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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盱眙县环境监测站 $%&#年 &!&$ 月 :J

&%

(:J

$-'

(4M

$

(%M

$

(M

!

逐日质量浓度资料及盱

眙国家基本气象站同期气象资料%分析不同气象条件下盱眙县空气质量变化) 结果表明!盱眙县主

要污染物是:J

$-'

(:J

&%

%污染较轻的是 4M

$

(%M

$

(M

!

"盱眙县空气质量变化趋势为春冬季污染严

重%夏秋季污染较轻) 气象条件中的降水因子对改善空气质量(清除颗粒物具有明显作用"当温度

在 % W以下或 !% W以上时空气质量相对较好%%1$% W时空气污染情况较为严重"偏东风时大气环

境质量较差%偏北风时大气环境质量较好)

关键词!空气污染"时空分布"气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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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J3,3"'"#"6-+(#95'3(5%H5(-Y() $$!%%&%82-)("$$G5<-U)T-'")03),(#:'",3+,-") 95'3(5%H5(-Y() $&&+%%%82-)($

%5./*,+/!9(*3= ") ,23:J

&%

%:J

$-'

%4M

$

%%M

$

()= M

!

+")+3),'(,-") =(,(.'"0,23G5<-+"5),< 3)T-7

'")03),(#0")-,"'-)6 *,(,-") ()= ,2303,3"'"#"6-+(#=(,(.'"0G5<-*,(,-") 03,3"'"#"6-+(#=(,(.'"0

>()5('< ," ;3+30D3'".$%&#%,23(-'B5(#-,< +2()635)=3'=-..3'3),03,3"'"#"6-+(#+")=-,-")*-) G5<-

8"5),< -*()(#<R3=$&23'3*5#,**2"S,2(,,230(-) 1"##5,(),*-) G5<-+"5),< -*:J

$-'

()= :J

&%

S2-#3

4M

$

()= %M

$

1"##5,-") -*#-62,$/-'1"##5,-") -*0"'3*3'-"5*-) *1'-)6 ()= S-),3'S2-#3-,-*)",*" *37

T3'3-) *5003'()= (5,50)$:'3+-1-,(,-") +() -01'"T3(-'B5(#-,< ()= '30"T3(-'1"##5,(),*"DT-"5*#<$

&23(-'B5(#-,< -*D3,,3'S23) ,23,3013'(,5'3-*2-623',2() !% W "'#"S3',2() % W S2-#3-,-*S"'*3

S23) ,23,3013'(,5'3-*D3,S33) % W ()= $% W$J"'3"T3'%,23(-'B5(#-,< -*S"'*3S23) ,23S-)=

+"03*.'"03(*,S2-#3-,63,*D3,,3'S23) ,23S-)= +"03*.'"0)"',2$

7)8 9#*".!(-'1"##5,-")",301"'(#()= *1(,-(#=-*,'-D5,-")"03,3"'"#"6-+(#+")=-,-")*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新型工业企业加快建设%

城市建设遍地开花%多种因素导致区域环境空气质

量急剧恶化%引发长期性(广泛性和普发性的雾霾问

题) 针对空气环境质量恶化及原因%国内外做了大

量研究#:(5#%$%%%"朱敏等%$%%""李雪等%$%&$"庞

杨等%$%&!"刘端阳等%$%&#$) 李文杰等#$%&$$通

过分析京津石三市空气污染指数的分布特征发现%

夏季空气质量较高%地面气象要素对空气质量的影



响具有时间和空间效应) 赵敬国等#$%&!$通过对

兰州市空气污染与气象条件关系分析发现%气象条

件中的降水和风速等重要气象条件对改善空气质量

有较大影响) 范洋等#$%&!$研究发现降水对 4M

$

有明显的去除作用%但对%M

$

效果不明显) 魏玉香

等#$%%*$通过对南京市 $%%$+$%%) 年大气监测资

料%分析了南京市大气中 :J

&%

(4M

$

(%M

$

的变化趋

势%发现夏季的空气污染物浓度最低) 各类空气污

染物变化趋势存在明显季节性分布%冬季的主要污

染物为4M

$

%秋季的主要污染物为%M

$

%春季的主要

污染物为 :J

&%

) 张敏等#$%%*$对 $%%+ 年 && 月+

$%%"年 &月南京北郊大气 4M

$

(%M

$

和 M

!

