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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污染防治与城市建设管理的探讨

田彬林

咸阳市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防治中心，中国·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咸阳市空气质量多年来排名全国 168 个城市倒数位次，经济的快速发展，机动车数量的大幅增长对空气质

量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 PM2.5 和臭氧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论文深入剖析了咸阳市机动车污染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

题，同时详细列举了具体的防治措施，以期为咸阳市及相似城市的空气质量改善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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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many years, Xianyang City has ranked last among 168 cities in China in terms of air qualit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motor vehicles have brought serious challenges to 
air quality, especially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roblems of PM2.5 and ozone pollution. The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motor vehicle pollution in Xianyang City, and lists spec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detail,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air quality in Xianyang City and simila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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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咸阳市作为西北地区的重要城市，空气质量多年来不

优备受关注，为改善空气质量，采取了多种方式，空气质量

有所改善，但在全国 168 个城市的排名依然靠后，聘请一市

一策团队长期跟踪研究，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市民的健康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论文旨在深入探

讨机动车污染防治与城市建设管理的内在联系，为咸阳市空

气质量的有效改善提供策略性建议。

2 大气污染质量状况及污染源解析

2.1 空气质量现状
咸阳市 2023 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5.17，优良天数 230

天，PM2.5 浓度 52 微克 / 立方米，PM10 浓度 90 微克 / 立方米，

臭氧浓度 171 微克 / 立方米，各项指标均未达到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的限值，空气质量现状不容 

乐观。

2.2 污染物来源解析
根据环境监测数据，冬季是 PM2.5 浓度超标多发季，夏

季是臭氧浓度超标的多发季。根据咸阳市一市一策团队跟踪

研究，咸阳秋冬季各类源对 PM2.5 贡献按照由大到小顺序依

次为：二次硝酸盐源＞机动车源＞燃煤源 = 扬尘源＞工艺过

程源＞二次有机气溶胶（SOA）＞生物质燃烧源＞其他源＞

二次硫酸盐源，各类元占比由大到小依次为：16%、15%、

14%、14%、11%、10%、9%、6%、5%。机动车源、燃煤源、

扬尘源是主要的一次污染源。对咸阳市 NOx 进行来源解析，

咸阳市 NOx 排放主要来自移动源，占比 40.0%。可见，移

动源是咸阳市 NOx 的主要来源；对咸阳市 VOCs 主要来源

解析，主要为机动车源、石油化工源和燃烧源，占比分别为

33.55%、26.81% 和 16.46%；根据 NOx 和 VOCs 来源解析，

分析咸阳市 O3 来源从大到小依次为机动车源、溶剂使用源

和油品挥发源，占比分别为 34.7%、22.5% 和 13.1%。据统

计，咸阳市 2022 年机动车总流量为 1.1 亿辆次，市内机动

车总流量 7579 万辆次，并且由于咸阳市市区面积较小，而

车流量密度较大，达到 2780 辆次 / 平方公里·天。以上可见，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是 PM2.5 和 O3 主要因素之一，对大气环

境质量影响较为明显。机动车污染除了近年来经济的发展，

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使用率逐年提高外，城市的建设管理

也存在诸多问题，加剧了机动车污染的程度。

3 城市管理存在问题

3.1 道路拥堵与施工影响
咸阳市城区道路拥堵现象频发，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

频繁怠速和排队等候，其道路网络承受着巨大的交通压力。

特别是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城区道路拥堵现象频发，车辆行

驶缓慢，怠速和排队等候的时间大大增加。这不仅浪费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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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时间，也导致了机动车尾气排放量的显著上升。加之道

路施工频繁，部分路段经常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进一步

加剧了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问题。

3.2 公共交通系统发展滞后
一个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降低

机动车尾气排放的关键。咸阳市公交车辆数量不足，线路布

局不够合理，导致市民出行不便 [1]。此外，非机动车道和步

道的建设也存在问题，部分区域存在道路狭窄、设施不完善

的情况，使得非机动车和行人出行变得困难且不安全。这些

因素都导致了市民对公共交通系统的信任度降低，转而选择

使用私家车出行，从而增加了交通压力和尾气排放。

3.3 停车管理不规范
停车位严重不足，尤其是城市中心区域和繁华商业区，

停车难已成为市民的普遍抱怨。其次，地下停车位建设缓慢，

无法满足市民的停车需求。同时，部分对外营业的门面没有

配建地下停车场，导致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普遍存在。这不仅

影响了市容市貌，还加剧了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 [2]。此外，

由于停车管理不规范，一些车主将车辆随意停放在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等地方，严重影响了市民的出行安全和城市的交

