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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铁路是中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但中国至今尚无铁路运输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报道B根据中国铁路部门逐年统计

数据$采用基于燃料消耗量的排放因子法$估算了 "#$) g’(($ 年中国铁路机车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并分析了大气污染物排放强

度及其变化B结果表明$** 年来中国铁路机车烟尘(50’ (60和 67\*排放量逐年降低$分别由 "#$) 年的 *)"‘(%( *#‘#$( &E‘%( 和

&E‘)* 万 9降至 ’(($ 年的 $‘&$( "‘"E( *‘%$ 和 ’‘%E 万 9$年均减排量分别为 "(‘$(( "‘’"( ’‘)* 和 ’‘)% 万 9B但 ,09排放量呈上升

趋势$由 "#$) 年的 *‘E& 万 9增至 ’(($ 年的 #‘&* 万 9$年均增加 (‘’( 万 9B烟尘(50’ (60和 67\*的排放强度呈现明显的降低趋

势$其值分别由 "#$) 年的 %&‘%’( $‘&"( "%‘)E 和 "%‘)’ h"( iE HU)"9)HF# i"降至 ’(($ 年的 (‘)E( (‘(&( (‘’) 和 (‘"& h"( iE

HU)"9)HF# i" $,09的排放强度在 (‘) g(‘& h"(
iE HU)"9)HF# i"范围内波动B中国铁路运输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

量的比重较低$加上其排放强度还逐年降低$因此可以说铁路运输是中国交通运输领域中理想的节能减排运输方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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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具会排放多种大气污染物$50’ 和
,09等气体是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污染物$受

到科学家和公众的普遍关注 *" g)+B50’ 可对呼吸系

统造成伤害$还可导致硫酸型烟雾 *%$$+ $,09和 60

可以引发城市光化学烟雾污染 *&$#+B在我国交通运
输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研究方面$主要关注城市
机动车的排放问题 *"( g"E+ $而对包括火车(飞机(船舶
在内的非道路移动源的排放问题研究较少 *")+B在铁
路运输中$蒸汽机车燃烧原煤(内燃机车耗用柴油均
会直接排放 60(,09(50’(67\*"碳氢化合物#和烟
尘等大气污染物B虽然目前已有一些内燃机车气态
污染物排放测定工作 *"%$"$+ $但对我国整个铁路运输

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及排放强度变化的研究工
作还未见报道$ *( 多年来$我国铁路运输密度(组
织方式(能源消费结构不断变化$本研究针对我国铁
路运输行业的自身特点$基于我国铁路行业逐年的
统计数据来估算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探讨了 *( 多年
来我国铁路运输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规律及其强
度变化$讨论了铁路运输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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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排放总量的比重及其变化$以期为估算我国交通
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提供依据B

MN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

MOM!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中 "#$) g’(() 年的原始数据来自铁路

统计部门逐年的 %全国铁路统计资料汇编&资料$
’((% g’(($ 年的数据来自文献*"&+B数据内容主要
有机车运用指标(机车工作量等统计数据以及每年
的货物周转量和旅客周转量B我国铁路机车分为 *
种类型! 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B蒸汽机车
燃煤(内燃机车燃烧柴油会直接排放 60(,09(50’(
67\*和烟尘等大气污染物$电力机车因使用电力而
达到了大气污染物的,零排放-$所以本研究只考虑
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排放量及其强度B
MOP!机车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

机车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估算采用基于燃料消
耗量的排放因子法$我国铁路的蒸汽机车和内燃机
车有多种型号$但在年度统计上$只有整个蒸汽机车
或内燃机车的燃料消耗总量$没有对不同型号机车
的燃料消耗状况进行分门别类地统计B若要获得不
同型号机车的燃料消耗状况和污染物排放水平$不
仅十分困难$而且意义不大$采用燃料消耗总量和平
均排放因子来定量分析我国铁路机车污染物排放状
况更实际一些B同时$适当的排放因子对获得可靠的
估算结果较为重要$从我国已有的研究工作来
看*")$"# g’"+ $在分行业和分燃料的污染物排放因子选
择上$铁路行业的排放因子均引用国外 ’( 世纪 $( 年
代中期的数据$事实上我国铁路运输的组织方式(燃
料结构与国外相差较大$因此造成一定的误差和不确
定性B在本研究中$采用我国铁路行业自己通过试验
测定获得的排放因子来估算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将较
为合理$从而可获得较为可靠的估算结果B蒸汽机车
的 60(,09(50’(67\*和烟尘年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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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蒸汽机车 ’年所排放的 ;种大气污染物数
量"万 9#$!’为蒸汽机车 ’年的原煤消耗量"万 9#$
>;为蒸汽机车 ;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因子B烟尘的
排放因子采用大连机车厂的试验数据$为 "&$ UOHU$
60(50’(,09和 67\*的排放因子分别为