进行了

观测%发现南京北郊大气 4M

$

浓度受附近排放源的

影响最大%降水对 4M

$

湿清除效果明显"%M

$

气体

主要受附近高速公路汽车尾气排放源的影响%静风

时浓度最高"M

!

浓度受%M

$

的影响较明显)

<;数据

空气污染资料来自盱眙县环境监测站 $%&# 年

&月 &日+&$月 !& 日 :J

&%

(:J

$-'

(%M

$

(4M

$

(M

!

的

日质量浓度数据%同期气象资料来自盱眙县国家基

本气象站)

A;空气污染物与时间变化周期

A=<;盱眙县空气环境质量状况

空气质量指数#/-'X5(#-,< L)=3C%/XL$是指将

常规监测的几种空气污染物浓度简化成为单一的概

念性指数值形式%用于分级表征空气污染程度和空

气质量状况%适合于表示城市的短期空气质量状况

和变化趋势#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选取 $%&# 年 & 月 & 日+&$ 月 !& 日%共计 !#!

个样本) 如表 &所示%空气质量达一级优的有 )$ =%

占全年的 &"-%"["达二级良有 &*$ =%占总样本比例

最高%为 ''-*"["三级轻度污染的天气占全年的

&"-*'["四级中度污染出现比例相对较低为 &$ ="

五级重度污染和六级严重污染分别仅有 * = 和 ! =)

在 !#!个样本中%空气质量达到一级和二级#即/XL

小于 &%%$的天数有 $'# =%达标率达 +#-%)[%总体

以优良天气为主%空气质量三级以上天气占总样本

数的 $'-*#[%总体情况良好)

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盱眙县城市绿化环境以

及周边乡镇绿化(森林覆盖率较高%其中盱眙城市绿

化率达 #*-*![%森林覆盖率达 $"-!+[%两项数据

均在全省名列前茅%从源头上减少了土壤裸露从而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颗粒物因子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也充分净化了区域空气"另一方面%盱眙当地工业相

对较弱%除了原有几个军工体系的化工厂%基本无产

生较多有机物类排放的化工企业%控制了 !M8

#!"#(,-#3M'6()-+8"01"5)=*%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

表 <;盱眙县空气质量等级分布

&(D#3&(/-'B5(#-,< 6'(=3=-*,'-D5,-") -) G5<-+"5),<

空气质量等级 天数?= 占总样本百分比?[

一级 )$ &"-%"

二级 &*$ ''-*"

三级 )' &"-*'

四级 &$ !-'%

五级 * $-)$

六级 ! %-"+

A=A;空气质量与季节变化趋势

图 &为盱眙县空气质量指数 /XL变化特征%其

中定义 &($(&$ 月为 $%&# 年冬季%!+' 月为春季%

)+"月为夏季%*+&&月为秋季) 如图 &所示%盱眙

县空气质量变化趋势较为明显%春冬季空气质量较

差%夏秋季空气质量较好) 可能是由于春冬季气象

条件较为稳定%尤其冬季降水较少%而盱眙县当地冬

季冬小麦种植面积较少%多数稻田秋季收割后基本

裸露%导致春冬两季地表裸露干燥%极易产生扬尘%

从而增加了可吸入颗粒物浓度) 夏季由于气象条件

复杂多变%多风多雨%且地表植被绿化率较高%可以

有效缓解由于 :J

&%

和 :J

$-'

上升导致的空气污染)

另外%图 &中夏季/XL出现的峰值主要是由于周边

突发的污染事件引起)

A=B;六种污染物质量浓度季变化

表 $ 为 $%&# 年盱眙县 4M

$

(%M

$

(M

!