通秩序。

3.4 市民环保意识薄弱
环保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城市环境的改善和空气质

量的提升。然而，在咸阳市，部分市民的环保意识尚不到位，

对绿色出行和低碳生活的认识尚显浅薄。他们往往对机动车

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认为私家车出行方便快捷，而忽视

了其对环境和空气质量的影响。这种观念导致私家车使用率

高居不下，而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率相对较低。

针对机动车保有量和流量的不断上升的现实局面，除

了加快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大力推广新能源机动车等有力措

施外，优化和完善城市建设管理措施，也是降低机动车对环

境空气污染的重要措施 [3]。

4 建议措施

4.1 加强交通管理与疏导
首先，优化交通信号灯配时是缓解道路拥堵的重要手

段。通过精准分析道路车流量和交通流特性，科学调整交通

信号灯的配时方案，可以确保交通流畅，减少车辆在交叉口

的等待时间，从而提高道路通过率

其次，推广智能交通系统也是提升交通管理水平的必

要途径。智能交通系统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交通流量、

车速、道路状况等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和分析，为交通管理者

提供科学、准确的决策依据 [4]。

最后，城市建设规划也需要更加合理和科学。在规划

城市道路建设时，应充分考虑交通流量的分布和变化，避免

同时封闭相近的多条道路，以免加剧道路拥堵程度。在施工

期间，应加强交通疏导工作，采取合理的交通管制措施，减

少机动车怠速和排队等候时间，确保施工期间交通的顺畅。

4.2 完善并优化公共交通系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环保理

念的普及，公共交通系统的完善与优化显得尤为重要。公共

交通不仅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更是民生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政府需要以非营利为出发点，致力于提高

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以满足广大市民的出行需求。

首先，增加公交车辆投入是提高公共交通服务质量的

关键。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公交车辆的承载压力也在

逐渐增大。为了缓解这一压力，需要加大公交车辆的投入力

度，增加公交车辆的数量，以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其次，优化公交线路布局是提高公共交通覆盖率和便

利性的重要手段。需要根据市民的出行需求和城市的发展规

划，对公交线路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通过增加新的公交线

路、调整现有线路的走向和站点设置等方式，提高公共交通

的覆盖率和便利性，让市民更加方便快捷地出行 [5]。

最后，适当延长公交的运行时间也是提高公共交通服

务质量的重要举措。目前，大部分公交在 20 点左右就停止

运行，这对于需要夜间出行的市民来说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因此，适当延长主要线路的运行时间，如延长至 22 点，以

满足市民的夜间出行需求。

4.3 强化停车管理与规划建设
停车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多数城市的一大问题，针对

咸阳市解决这一难题，必须进一步强化停车管理与规划建

设，通过合理规划停车位，增加停车位的供给，从而有效满

足市民的停车需求。

短期内，可以在不影响交通和行人通行的前提下，采

取多项措施来增加地面停车位。可以通过对现有道路和公共

空间的合理利用，增设更多的地面停车位，地面停车位采取

免费政策，从而解决部分居民因停车费用高昂而选择开车的

问题。此举不仅方便了市民的出行，还能有效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现象。

然而，地面停车位虽然短期内可以迅速增加，但长期

来看，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因此，加快地下停车场的规划

建设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必须充分考

虑到停车位的配置，新建小区必须配备足够的车位，确保每

户居民都能拥有至少一个停车位。同时，对于沿街有对外营

业的商业店铺的区域，也需要配备合理的地下停车场，以满

足商业活动的停车需求。

此外，车站、广场、商业中心等公共场所周边也应配

套建设地下停车场。这些地下停车场可以采取差异化的收费

政策，根据停车时段和停车区域的不同，制定合理的收费标

准。例如，商业中心可以适当降低停车收费，以吸引更多消

费者前来购物；而公共场所的停车场则可以实行免费政策，

为市民提供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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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畅通城市步道和自行车道系统
畅通无阻的步道和自行车道系统已经成为提升城市生