*’’+ ! E)
UOHU( "# h? UOHU( "‘) UOHU和 E) UOHU$其中 ? 为燃
煤的含硫量"j#$有研究表明我国原煤平均含硫量
为 "‘"’j *"#+ $因此 ? 取 "‘"’jB

内燃机车的 60(,09(50’(67\*和烟尘年排放
量计算公式为!

@’;<
A’=B;
"(*

"’#

式中$@’;为内燃机车’年所排放的;种大气污染物数
量"万 9#$A’为内燃机车 ’年的燃油消耗量"万 9#$
B;为内燃机车 ;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因子B内燃机

车 60(,09(50’ 的排放因子采用蔡惟瑾等
*"%+对 *

种内燃机车试验测试的平均值$其值分别为 $‘"
UOHU( )(‘* UOHU( ’‘’ UOHUB内燃机车的烟尘和
67\*排放因子采用铁道部劳动卫生研究所及铁道

机车车辆研究所的试验数据 *’’+ $其排放因子分别为
")‘’ UOHU和 )‘" UOHUB

我国铁路机车的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为蒸汽机
车和内燃机车的年排放量之和$即为!

C’;<:’;D@’; "*#
式中$C’;为我国铁路机车 ’年所排放的 ;种大气污染
物数量"万 9#$:’;和 @’;的含义见公式""#和"’#B
MOE!机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的计算方法

在铁路运输统计中$通常采用换算9)HF作为计
量全部周转量的单位"简称!9)HF#$并规定全部周
转量"换算9)HF# k货物周转量"9)HF# a旅客周转
量"人)HF# *’*+B由于铁路燃料消耗统计没有将货运
消耗和客运消耗分开进行统计$针对我国铁路运输
行业特点$本研究设定机车某种大气污染物排放强
度为单位全部周转量的排放量$具体为每万换算
9)HF的污染物排放量B根据每年蒸汽机车和内燃机
车承担的牵引工作量比例$估算出这 ’ 类机车承担
的全部周转量$然后求得我国铁路机车的大气污染
物排放强度B