(8M(

:J

&%

(:J

$-'

六种污染物质量浓度的季节变化) 结合

图 &及表 $可以看出%/XL变化与 :J

&%

(:J

$-'

等各

项空气污染物质量浓度趋势较为相近%呈现冬季高

夏季低的特点) 因为盱眙地处江淮地区%夏季降水

较多%对空气污染中的 :J

&%

和 :J

$-'

冲刷效果较为

明显) 主要污染物为:J

&%

和:J

$-'

%4M

$

(M

!

和%M

$

对盱眙县空气质量影响较小%说明盱眙县空气污染

物的主要来源为颗粒物污染%而机动车尾气排放对

空气质量影响较小%这主要是由于盱眙县化工等污

染较大的企业较少%县城及周边基础设施建设较多

等原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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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盱眙县空气质量指数变化特征

V-6$&(&23T('-(,-") +2('(+,3'-*,-+*".(-'B5(#-,< -)=3C -)

G5<-+"5),<

表 A;A:<C 年盱眙县 @F

A

(JF

A

(F

B

(1F(P?

<:

(P?

A=U

质量

浓度

&(D#3$(&230(**+")+3),'(,-") ".*-C A-)=*".1"##5,(),*

#4M

$

% %M

$

% M

!

% 8M% :J

&%

()= :J

$-'

$ -) ."5'

*3(*")*".$%&# -) G5<-+"5),< 06!0

.

!

季节 4M

$

%M

$

:J

&%

:J

$-'

M

!

8M

春季 %-%&' % %-%&* + %-&%$ $ %-%'# ' %-%"" ) &-)#+ !

夏季 %-%%' " %-%%) ' %-%)" * %-%#' & %-%+% % &-%%+ +

秋季 %-%%# + %-%%' + %-%+' ! %-%'$ + %-%!) & &-!!% +

冬季 %-%&) " %-%!! ' %-&&* & %-%"$ ! %-%#) * &-*%% $

B;气象条件及影响

B=<;降水影响

图 $为盱眙县降水与各污染物平均质量浓度的

关系) 由图 $可知%盱眙县空气质量变化与降水量

分布紧密相关) 在降水量为零时%各项污染物浓度

都处于最高水平%降水量大于 !% 00时%各项污染

物浓度都处于较低水平%而且降水量对不同污染物

清除效果不同%对影响盱眙县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

物:J

&%

和 :J

$-'

效果最明显) 降水量小于 &% 00

的降水日有一半出现在春秋季%这两季中既有季风

风力情况的影响%也有短时间降水冲刷的影响) 降

水量为 &%1$% 00的降水日与无降水日相比%各项污

染物质量浓度略有下降%其中4M

$

的平均质量浓度为

%-%%" ) 06?0

!

%比无降水日时的 %-%&% # 06?0

! 下降

了 $%-)["%M

$

的平均质量浓度为 %-%&$ & 06?0

!

%比

无降水日时的 %-%&) $ 06?0

!下降了 !#-"[":J

&%

(

:J

$-'

的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 %-%++ "(%-%'% ) 06?0

!

%

较无降水日的 %-%*% " 06?0

!

(%-%'" $ 06?0

!分别

下降了 &)-+[和 &'[) 在降水量大于 $% 00的降

水日%各项污染物质量浓度下降幅度各不相同%这说

明降水能有效缓解空气污染%尤其对目前空气污染

中的主要污染物 :J

&%

和 :J

$-'

效果更为明显%这也

是盱眙县夏季和秋季两季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原因

之一)

B=A;温度影响

图 !是盱眙县温度与 /XL的关系) 可见%温度

在 %1&% W时/XL均值最高为 &&&-*!%相比温度小

图 $(盱眙县降水与各污染物平均质量浓度的关系

V-6$$(&23'3#(,-")*2-1 D3,S33) ,231'3+-1-,(,-") ()= ,23

(T3'(63 0(** +")+3),'(,-") ". 1"##5,(),* -)

