.22% 0.06% 0.05% 0.03% 0.02% 

最大超标率 75.28% 74.72% 61.80% 29.21% 28.65% 28.65% 28.65% 

最小超标率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以 0.6mg/m3 的为标准值，2017 年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超标率为 2.43%，

2018 年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超标率为 1.40%，2019 年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超

标率为 0.47%；以 0.8mg/m3 的为标准值，2017 年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超标率为

0.84%，2018 年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超标率为 0.47%，2019 年上海市建筑施工颗

粒物超标率为 0.12%；以 1.0mg/m3 的为标准值，2017 年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超

标率为 0.19%，2018 年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超标率为 0.13%，2019 年上海市建

筑施工颗粒物超标率为 0.04%，具备了标准加严的条件。 

表 5-3  超标率分布情况表（上海市 2017 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6 月 20日） 

标准

（mg/m3） 

超标率 0-0.3% 0.3%-0.6% 0.6%-0.9% 0.9%-1.2% 1.2%-1.5% >1.5% 

0.6 工地数 4531 406 210 200 111 712 

占比 73.44% 6.58% 3.40% 3.24% 1.80 11.54% 

0.8 工地数 5357 326 125 116 56 190 

占比 86.82% 5.28% 2.03% 1.88% 0.91% 3.08% 

1.0 工地数 5830 191 67 41 11 30 

占比 94.49% 3.10% 1.09% 0.66% 0.18%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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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建筑工地超标率分布图 

根据上海市 2017 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20日干散货码头堆场在线监测

数据分析，分别以 0.5 mg/m3、0.6 mg/m3、0.8 mg/m3、1.0 mg/m3、1.2 mg/m3、

1.5 mg/m3、和 2.0 mg/m3作为标准值， 2017 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6 月 20日的

数据超标率情况统计见表 5-4。 

表 5-4  不同标准值下超标率统计表 

标准值（mg/m3） 0.5 0.6 0.8 1.0  1.2 1.5 2.0  

平均超标率 2.84% 1.65% 0.56% 0.16% 0.10% 0.05% 0.03% 

最大超标率 83.61% 71.43% 36.13% 6.98% 6.31% 3.13% 3.13% 

最小超标率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以 0.6mg/m3的为标准值，2017年上海市码头堆场颗粒物超标率为 4.55%，

2018年上海市码头堆场颗粒物超标率为 2.23%，2019年上海市码头堆场颗粒物

超标率为 0.61%；以 0.8mg/m3的为标准值，2017 年上海市码头堆场颗粒物超标

率为 1.67%，2018年上海市码头堆场颗粒物超标率为 0.69%，2019年上海市码

头堆场颗粒物超标率为 0.20%；以 1.0mg/m3的为标准值，2017年上海市码头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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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颗粒物超标率为 0.49%，2018年上海市码头堆场颗粒物超标率为 0.16%，

2019年上海市码头堆场颗粒物超标率为 0.07%，具备了标准加严的条件。 

按照目前的码头堆场扬尘管理水平，根据 2019年上海市码头堆场颗粒物在

线监测数据分析，日平均超标次数分布情况见表 5-2。若以 0.6mg/m3、0.8mg/m3

和 1.0mg/m3的为标准值，日平均超标次数均在 6次以下。 

表 5-5  超标率分布情况表（上海市 2017 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6 月 20日） 

标准值（mg/m
3
） 超标率 0-0.1% 0.1%-0.2% >0.2% 

0.6 
堆场数 1289 37 7 

占比 96.7% 2.8% 0.5% 

0.8 
堆场数 1327 4 2 

占比 99.5% 0.3% 0.2% 

1.0 
堆场数 1333 0 0 

占比 100.00% 0.00% 0.00% 

 

  

 

图 5-7码头堆场超标率分布图 

为了解扬尘污染特点，为标准制定奠定科学基础，选择目前杭州市内主要城市已安装

运行的光散射法扬尘在线监测仪所采集的数据，分别进行汇总、统计和分析。选取杭州市

典型排放单位架设在线监测设备，共 18 个站点，分析 76 个自然日的数据记录（每分钟平

均数值），预设 1mg/m3，和 2mg/m3 为超标浓度，针对不同时间分辨率下的达标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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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分析在在线监测数据在 2 分钟平均，3 分钟平均，5 分钟平均以及 15 分钟平均，超标