PN我国铁路机车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及排放强度

POM!排放量
"#$) g’(($ 年我国铁路机车的烟尘( 50’(60

和 67\*的排放量变化基本相似$均呈降低态势’
"#$) g"#&E 年的排放量较高$并呈小幅上下波动$
其中 "#&E 年的排放量最大$ "#&) 年以后排放量逐
年大幅跌落B具体而言$烟尘由 "#$) 年的 *)"‘(% 万
9降至 ’(($ 年的 $‘&$ 万 9$年均减排量达 "(‘$( 万
9B"#$) g"#&E 年烟尘的年均排放量达 *)"‘&& 万 9$
"#&E 年高达 *%$‘(" 万 9’ "#&) g’(($ 年年均降低
"%‘"’ 万 9"降幅为 E‘Ej#$其中 "##$ 年降至 "(( 万
9以下$’((’ 年以后降至 "( 万 9以下*图 ""C#+B就
50’ 来说$其排放量由 "#$) 年的 *#‘#$ 万 9降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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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 "‘"E 万 9$年均减排 "‘’" 万 9B"#$) g
"#&E 年 50’ 的年均排放量达 E(‘" 万 9$ "#&E 年高
达 E"‘&" 万 9’ "#&) g’(($ 年年均降低 "‘&* 万 9$其
中 "##E 年降至 ’( 万9以下$ "### 年以后降至 ) 万9
以下$ ’((’ g’(($ 年年均排放量维持在 "‘" 万 9左
右*图 "" Q#+B就 60而言$其排放量由 "#$) 年的
&E‘%( 万 9降至 ’(($ 年的 *‘%$ 万 9$年均减排 ’‘)*
万 9B"#$) g"#&E 年 60的年均排放量达 &E‘#( 万 9$
"#&E 年高达 &&‘%& 万 9’ "#&) g’(($ 年年均降低
*‘&’ 万 9$其中 "##* 年降至 )( 万 9以下$ "### 年以
后降至 "( 万 9以下$ ’((’ g’(($ 年年均排放量维
持在 *‘)E 万 9左右 *图 " "L#+B67\*排放量则由
"#$) 年的 &E‘)* 万 9降至 ’(($ 年的 ’‘%E 万 9$年均
减排 ’‘)% 万 9B"#$) g"#&E 年 67\*的年均排放量
达 &E‘$$ 万 9$ "#&E 年高达 &&‘E$ 万 9’ "#&) g’(($
年年均降低 *‘&) 万 9$其中 "##* 年降至 )( 万 9以
下$ "### 年以后降至 "( 万 9以下$ ’((’ g’(($ 年
年均排放量维持在 ’‘)) 万 9左右*图 ""@#+B** 年
来$由于大规模地淘汰能效低(排放强度大的蒸汽机
车$同时大量运用能效高(排放强度相对较低的内燃
机车和,零排放-的电力机车$使得我国铁路运输行
业的烟尘(50’(60和 67\*排放量逐年下降$也使
我国铁路行业在客货运输量不断增大的情形下取得
了,运输量增加$排放量降低-的好成绩$为减少我
国交通运输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做出了贡献B

与烟尘(50’(60和 67\*这 E 种大气污染物排
放量变化不同$ "#$) g’(($ 年我国铁路机车 ,09排
放量逐年上升$其值由 "#$) 年的 *‘E& 万 9升至
’(($ 年的 #‘&* 万 9$年均增长量达到 (‘’( 万 9"增
幅为 )‘$j#B其中$ "#$& 年的排放量超过 E 万 9$
"#&) 年超过 ) 万 9$ "#&$ 年超过 % 万 9$ "##" 年超
过 $ 万 9$ "##) 年超过 & 万 9$ ’((E 年超过 # 万 9$
’(($ 年接近 "( 万 9*图 ""?#+B
POP!排放强度

就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而言 "图 "#$ "#$) g
’(($ 年我国铁路机车烟尘(50’(60和 67\*这 E 种
污染物的排放强度逐年降低$变化趋势也基本相似B
烟尘 的 排 放 强 度 由 "#$) 年 的 %&‘%’ h"( iE

HU)"9)HF# i" 降 至 ’(($ 年 的 (‘)E h "( iE

HU)"9)HF# i"$年均降低 ’‘"* h"( iE HU)"9)HF# i"$
其中 "#&" 年降至 )( h"( iE HU)"9)HF# i" 以下$
"##$ 年降至 "( h"( iE HU)"9)HF# i"以下$ ’((’ 年
以后降至 " h"( iE HU)"9)HF# i"以下*图 ""C#+B50’
的排放强度由 "#$) 年的 $‘&" h"( iE HU)"9)HF# i"

降至 ’(($ 年的 (‘(& h"( iE HU)"9)HF# i"$年均降低
(‘’E h"( iE HU)"9)HF# i"$其中 "#&E 年降至 ) h
"( iE HU)"9)HF# i"以下$ "##$ 年以后降至 " h"( iE

HU)"9)HF# i"以下$ ’((’ g’(($ 年年均排放强度维
持在 (‘(& h"( iE HU)"9)HF# i"左右 *图 " " Q#+B就
60而言$其排放强度由 "#$) 年的 "%‘)E h"( iE

