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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征求意见
稿）》修订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

的通知》（国发〔2023〕24号）和《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

优化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的指导意见》（环大气〔2024〕6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我厅组织对《浙江省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浙政办发〔2019〕19号）进行修订，形成了《浙

江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有关修订情况说

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2023年 11月 30日，国务院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

动计划》，要求完善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建立健全省市县

三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明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责任

分工，规范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响应、解除工作流程，优

化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标准。

2024 年 1月 22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

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优化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规则、规范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强化区域应急联

动、加快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修订、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

效果评估等 5方面工作内容，明确了重污染天气预警标准，

提出了具体要求。

二、修订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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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调整预警分级标准

黄色预警：由“预测空气质量指数（AQI）日均值>200

将持续 2天(48小时)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修改

为：“预测日 AQI＞200或日 AQI＞150持续 48小时及以上，

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橙色预警：由“预测 AQI 日均值>200 将持续 3 天(72 小

时 )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修改为 :“预测日

AQI>200持续 48 小时或日 AQI＞150持续 72小时及以上，

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红色预警：由“预测 AQI 日均值>200 将持续 4 天(96 小

时)以上，且预测 AQI日均值>300将持续 2天(48小时)及以

上；或预测 AQI日均值达到 500”，修改为:“预测日 AQI>200

持续 72小时且日 AQI>300持续 24小时及以上”。

（二）明确实施重污染天气差异化应对

根据不同污染物造成的重污染天气，实施差异化应对。

因细颗粒物（PM2.5）污染造成的重污染天气，严格按照

本预案执行；

因臭氧（O3）污染造成的重污染天气，及时向社会发布

健康提示信息，加强对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氮氧化物

（NOx）排放源的日常监管；

因沙尘、山火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重污染天气，及时向

社会发布健康提示信息，引导公众采取健康防护措施，视情

采取加强扬尘源管控等措施。

（三）细化长三角区域应急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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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长三角区域协作办的区域预警提示信息，要求预警

范围内城市实施应急联动，启动不低于区域预警级别的重污

染天气预警和应急响应。收到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

小组办公室的区域黄色预警提示信息后，省指挥部办公室及

时通报并督促相关市启动区域应急联动；收到长三角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办公室的区域橙色、红色预警提示信息

后，省指挥部及时通报并督促相关市启动区域应急联动。

（四）其它

1、根据生态环境部有关文件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

技术规定（试行），优化了部分应急响应措施。

2、删减“应急准备”章节，将相关要求体现在其它章节内

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