活品质、降低机动车行驶率的关键要素。尤其是建成区面积

不大，但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城市中，如何合理规划和利用

每一寸土地，确保市民的出行安全便捷，就显得尤为重要。

城市的步道和自行车道不仅仅是交通的通道，更是市

民休闲、健身、社交的重要场所。因此，在规划城市道路时，

必须首先考虑让步道和自行车道畅通无阻。这不仅仅是为了

缓解交通压力，更是为了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让市民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能够享受到步行和骑行的乐趣。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现有的城市非机动车道和

步道进行改造。一方面，提升步道和自行车道的舒适度和安

全性。例如，铺设平坦的路面、设置明确的标识和指示牌、

加强照明和监控设施等。这些措施不仅能够提高市民的出行

体验，还能够有效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科

学合理的规划，确保步道和自行车道的畅通无阻。例如，在

城市中心区域设置更多的步行和骑行区域，鼓励市民采用绿

色出行方式；在交通繁忙的路段设置专门的自行车道和人行

道，减少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混行；在公园、广场等公共场

所设置步行和骑行区域，为市民提供更多的休闲健身场所。

4.5 提升市民环保意识与绿色出行意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交通工具的日益增多，环境

污染和交通拥堵问题愈发凸显。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提升市

民的环保意识和绿色出行意识变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关乎每

个人的生活品质，更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一，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是增强市民环保意识的基础。

通过各种渠道，如媒体、社区活动、学校课程等，向市民普

及环保知识，让他们了解机动车污染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同

时，引导市民认识到自己的日常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在

日常生活中积极采取环保措施。

第二，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活动，鼓励市民采用步行、

骑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绿色出行方式。这些出行方式不

仅环保，还能锻炼身体、缓解交通压力。政府可以通过建设

更多的步行道、自行车道，提供便利的公共交通服务等方式，

为市民创造更好的绿色出行环境。同时，还可以通过举办绿

色出行主题的活动，如骑行比赛、步行日等，吸引更多人参

与绿色出行。

在提升市民绿色出行意识方面，取消机动车尾号限行

政策是一个有效的措施。通过采取停车免费、畅通步道和自

行车道、增加公共交通等措施，让市民感受到绿色出行的便

利和舒适。这样，市民就能由被动变主动，选择绿色出行方

式，提高城市车辆停驶率，减少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

4.6 优化城市规划与绿色空间建设
城市规划与绿色空间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或策略，而是关乎我们城市未来发展、居民生活质量以及生

态环境可持续性的重要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

规划和绿色空间建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首先，优化城市规划是打造宜居城市的关键。在规划

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环境因素，确保城市的空间布局

合理、科学。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合理划分居住、商业、工业

等区域，避免功能区域的交叉干扰，减少交通拥堵现象。同

时，我们还需要关注城市的交通网络设计，确保道路畅通，

便于居民出行。

然而，城市规划并不仅仅是关于物理空间的布局，更

重要的是如何将这些空间与绿色元素相结合，打造生态友好

的城市环境。绿色空间建设在这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城市绿地是城市之肺，它们不仅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污染

物，改善空气质量，还能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增

强城市的生态功能。

加强城市绿地建设，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政

府应该加大对绿地建设的投入，提高城市绿地的面积和覆盖

率。其次，应该注重绿地的多样性，不仅要有草坪、花坛等

常见的绿地类型，还要有湿地、森林公园等生态功能更强的

绿地类型。最后，还可以通过推广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

式，增加城市的绿色空间，让绿色元素融入城市的每一个

角落。

5 结语

咸阳市在机动车污染防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仍需在城市管理层面进一步加强规划和管理。通过实施上

述详细措施，可以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保障市民健康。同时，

加强公众参与和环保意识教育，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

参与的污染防治格局，推动咸阳市走向更加绿色、健康的发

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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