HU)"9)HF# i" 降 至 ’(($ 年 的 (‘’) h "( iE

HU)"9)HF# i"$年均降低 (‘)" h"( iE HU)"9)HF# i"$
其中 "#&) 年降至 "( h"( iE HU)"9)HF# i" 以下$
"##’ 年降至 ) h"( iE HU)"9)HF# i"以下$ "### 年以
后降至 " h"( iE HU)"9)HF# i"以下$ ’((’ g’(($ 年年
均排放强度在 (‘’% h"( iE HU)"9)HF# i"左右 *图 "
"L#+B67\*排放强度则由 "#$) 年的 "%‘)’ h"( iE

HU)"9)HF# i" 降 至 ’(($ 年 的 (‘"& h "( iE

HU)"9)HF# i"$年均降低 (‘)" h"( iE HU)"9)HF# i"$其
中 "#&) 年降至 "( h"( iE HU)"9)HF# i"以下$ "##’ 年
降至 ) h"( iE HU)"9)HF# i"以下$ "### 年以后降至 "
h"( iE HU)"9)HF# i"以下$ ’((’ g’(($ 年年均排放强
度只有 (‘"# h"( iE HU)"9)HF# i"左右*图 ""@#+B

图 MN我国铁路机车的烟尘&"CP &-C&=C!

和 -":#逐年排放量及强度

=AUB"!388>C;M779$ 50’ $ 60$ ,09C8? 67\*@FAMMA78M

C8? 9:@AKA89@8MA9A@M7R9:@;7L7F79AS@MA8 6:A8C

"#$) g’(($ 年我国铁路机车 ,09的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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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g(‘&( h"( iE HU)"9)HF# i"范围内波动$平
均排放强度为 (‘%) h"( iE HU)"9)HF# i"*图 ""?#+B
"#$) g’(($ 年 ,09的排放强度与烟尘(50’(60和
67\*这 E 种大气污染物变化不同$其变化可分为 *
个阶段! "#$) g"#&* 年属于下降阶段$其值由 "#$)
年的 (‘%& h"( iE HU)"9)HF# i"降低到 "#&* 年的 (‘)$
h"( iE HU)"9)HF# i"$ 年 均 降 低 (‘("E h"( iE

HU)"9)HF# i"’ "#&E g"### 年属于缓慢上升阶段$其
值由 "#&E 年的 (‘)% h"( iE HU)"9)HF# i"升至 "### 年
的 (‘$E h"( iE HU)"9)HF# i"$年均增加 (‘("’ h"( iE

HU)"9)HF# i"’ ’((( g’(($ 年属于缓慢下降阶段$其
值由 ’((( 年的 (‘$* h"( iE HU)"9)HF# i"降至 ’(($ 年
的 (‘%$ h"( iE HU)"9)HF# i"B

EN讨论

在我国环境状况逐年统计资料中$大气污染物
中只有 50’ 和烟尘的全国逐年排放量数据较为连续
和完整B根据文献 *’E g’$+中对我国 "#&) g’(($
年 50’ 和烟尘排放量的统计数据$结合本研究的计
算结果可看出$我国铁路机车 50’ 排放量占全国
50’ 排放量的比重很小! "#&) g’(($ 年平均比重只
有 "‘(*j$并且还逐年降低$由 "#&) 年的 *‘"’j降
至 ’(($ 年的 (‘()j$年均降低 (‘"Ej*图 ’"C#+B
就烟尘排放量比重来看*图 ’" Q#+$ "#&) g’(($ 年
我国铁路机车烟尘排放量占全国排放量比重也不
大$平均为 "(‘"j$由 "#&) 年的 ’&j降至 ’(($ 年
的 (‘&j$年均降低 "‘’EjB其中$ "#&) g"##( 年平
均比重较大$达 ’*j$但 "##) 年降至 "(j以下$
’((’ 年降到不足 "j$综合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我国
铁路运输行业所排放的 50’ 和烟尘占全国总排放量
的比重较低$加上其排放强度还逐年降低*图 ""C#
和 ""Q#+$因此$可以说铁路运输是我国交通运输领
域中理想的节能减排运输方式B

据田贺忠等 *’&+的研究$"##"("##& 和 "### 年我
国生物质燃料燃烧排放的 50’ 分别为 *&‘"( *"‘’
和 **‘’ 万 9$上述年份我国铁路机车 50’ 排放量均
低于生物质燃烧的排放量$分别只有前者的 $’j(
’’j和 "’jB水泥工业是多种大气污染物的重要排
放源$ "##) 和 ’(() 年我国水泥工业 50’ 排放量分

