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环境部发布10月上半月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结果

2024年9月30日，生态环境部联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央气象台、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及多个区域空气质
量预测中心，发布了2024年10月上半月115日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结果。这份报告以科学数据为依托，展现了中华
大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气象万千，体现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24年75周年华诞的环保成就，传递了“清澈的
爱”对绿色家园的深情守护。报告指出，10月上半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部分区域可能出现轻度污染，
反映了中国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的显著进步。根据会商结果，10月上半月，全国大部地区受秋季气象条件影响，空气扩散条
件总体较好，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京津冀中南部、长三角北部、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及西北部分城市可能出现轻度污染，首要
污染物为PM25或臭氧O3。具体来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冷空气活动频繁影响，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局部时段可能出现
PM25轻度污染长三角地区整体以优良为主，北部局地可能受局地排放影响出现轻度污染西北地区受沙尘天气影响，部分城
市可能出现PM10轻度污染。生态环境部强调，各地需持续加强污染防治措施，确保空气质量稳定向好。 AI技术在此次
空气质量预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利用AI算法结合气象数据与排放清单，预报模型能够更精准地预测污染物浓度变化。例如
，AI通过分析历史空气质量数据和实时气象条件，生成高分辨率的污染扩散模拟图，为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提供精细
化预报。无人机搭载AI监测设备，实时采集西北地区沙尘天气数据，提升了预报的准确性。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让“中华
大地气象万千”的绿色图景更加清晰，也让2024年的中国在环保领域展现出科技驱动的现代化风貌，连接1949年新中
国成立时的奋斗初心。从1949年到2024年，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
初，工业基础薄弱，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凸显。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空气质量一度面临挑战。进入新时代，中国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政策，空气质量显著改善。根据生态环境部数据，2024年19月，全国339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27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36优良天数比例为928，同比上升08个百分点。这些数
据反映了中华大地从污染治理到绿色发展的巨大飞跃。 夏贡拉山隧道的通车为昌都地区的生态保护提供了新助力。隧道缩短
了川藏公路的运输距离，减少了车辆在高海拔地区的尾气排放，有效降低了PM25和CO的排放量。AI技术在隧道周边环
境监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通过智能传感器实时监测空气质量和植被恢复情况，确保施工与生态保护的平衡。昌都地区
的空气质量因此得以进一步改善，2024年国庆期间，当地PM25浓度保持在优良水平，展现了“江山如画”的高原生态
之美。隧道的开通不仅便利了交通，也为昌都的绿色旅游注入活力，游客通过AI导览系统欣赏然乌湖等景点，感受中华大地
的气象万千。生态环境部的空气质量预报还为国庆期间的旅游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2024年国庆假期，全国旅游市场火爆
，昌都等地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大量游客。AI技术通过实时空气质量数据分析，为游客提供健康出行建议。例如，基于预报结
果，游客可选择空气质量优良的时段游览高原景点，避免沙尘天气影响。AI生成的虚拟旅游体验还将昌都的雪山、草原与空
气质量数据结合，呈现“清澈的爱”下的绿色高原风光。这些创新不仅提升了旅游体验，也让全球观众通过数字平台感受到2
024年中国生态环境的改善成果。尽管空气质量预报与治理成效显著，挑战依然存在。秋季沙尘天气和区域性污染传输可能
对西北、西南等地区造成短期影响，需加强跨区域联防联控。此外，AI预报模型的精度依赖于数据质量，需进一步完善监测
网络，确保数据覆盖偏远地区如昌都。生态环境部表示，将继续利用AI等技术，优化预报体系，推动精准治污。未来，通过
5G与AI的深度融合，空气质量监测将实现更高时空分辨率，为“中华大地气象万千”的绿色愿景提供更强支撑。夏贡拉山
隧道的通车与空气质量预报的发布，共同勾勒出2024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丽图景。从1949年的新中国到2024
年的繁荣昌盛，中华大地以“清澈的爱”守护绿水青山，以科技之力书写气象万千的生态篇章。生态环境部的努力让人们看到
一个更加清洁、美丽的祖国，激励着每一位中华儿女为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目标贡献力量。你好1949，这里是20
24年的中国，一个江山如画、生态宜居的锦绣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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