1 次以上至超标 8 次以上的超标率。如图 5-8 所示，当标准值为 1mg/m3 时，1-3 分钟均值

超标率高达 42%，15 分钟均值超标率降至 18%。当标准值为 2mg/m3 时，超标率有所下

降，但是最低的 15 分钟均值超标率也有 5%，说明扬尘超标情况仍较为普遍。 

在超过 1mg/m3 的情况下，1 分钟平均超标率为 29%至 42%，2 分钟平均超标率为 25%

至 42%，3 分钟平均平均超标率为 22%至 42%，5 分钟平均超标率为 21%至 36%，15 分钟

平均超标率为 16%至 18%。超标率详见表 5-6。 

表 5-6标准限值为 1mg/m3时杭州市扬尘在线监测数据超标情况 

超标次数 
超标率（%） 

1 分钟平均 2分钟平均 3分钟平均 5分钟平均 15 分钟平均 

超标 1次及以上 42 42 42 36 18 

超标 2次及以上 42 42 42 36 17 

超标 3次及以上 42 41 42 34 17 

超标 4次及以上 41 38 37 32 17 

超标 5次及以上 40 34 30 28 17 

超标 6次及以上 40 33 26 24 16 

超标 7次及以上 34 28 24 21 16 

超标 8次及以上 29 25 23 21 16 

 

 

 

 

 

 

 

 

 

图 5-8 杭州市扬尘在线监测数据不同时间均值超标率统计图 

 

在超过 2mg/m3 的情况下，1 分钟平均超标率为 5%至 37%，2 分钟平均超标率为 5%至

24%，3 分钟平均平均超标率为 7%至 17%，5 分钟平均超标率为 8%至 14%，15 分钟平均超

标率为 4%至 5%。超标率详见表 5-7。 

表 5-7标准限值为 2mg/m3时杭州市扬尘在线监测数据超标情况 

超标次数 超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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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钟平均 2分钟平均 3分钟平均 5分钟平均 15 分钟平

均 

超标 1次及以上 37 24 17 15 5 

超标 2次及以上 26 20 16 15 5 

超标 3次及以上 16 15 16 15 5 

超标 4次及以上 12 12 13 13 5 

超标 5次及以上 11 11 9 11 5 

超标 6次及以上 9 8 9 8 5 

超标 7次及以上 7 7 8 8 4 

超标 8次及以上 5 5 7 8 4 

 

江苏省试点建筑工地的超标排放情况见图 5-10 至图 5-12，以 0.6mg/m³为排

放标准时，超标次数为 35 次，超标分布如图 5-10 所示。 

 

图 5-10  以 0.6 mg/m³为标准时超标分布图 

 

以 0.8mg/m³为排放标准时，超标次数为 26 次，超标分布如图 5-11 所示。 

 

图 5-11  以 0.8 mg/m³为标准时超标分布图 

 

以 1.0mg/m³为排放标准时，超标次数为 25 次，超标分布如图 5-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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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以 1.0 mg/m³为标准时超标分布图 

 

5.4.2 最高允许超标次数限值 

考虑到建筑施工扬尘，往往是短时间高浓度排放的特点，从建筑施工本身的

施工特点也不可能没有高浓度的颗粒物排放，因此本标准设定了最高允许超标

次数，即每日 15 分钟颗粒物平均浓度超过设定次数即为超标。根据试点建筑工

地的数据统计，日平均超标次数为 7 次，见图 5-13。 

 

图 5-13  建筑施工颗粒物日平均超标次数汇总 

以 1.0mg/m3为标准值，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上海市建筑工

地 15 分钟颗粒物平均浓度数据分析： 

日平均超标次数 1-6 次的占 39.26%，日平均超标次数 7-8 次的占 33.33%，

日平均超标次数大于 8 次的占 27.41%，见图 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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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日平均超标次数百分比统计 

根据 2019 年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数据分析，日平均超标次数分

布情况见表 5-3。若以 0.6mg/m3 的为标准值，日平均超标次数 1-6 次的占

99.67%，日平均超标次数 7-8 次的占 0.16%，日平均超标次数大于 8 次的占

0.16%；若以 0.8mg/m3和 1.0mg/m3为标准值，日平均超标次数均在 6 次以下。 

表 5-6 不同标准值下日平均超标次数分布情况表（建筑工地） 

标准值（mg/m3） 0.5 0.6 0.8 1.0 1.2 1.5 2.0 

最大日平均超标次数 23 23 3.75 1.37 1.33 0.62 0.36 

平均次数 0.3 0.17 0.03 0.01 0.008 0.004 0.002 

日平均超标次数 1-6次 99.52% 99.67% 100% 100% 100% 100% 100% 

日平均超标次数 7-8次 0.21% 0.16%      

日平均超标次数大于 8次 0.27% 0.16%      

按照目前的码头堆场扬尘管理水平，根据 2019年上海市码头堆场颗粒物在

线监测数据分析，日平均超标次数分布情况见表 5-7。若以 0.6mg/m3、0.8mg/m3

和 1.0mg/m3的为标准值，日平均超标次数均在 6次以下。 

表 5-7不同标准值下日平均超标次数分布情况表（码头堆场） 

标准值（mg/m3） 0.5 0.6 0.8 1.0 1.2 1.5 2.0 

最大日平均超标次数 5.27 3.35 2.5 1.9 1.78 1.73 1.64 

平均次数 0.3 0.16 0.066 0.02 0.019 0.011 0.009 

日平均超标次数 1-6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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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 