别为 E%‘$( 万 9和 &%‘(# 万 9*’#+ $对应年份我国铁路
机车 50’ 排放量分别只有水泥工业排放量的
*)‘$j和 "‘*jB

我国 ,09排放量统计上十分薄弱$直到 ’((% 年
才纳入国家环境统计范围中$因此全国及行业的

图 PN铁路机车 "CP 和烟尘排放量占全国排放量的比重

=AUB’!V@KL@89CU@M7R50’ C8? M779@FAMMA78M7R

9:@;7L7F79AS@M979:@979C;@FAMMA78MA8 6:A8C

,09排放量数据只能在部分研究工作中获得 "表
"#B通过比较发现$我国铁路机车 ,09年排放量占全
国总排放量比重很小$不到 "j "平均值仅为
(‘$*j#B"##"( "##& 和 "### 年我国生物质燃料燃
烧排放的 ,09分别为 )E‘#( E)‘) 和 E)‘* 万 9*’&+ $上
述年份我国铁路机车 ,09排放量分别只有前者的
"*j( "&j和 "#jB"##) 和 ’(() 年我国水泥工业
,09排放量分别为 #)‘’( 万 9和 ’&%‘%$ 万 9*’#+ $对
应年份我国铁路机车 ,09排放量只有水泥工业的

&j和 *jB田贺忠等 *’(+研究表明 "##$ 年我国交通
运输行业排放了 "*(‘&% 万 9,09$ "##$ 年我国铁路
机车共排放了 &‘)$ 万 9,09$只占交通运输行业排
放总量的 %‘)jB

表 MN铁路机车 =C!排放量占全国排放量比重

2CQ;@"!V@KL@89CU@M7R,09@FAMMA78 7R9:@;7L7F79AS@M

979:@979C;@FAMMA78MA8 6:A8C

年份
!全国排放量数据
!及来源O万 9

全国排放量
均值O万 9

占全国排放
量比重Oj

"#&( !E$% *’"+ E$% (‘&%
"#&& !$&E‘# *"#+ $&E‘# (‘&*

"##(
!&E( *’(+ ’ &E’‘’ *"#+ ’
!&’$‘* **(+ ’ #)E **"+

&%)‘# (‘$#

"##) !" "*( *’"+ ’" "##‘" **"+ " "%E‘%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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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60而言$27877HC等 **E+估计我国 "##( 年的
60排放量为 & $E(万 9$ 59K@@9M等 **"+ 的估算值为
# $#)万 9$取平均值为# ’%&万 9$59K@@9M等 **"+估算的
我国 "##) 年 60排放量为"" ’%$万 9$王丽涛等 **)+

通过 60排放清单估算我国 ’((" 年60排放量为 "‘)
h"(E 万 9$即我国铁路机车 "##(( "##) 和 ’((" 年的
60排放量分别只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j( (‘*j和
(‘(EjB"##) 年和 ’(() 年我国水泥工业 60排放量
分别为 &%E‘** 万 9和" #&$‘#$万 9*’#+ $对应年份我国
铁路机车 60排放量只有水泥工业的 E‘’j和 (‘’jB
59K@@9M等**"+认为 "##) 年我国交通运输行业排放的
60占全国总排量的 ’’j$为’ E$&‘$万 9$按此数估算
的话$ "##) 年我国铁路机车 60排放量仅占全国交
通运输行业排放量的 "‘)jB

图 EN铁路电气化率与蒸汽和内燃机车承担的工作量比例及污染物减排量间的关系

=AUB*!67KK@;C9A78M7R@;@L9KARALC9A78 KC9@PA9: 9:@9KCL9A78 NK7N7K9A78 7RM9@CFC8? ?A@M@;;7L7F79AS@M$ C8? PA9: CAKN7;;>9C89M@FAMMA78 K@?>L9A78