G5<-+"5),<

于 % W时/XL的均值高了 +)-+#[) 温度在 &% W

以上%每升高 &% W%/XL均值分别降低了 $"-#[(

!%-+[('-![) 当温度在 %1$% W时%/XL值较高%

即空气污染情况较为严重%出现该情况的原因可能

是由于降水较少%且风力较大%空气中大量扬尘导致

空气质量下降) 当温度高于 !% W时%/XL继续减

小%空气质量较好)

图 !(盱眙县温度与空气质量指数的关系

V-6$!(&23'3#(,-")*2-1 D3,S33) ,23,3013'(,5'3()= /XL-)

G5<-+"5),<

B=B;风向影响

盱眙县北邻洪泽湖%东接金湖县%西部及南部都

被安徽省县区环绕%除了北部洪泽湖方向的污染较

轻外%其他多方位都有污染物输入) 盱眙县 $%&# 年

的风向资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污染物的来源及分

布情况)

表 !为不同风向下空气质量变化) 由表 !可见%

盱眙县 $%&# 年主导风向为东南风%约占全年的

$'-"+[%其次为东风%东风及东南风出现次数较多%高

达全年的 '%-'"["出现最少的是西南风向%仅占

#-!)[) 不同风向中%偏东风时空气质量较差%出现污

染天气次数较多%尤其是中度以上污染) 相对而言%北

风时空气质量较高%偶有污染天气出现) 出现这一现

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北部洪泽湖受人类干扰少%产生的

污染物较少%东部地区相对西部的安徽地区经济较为

发达%农业生产等也较为发达%产生了较多的各类型污

染物%通过大气传输影响盱眙县的空气质量)

'+'第 #期 倪玉红%等!盱眙县空气污染特征及其气象条件分析



表 B;不同风向下空气质量分布

&(D#3!(;-*,'-D5,-") ".(-'B5(#-,< -) =-..3'3),S-)= =-'3+,-")*

风向
样本数?

=

占全年

百分比?[

按/XL分级出现天数?=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北 $' +-') ' &+ !

东北 !) &%-#+ ) &" + $ & &

东 "' $#-+& &+ #+ &) $ $ &

东南 "* $'-"+ &* ## $% $ $

南 !) &%-#+ + $! ' &

西南 &' #-!) && ! &

西 !! *-'* ! $! ' $

西北 $# )-*" ' * ) #

C;结论

&$盱眙县空气质量总体以优良为主%空气质量

四级以上天气占总样本数的 *)-'&[)

$$空气质量指数 /XL和空气污染物 :J

&%

(

:J

$-'

( %M(4M

$

(%M

$

的质量浓度变化趋势均为夏

季相对较低%冬季较高)

!$由于降水冲刷的影响%相对春冬两季%夏秋

两季空气质量情况较好)

#$温度在 % W以下或 !% W以上时空气质量相

对较好"当温度在 %1$% W时%空气污染情况较为

严重)

'$盱眙的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偏东风时大气环

境质量较差%偏北风时大气环境质量较好)

参考文献#>)6)*)&+).$!

范洋%樊曙先%张红亮%等5$%&!5临安冬夏季 A`

$

(g̀

$

和`

!

体积分数

特征及与气象条件的关系&7'5大气科学学报%!)#&$!&$&8&$"5

U6< ]6<?%U6< A:Bb>6<%C:6<?WD<?I>6<?%;H6I5$%&!59:6L6@H;L>NH>@N

DKA`

$

%g̀

$

%`

!

ZDIBJ;KL6@H>D<N6<Y H:;>LL;I6H>D<N:>M >̂H: ;̂6H:;L

@D<Y>H>D<N6HV><6< >< NBJJ;L6<Y >̂<H;L&7'5RL6<NQHJDNA@>%!)

#&$!&$&8&$"5#>< 9:><;N;$5

李文杰%张时煌%高庆先%等5$%&$5京津石三市空气污染指数 Q_d的

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气象要素的关系&7'5资源科学%!##"$!

&!*$8&#%%5(V>T;<e>;%C:6<?A:>:B6<?%[6Dp><?b>6<%;H6I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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