5.5.1 背景的影响  

由于建筑工地为敞开源，其污染排放为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污染水平往往

与大环境相互影响，从严格意义上说，建筑工地颗粒物排放浓度限值应扣除背

景值的影响。扣除背景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扣除静态背景值（以上

海市主导风向上风向滴水湖点作为背景点，以滴水湖年平均浓度作为静态背景

值）；第二种，扣除动态背景值（以上海市主导风向上风向滴水湖点作为背景

点，以滴水湖每小时的实时浓度作为动态态背景值）；第三种以每个工地开工建

设前的颗粒物浓度作为每个工地的背景值。 

为开展扣除背景值方法的研究，2013 年 3 月起，课题组选取了位于上海市

主导风向上风向，代表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最佳之一的浦东新区临港滴水湖边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作为全市对照点背景值。 

以 2013 年 3 月 19 日至 2014 年 3 月 1 日为期一年的滴水湖的监测数据做为

背景点的浓度，期间滴水湖所有小时浓度的平均值为 0.35mg/m3。从 34 个试点

工地为期一年的试点监测数据可见,试点工地月平均浓度在 0.217 -1.064mg/m3,如

果扣除静态背景值，就会产生出现负值的问题（主要是 7、8 月份）。通过扣除

静态背景的分析，发现以一个固定值作为背景浓度是不合适的，会造成部分时

段扣除背景后出现负值。  

如果以滴水湖的每小时浓度作为动态背景浓度，逐小时扣除动态背景值较

扣除静态背景更为合理，但仍有可能出现负值。虽然滴水湖位于上海市主导风

向的上风向，代表上海市的清洁对照点，但只是主导风向的上风向，而不是全

年 365 天，8760 小时都位于上风向，因此扣除动态背景值仍会有负值出现（以

百汇园为例负值率为 21.3%）。 

第三种方法是以建筑工地开工建设前的浓度作为该建筑工地的背景浓度，

对每一个工地开工前进行监测来确定每一个工地的背景浓度。但每个工地周边

情况不同，工地周边可能还有其他建筑工地，或道路施工、监测期间整个城市

的环境空气质量也不同，可能空气质量为优，也可能空气质量污染，很难有一

个统一的背景环境。 

综上所述，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无论是扣除固定背景点的静态背景还是逐

小时扣除动态背景，亦或是以每个工地开工建设前的浓度作为该工地的背景浓

度来扣除背景的影响均较难操作，也无法做到完全公平。因此技术规范在点位

设置时做了统一要求，点位设置具有可比，。并对大型工地增加点位。再者《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对于 1997 年 1 月 1 日起设立的新污染源，对

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限值也不再扣除背景值，因此本标准在一般情况下对小

时浓度的评价也不扣除背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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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区域性污染时，例如沙尘天气，或冬春季大范围的灰霾天气时，背景浓

度相对较高，当 AQI 大于 300 时，根据上海市的空气高污染预警方案，要求建

筑工地停止施工，因此标准中提出，当 AQI 大于 300 时，不评价。当 IAQI 在

200 到 300 时间时，将背景的 PM10或 PM2.5扣除。IAQIPM2.5在 200 时，PM2.5浓

度为 0.15mg/m3, IAQIPM2.5在 300 时，PM2.5浓度 0.25mg/m3，因此 IAQIPM2.5在

200 到 300 之间时，扣除 PM2.5 浓度 0.2mg/m3,以减少背景的影响。IAQIPM10 在

200 到 300 之间时，实测值扣除 0.3 mg/m3 再进行评价；当两者同时出现时，实

测值扣除 0.3 mg/m3 再进行评价。   

 

 

图 5-15  AQI>300 时建筑施工颗粒物平均浓度 

 