在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后$内燃机车和电力
机车逐渐大幅度取代蒸汽机车$#( 年代末期至今$
进入电力机车取代内燃机车的阶段B由于电力机车
使用电力本身不会直接排放大气污染物$即减少了
铁路运输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其减排量可采用
替代算法来估算$即采用内燃机车承担电力机车的
牵引工作量而直接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的数量B
"#$) g’(($ 年$我国铁路电气化率逐步升高$ 铁路
电气化率与蒸汽和内燃机车承担的工作量比例呈线
性负相关*图 * "C#+$电气化率与污染物减排量之
间呈线性正相关关系*图 *+$今后几年里随着一批
客运专线的建成$我国电气化铁路规模会更高$因此
我国铁路运输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还会不断降
低B根据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调整规划$到 ’(’( 年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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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路电气化率要达到 %(j以上 **%+ $可以推算到
’(’( 年$我国铁路运输行业的烟尘(50’(60(,09和
67\*的排放量将分别减少 "(‘"( "‘E%( E‘$"( **‘"
和 *‘E 万 9B

为了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我国铁路运营组织
实行,全国一盘棋-$通过 "& 个铁路局来对运营工
作进行管理$没有分地区或省市进行管理B张礼俊
等 *")+基于客货周转量(我国内燃机车平均燃油消耗
量和国外的排放因子$估算了珠三角地区铁路机车
’((% 年 50’(,09和 60排放量$其值分别为 $)#‘E
9( ’ $%(‘# 9和 ’(#‘$ 9$结合本研究 ’((% 年的排放
量数据可知$其值占全国的比例分别只有 %‘$j(
’‘&j和 (‘%jB本研究是对中国铁路运输行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总体状况的初步核算$由于我国不同地
区铁路的线路条件(列车运行速度(电化率等因素的
不同$导致不同铁路局的燃料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也
有较大差异$但限于统计资料的缺乏和多数列车跨
局运行的事实$目前要实现分不同铁路局甚至不同
地区或省市来对我国铁路运输行业的污染物排放进
行分解还较为困难$这也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B

QN结论

""#"#$) g’(($ 年$我国铁路机车的烟尘(50’(

60和 67\*的排放量均呈降低态势B烟尘由 "#$) 年
的 *)"‘(% 万 9降至 ’(($ 年的 $‘&$ 万 9$年均减排
"(‘$( 万 9’ 50’ 由 "#$) 年的 *#‘#$ 万 9降至 ’(($
年的 "‘"E 万 9$年均减排 "‘’" 万’ 60由 "#$) 年的
&E‘%( 万 9降至 ’(($ 年的 *‘%$ 万 9$年均减排 ’‘)*
万 9’ 67\*则由 "#$) 年的 &E‘)* 万9降至 ’(($ 年的
’‘%E 万 9$年均减排 ’‘)% 万 9B但 ,09排放量逐年上
升$其值由 "#$) 年的 *‘E& 万 9升至 ’(($ 年的 #‘&*
万 9$年均增长 (‘’( 万 9B

"’#就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来说$ "#$) g’(($
年我国铁路机车烟尘(50’(60和 67\*这 E 种污染
物的排放强度逐年降低B烟尘由 "#$) 年的 %&‘%’ h
"( iE HU)"9)HF# i" 降 至 ’(($ 年 的 (‘)E h"( iE

HU)"9)HF# i"$ 50’ 由 "#$) 年 的 $‘&" h "( iE

HU)"9)HF# i" 降 至 ’(($ 年 的 (‘(& h "( iE

HU)"9)HF# i"$ 60 由 "#$) 年 的 "%‘)E h "( iE

HU)"9)HF# i" 降 至 ’(($ 年 的 (‘’) h "( iE

HU)"9)HF# i"$67\*排放强度则由 "#$) 年的 "%‘)’

h"( iE HU)"9)HF# i" 降至 ’(($ 年的 (‘"& h"( iE

HU)"9)HF# i"$,09的排放强度则在 (‘%) h"( iE

HU)"9)HF# i"上下波动B

"*#我国铁路运输行业所排放的 50’(烟尘(
,09和 60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比重很低$且所占比
重还呈降低态势$与其他行业排放量相比$我国铁路
运输行业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量也较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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