5.5.2  湿度的影响 

光散射法对湿度非常敏感，在高湿度的特别是下雨时，由于水汽本身会产

生散射光，监测结果会有明显的正偏差。而下雨时，雨水起到了显著的抑制扬

尘作用，此时建筑施工乃至整个大气的颗粒物浓度均会明显降低。因此本标准

规定下雨时不考核。 

根据 2019 年建筑施工颗粒物物在线监测设备的比对抽测结果，（抽测量是

200 套），具备除湿功能的仪器为 198 套，占比 99%。 

5.6 标准可达性分析 

颗粒物是十三五即将增加的总量控制指标。颗粒物是造成能见度下降的主

要原因，影响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根据在线监测试点工地，上海市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数据分析，以 1.0mg/m3的为标准值，平均超标率为

11.46%，最大超标率 36.46%，最低超标率 2.47%。根据杭州市的数据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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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g/m3 为标准值，颗粒物 15 分钟平均浓度超标率为 16%至 18%。以 2mg/m3

为标准值，颗粒物 15 分钟平均超标率为 4%至 5%。 

表 5-3  超标率分布情况表（上海市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比率 0-3% 3-6% 6-9% 9-12% 12-15% 15-18% 18-21% >21% 

工地数 1 10 28 58 35 20 3 4 

占比 1 0.63% 6.29% 17.61% 36.48% 22.01% 12.58% 1.89% 2.52% 

占比 2    58.49%    

占比 3    88.68%   

 

 

图 5-16 超标率分布图 

按照上海市 2013 年至 2015 年的工地扬尘管理水平，若日最高允许超标次数

定为 8 次，则超标率为 27.4%，如果日最高超标允许次数定为 6 次，则超标率

为 60.7%。 

以 2013 年至 2015 年的上海市试点期间的最佳工地黄浦区金融服务中心为

例，日平均超标次数为 4 次。考虑到日平均超标次数 7-8 次的占比为 33.33%，

如果将标准中的最高允许超标次数定为 6 次，通过提升工地的扬尘污染防治水

平，33.%%的建筑工地日平均超标次数能减少 1-2 次，即可使达标率达到

73%。 可以体现建筑施工在线监测和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的环境效益。由

于江苏省和浙江省（杭州除外）建筑工地颗粒物在线监测仪安装数量有限，无

法提供足够的数据量进行分析，假设江苏省和浙江省当前的建筑工地管理水平

与上海市 2013 年至 2015 年水平相当，江苏省与浙江省可按照上海市 2016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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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执行。 

根据 2018 年和 2019 年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数据分析，按照

1mg/m3的标准值，2018 年上海市建筑工地颗粒物超标率仅为 0.02%，2019 年上

海市建筑工地颗粒物超标率仅为 0.01%，上海已具备了提高标准限值的条件；

考虑到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标准中提出了特别排放限值，即将颗粒物浓度收

严至 0.8。因此标准中对于 15 分钟平均浓度标准分别设置 1.0 和 0.8 两个级别

较为合理。 

5.7 适用范围的确定 

根据对通用型标准、综合型标准和行业型标准相互关系的认识，本标准为

行业标准。主要针对建筑施工，市政工程、干散货码头堆场等扬尘开放源参照

执行可参照执行。 

6 监测要求 

为了保证监测数据的质量和监测数据的有效性、使监测结果具有可比性，

同时有利于上三角监测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的互认，避免企业在不同

地域进行重复认证，有必要建立统一的监测技术方法，因此需要将《建筑施工

颗粒物在线监测技术规范》作为本标准的监测技术方法附录。规范长三角区域

内的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方法、系统组成与技术指标，监测点位与设备安装，

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与处理，系统运行维护，系统交付等。监测方法的具体

研究内容详见《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技术规范研究报告》附录 B 为易扬尘

场所克雷五浓度手工监测方法技术非规范，适用于长三角区域（示范区）（上

海全域）内各易扬尘场所开展在线监测仪器质量浓度转换系数测定、在线监测

仪器质量抽查及日常比对测试工作。 

 7  数据传输 

监测数据传输规范宜进行统一，符合附录 C 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技术

规范中数据传输的要求。 

8 与国家政策法规相符性 

8.1 标准制定所依据的国家法律法规 

本标准是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框架下制定的，其制定的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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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

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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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手册》、《上海市环保三年行动计划》（2012-

201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和《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因此，本标准是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该法第十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

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

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第十三条规定：“向大气

排放污染物的，其污染物排放浓度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3）《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 

2006 年8 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41 号公告发布了《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

订工作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规定了标准制修订工作的程

序、内容、时限和其他要求。标准制修订工作应按本办法的规定进行”。该办法

第二章规定了“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基本原则、程序和各方职责”。  

（4）《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对扬尘污染的治理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 

根据标准适用范围包括建筑施工、干散货码头堆场等扬尘防治，涉及建筑业、交通运

输业；所涉及法律法规除生态环境外，还包括住建部、交通运输部等。主要如下： 

1、生态环境领域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该法第十六条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具备制定地方标准权

限。本标准为长三角示范区内排放标准，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

府、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符合该法规定的要求。 

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排放粉尘等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其他活动中产生的污染和危害。为此，

建设施工、干散货码头堆场应当采取相关防护措施，防治粉尘（颗粒物）危

害。该标准的制定符合该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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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

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

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

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污染物

排放标准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二条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

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

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对环境

的污染和危害。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该法第四章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第四节 扬尘污染防治 第六十八条 明确规

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建设施工和运输管理，防治扬尘污染，并要求

住房城乡建设、市容环境卫生、交通运输、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做好扬尘污

染防治工作。并在第六十九条明确要求将防治扬尘费用列入工程造价，明确施

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标准的制定是对该法第六十八条进一步落实和明

确，符合该法要求。 

另外，该法第七十二条也明确了码头等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

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

染。该标准的也适用于码头堆场颗粒物防治，符合该法要求。 

第六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建设施工和运输的管理，保持

道路清洁，控制料堆和渣土堆放，扩大绿地、水面、湿地和地面铺装面积，

防治扬尘污染。 

住房城乡建设、市容环境卫生、交通运输、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应当

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第六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治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在施

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具体的施

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第七十二条 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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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

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应当实施分区作业，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

扬尘污染。 

（3）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该法第五十四条 明确了建设施工单位扬尘在线监测设施安装和运行费用概

算要求，并在第五十六条 明确了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港口、码头扬尘污染防

治要求，为此标准的制定是该法的具体实施，符合其要求。 

第五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市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并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内大气污

染防治实施具体监督管理。 

市和区建设、绿化市容、交通、房屋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

扬尘污染大气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防治扬尘污染

的责任。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施工技术规范中扬尘污染防治的要求文明施工，控制

扬尘污染。符合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条件的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按

照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施，扬尘在线监测设施的安装和运行费用列入工

程概算。 

第五十六条 堆放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的港口、码头、堆场、混凝土搅

拌站和露天仓库等场所应当采取围挡、遮盖、密闭和其他防治扬尘污染的措

施 

（4）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该法第五十五条 明确了港口码头、建设工地应当开展扬尘污染防治，并在

第五十六条明确了工程建设单位具体承担施工扬尘的污染防治责任，同时在第

五十七条增加了对拆除施工单位构筑物拆除扬尘防治要求。该标准的制定符合

该法对港口码头、建设工地扬尘防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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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生态环

境行政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交通运输、公安、水利、林业、城市管理部门

根据各自职责，对扬尘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十五条 钢铁、火电、建材等企业和港口码头、建设工地的物料堆放

场所应当按照要求进行地面硬化，并采取密闭、围挡、遮盖、喷淋、绿化、

设置防风抑尘网等措施。 

第五十六条 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承担施工扬尘的污染防治责任，将扬尘污

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要求施工单位制定扬尘污染防

治方案，并委托监理单位负责方案的监督实施。 

第五十七条 房屋或者其他建（构）筑物拆除施工单位应当配备防尘抑尘

设备，对拆除过程中产生的扬尘污染控制负责。拆除房屋或者其他建（构）

筑物时应当设置围挡，采取持续加压喷淋等措施，抑制扬尘产生。 

（5）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该法第九条明确了相关部门在扬尘防治监督管理作用，并在第四十二条 明

确了建设施工、拆除活动中相关扬尘防治措施。标准制定是该法管理的具体落

实，同时在实施与监督中明确了相关部门的监督责任，符合该法要求。 

第九条（七）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公路施工和运输扬尘的监督管理。

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负责港口码头贮存物料和作业扬尘的监督管理。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房屋建筑工地、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地扬尘的监

督管理。城乡规划、国土资源、房屋征收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建筑物

拆除施工扬尘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二条 从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河道整治以及建筑物拆

除等活动的施工单位，应当制定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并应当在施工

现场出入口，公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单位扬尘管理负责人、扬尘监督

管理主管部门以及举报电话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除上述法律法规外，上海早在 2004 年就出台了《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

法》，明确了相关扬尘污染定义、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范围以及相关管理部门

监督管理要求。 

2、建筑领域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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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该法第四十一条 明确了建筑施工企业的扬尘污染防治要求。标准的制定是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该法相符。 

第四十一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

规的规定，采取控制和处理施工现场的各种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以

及噪声、振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的措施。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该法进一步明确了施工单位应采取防治措施以减少施工过程中粉尘危害和

污染。标准的制定是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该条例相符。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对因建设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建筑物、构筑

物和地下管线等，应当采取专项防护措施。 

施工单位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施工现场采取措

施，防止或者减少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噪声、振动和施工照明对

人和环境的危害和污染。 

在城市市区内的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对施工现场实行封闭围挡。 

3、交通运输领域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该法第二十六条 明确了港口经营人的环境保护要求。标准的制定是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该法相符。 

第二十六条 港口经营人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遵守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有关港口作业规则的规定，依法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为客户提供公平、良好的服务。 

港口经营人应当依照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有效措

施，防治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综上所述，标准的制定是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落实和细化，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7.2政策标准相符性 

考虑到扬尘污染防治相关政策标准较多，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环境保护规划、气十条等，重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一是与其密切相

关的细颗粒物防治方面，二是地方标准备案管理要求符合性方面，三是各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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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相关管理要求、标准等方面。 

1、环境空气细颗粒物污染综合防治技术政策 

该政策明确了细颗粒物的来源，其中包括了直接释放的扬尘污染源（第三

条），并明确了扬尘污染源作为细颗粒物防治重点之一（第五条）。在防治扬尘

污染章节中进一步明确了施工扬尘、粉状物料贮场扬尘作为防治重点（第二十

二条），对施工工地、各种港口装卸码头等扬尘防治提出来明确要求，如设置围

挡墙、防尘网、喷洒抑尘剂等（第二十三条）。同时在强化科技支撑方面，鼓励

开展环保标准等方面研究。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该政策要求，是对政策中施工场地、码头堆场等扬尘防

治要求的进一步细化和落实。 

2、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法 

该办法第八条明确了地方排放标准备案要求，具体包括： 

（一）已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参照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体系结构制

定，可以是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综合型污染物排放标准。行业型污染物排

放标准适用于特定行业污染源或者特定产品污染源；综合型污染物排放标准适

用于所有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适用范围以外的其他各行业的污染源； 

（三）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规定的污染物项目，补充制定地方污染

物排放标准； 

（四）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规定的污染物项目，制定严于国家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由两省一市人民政府发布实施，符合该办法（一）

要求；标准为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符合该办法（二）要求；经查询国家层

面尚未制定相关的国家排放标准，符合该办法（三）要求。为此，本标准的颁

布后符合该办法备案管理要求。经备案才能符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第十六条要求。 

2、《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 393-2007） 

该规范适用于城市规划区内各类施工工地等扬尘污染防治，施工扬尘防治

方面包括了围挡、围栏等设置要求、土方工程、建筑材料、建筑垃圾等方面的

防尘措施。规范是对扬尘防治中各类工作要求的具体明确，但并未具体以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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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控制进行细化。而本标准是对各类防尘工作要求进一步量化，明确了防尘管

理中颗粒物管控要求，是规范基础上的进一步量化和细化，与规范相符。 

3、绿色施工导则（建质[2007]223号） 

该导则用于指导绿色建筑工程的绿色施工，其绿色施工时要实现节能、节

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在环境保护技术要点方面，明确了扬尘控制要

求，如施工现场非作业区达到目测无扬尘要求，在场界四周隔板高度位置测得

的大气总悬浮颗粒物（ TSP）月平均浓度与城市背景值的差值不大于

0.08mg/m
3
。本标准的制定是对导则的进一步完善，是对导则规定的 TSP 管理要

求进一步细化，以 15 分钟值为监管要求，与导则要求相符。 

4、《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 146-2013） 

该标准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管理要求，在绿色施工中明确

规定了大气污染防治要求，主要是对扬尘等防治，并明确了当环境空气质量指

数达到中度及以上污染时，施工现场应增加洒水频次，加强覆盖措施，减少易

造成大气污染的施工作业。本标准制定是对 JGJ 146 的进一步细化和补充，同

时标准也强调在 PM2.5、PM10重污染时扣除背景值后再评价。 

5、浙江省建筑工地施工扬尘控制导则 

该导则从管理组织、场地扬尘控制、作业扬尘控制、运输扬尘控制、拆除

扬尘控制等几方面对建筑工地施工扬尘进行了明确的管控要求，同时在监测方

面给出了专用设备在线监测与控制相关要求，如监测设备应具备：实时监测

PM10浓度的功能，数据采集间隔不大于 5 分钟/次；具备 PM10浓度超标自动报警

功能；平均相对误差应小于等于±10%。并在 PM10连续 2 小时监测平均值的不同

情况下，施工场地应采取相对应的防扬尘措施。本标准制定是生态环境角度加

强对扬尘的管控，是对导则的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尤其是对目测法的量化，与

导则相符。 

6、《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S 149-2008） 

该规范是对水运工程中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粉尘和废气、噪声、固体废

物等内容的规定，是对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要求的统一。其中在粉尘和废气

中明确规定了粉尘等控制要求，主要为码头储运易起尘的干散货时，作业环节

控制粉尘排放应符合无组织排放监控点与参考点浓度差值不大于 1mg/m
3
。煤

炭、矿石码头应配置粉尘监测仪器设备，堆场和装卸作业系统可根据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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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实时除尘抑尘措施。本标准是对规范的进一步完善，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

进一步明确了颗粒物排放要求，与规范相符。 

7、《煤炭矿石码头粉尘控制设计规范》（JTS 156-2015） 

本规范是对 JTS 149 中煤炭、矿石码头粉尘管控要求的进一步细化，其基

本规定中粉尘排放要求与 JTS 149相一致，为此，本标准与该规范相符。   

8.3 与现行排放标准的关系 

国家层面现行排放标准中，并没有针对建筑施工颗粒物排放的相关标准。

建筑施工作为无组织排放的源，本标准方法参考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中的无组织监控标准限值（新污染源）。参考了上海、辽宁、陕西、深圳等

省市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 

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制定关于建筑施工扬尘控制标准，长三角区域内上海

于 2016 年出台了地方标准《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DB 31/964-2016），浙

江杭州于 2018 年启动了《扬尘排放控制标准》起草工作（已完成意见征求工

作）。本标准的制定出台是 DB 31/964-2016 的修订，也是对杭州推荐性地方标

准转化为强制性标准。相关标准指标限值比较如下； 

控制 

项目 

DB 31/964-2016(1) 杭州送审稿(2) 本标准(1) 

监控点 

限值

（mg/m3） 

达标判定

依据 

（次/日） 

监控点 

限值

（mg/m3） 

达标判定

依据 

（次/日） 

监控点限值

（mg/m3） 

达标判定

依据 

（次/日） 

颗粒物 2.0 ≤1 2.0 ≤1 2.0/1.6(3) ≤1 

颗粒物 1.0 ≤6 1.0 ≤6 1.0/0.8(4) ≤6 

注：（1）判定依据以颗粒物 15 分钟浓度均值； 

（2）判定依据以颗粒物 5 分钟浓度均值； 

（3）重点地区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9 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9.1 技术可行性分析 

 为了解本市建设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现状，掌握扬尘污染防治的主要措施和

经济成本，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选取了本市浦东、徐汇、长宁、普陀和杨浦

等 5 个区县，以房屋建设、房屋拆除、道路施工等 3 大类 40 个建设工地为调查

对象，调研内容主要包括建设工程基本情况（如工程项目名称、施工地址、施

工/建筑面积、施工期、工程投资等）、主要扬尘防治措施及经济成本等三大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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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研结果来看，工地主要的扬尘防治措施包括:采取洒水降尘（3~5 次/

天）、边界围挡、易扬尘物料覆盖、运输车辆冲洗、裸露地面覆盖等各类扬尘防

治措施；一些工地为还采取了绿化抑尘、设置防尘隔离屏等其他措施。 

开展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在技术上没有难点，关键在于切实有效的落实

这些扬尘防治措施。 

9.2 经济可行性分析 

9.2.1 费用-效益分析 

        经济可行性分析的本质是费用—效益分析。对于污染物排放标准，主要注

重在技术层面上考虑经济上的平衡。 

（1）总费用 

  造成污染总费用由损失费用和控制费用两部分组成。 

 ①损失费用  给造成污染区域内的财物、公众和环境带来的损失，包括设

备、构筑物的损失费，农作物减产的赔偿费，以及无形的人体健康伤害费等，

目前我国可以用来衡量的有排污费和罚款。 

② 控制费用  包括治理设备的投资，运行费用，维修费用，管理费用等。 

       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为：H=Y+Z 

       式中：H 为总费用，(万元/年)； 

            Y 为损失费用总和 (万元/年)； 

            Z 为治理装置的总投资费用；设备的年折旧费；运行管理维修费；治理

装置回收产品或副产品收益或节能收益(此值为负值)(万元/年)； 

（2）综合效益 

       从环境、技术、经济三个方面综合地看待不同的治理装置所达到的综合效

益的大小，并以此优化选型，以确定达到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案和设备装置，以

综合效益指数的大小来确定。环境效益考虑治理前后减排效果、设备运行节省

的排污费、以及社会效益。 

9.2.2 经济成本核算 

 从扬尘防治资金投入占工程总投资比例来看，根据工程规模等，不同工程

用于扬尘防治的资金投入在 10 万-200 万之间，占工程总投资的 0.05%-1.20%，

平均比例为 0.18%，其中 1/4 左右工程扬尘防治投资比例在 1%左右。 

       从单位面积扬尘防治资金投入强度来看，单位施工面积每天扬尘资金为

0.016-0.230 元/天.平方米之间，加权平均值为 0.040 元/天﹒平方米（算术平均值

为 0.119），其中有 42%工地投入强度大于 0.100 元/天﹒平方米；单位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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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扬尘资金为 0.003-0.100 元/天﹒平方米之间，加权平均值为 0.010 元/天﹒平

方米（算术平均值为 0.027），其中 40%工地投入强度大于 0.025 元/天﹒平方

米。 

10 预期效益分析（该部分仍需相关数据后修改完善） 

示范区内建立统一的建筑工地扬尘在线监测技术方法，有助于扬尘在线监

测技术和仪器的互认，有利于加快推进建筑施工扬尘在线监测工作；建立统一

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有助于建筑施工扬尘控制污染最佳实用技术的推

广，有利于提升区域的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和监管水平。 

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的推出，不仅可以规范示范区内的建筑施工扬尘

监测与监管，提高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水平，减少扬尘污染排放，同时也将

对示范区外的建筑行业起到示范作用，有效提升长三角区域建筑施工扬尘污染

防治和监管水平。 

由于建筑施工是敞开源，其颗粒物的排放属于无组织排放，计算其减排量

较有组织排放相对困难。按照目前建筑施工颗粒物在线监测试点工地的数据分

析，以环境敏感区新源 15 分钟平均浓度 0.8mg/m3 为限值，即将现有标准加严

20%，即建筑施工颗粒物减排量为 20%。根据 2018-2019 年源解析结果上海市

PM2.5 来源中本地污染排放贡献占 63%~83%，平均约为 73%；本地排放源中，

流动源占 38.7%，工业生产占 19.9%，扬尘源占 11.0%，燃煤源占 10.4%，另有

农业生产、生物质燃烧、民用生活面源及自然源等其他源类占 19.9%。 

2019 年上海市 PM2.5年均浓度为 35 微克。根据 2018-2019 年源解析，上海市

扬尘源占到本地排放源的 11.0%，如果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加严 20%，保

守预计建筑施工颗粒物排放量降低 20%，可使上海市 PM2.5 浓度降低 0.6 个微

克。 

根据试点工地浓度排序统计，试点工地每月浓度最高的工地与浓度最低的工

地颗粒物浓度的比值约为 1.6～4.2，12 个月平均的比值为 2.1。每月最高浓度与

平均浓度的比值约为 1.2 ～2.5，平均比值为 1.4。说明本市建设工程的扬尘污染

防治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按照现有施工工艺和最佳扬尘污染防治水平估算，则

建设工程扬尘污染减实际排潜力可达 50%左右，也就是可使上海市 PM2.5浓度

降低 1.9 个微克。  

  根据杭州市最近一次环境空气 PM2.5源解析结果，本地污染排放贡献平均为

72%，其中扬尘源占到 20.4%。如果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加严 20%，即建

筑施工颗粒物排放量降低 20%，预计杭州市 PM2.5浓度最多可以下降 1.12μ

g/m3。若建筑施工扬尘污染减排 50%，预计杭州市 PM2.5浓度可以从 2019 年的

38μg/m3最多下降到 35μg/m3。 

根据 2018-2019 年江苏大气污染物源解析数据，江苏省扬尘源占 PM2.5比例



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 

 

47 

 

为 15.4%，年 PM2.5 年均浓度为 43μg/m3。按照现有施工工艺和最佳扬尘污染防

治水平估算，则建设工程扬尘污染减实际排潜力可达 50%左右，也就是可以使

江苏省 PM2.5浓度降低 3.3 微克。 

10 标准实施建议 

 （1）上海市：考虑到上海已经于2016年出台了上海地方标准《建筑施工

颗粒物控制标准》（DB 31/964-2016），建议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在全上海执行，

不仅限于示范区青浦区。 

（2）江苏省：建议本标准发布后，江苏省吴江区优先执行，经1～2年的

过渡期后，在江苏省全面实施执行，具体全面执行时间可由当地省级人民政府

确定或在标准中给予最晚实施时间。 

（3）浙江省：考虑到杭州已起草制定杭州市地方标准，并与上海DB 

31/964-2016进行了衔接，建议本标准发布后，浙江省杭州市、嘉善县优先执

行，经1～2年的过渡期后，在浙江省全面实施执行，具体全面执行时间可由当

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或在标准中给予最晚实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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