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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司 用于单项环境质量评价

从标识法综合分及各位数码的上下标识即

可得知各个因素的污染情况
,
确定整治目标

,
进而制

订相应措施

,,弓‘几户

理

环境质量分级 综合评价级

级 综合分不超过 者

级 综合分不超过 。 。 。 者

川 级 综合分不超过 者

级 综合分不超过 。 者

级 综合分不超过 。 。 。 者

级 综合分超过 者

宝标识法的优点

省略了复杂运算
,

又无确定权数之难
,
更无

徐合评价失误之优

简便易行 只要经过初级培训便可进行环

境质量综合评价 所需者只是各因素的分级标准及

其实测数据

乏 标识法既可用于区域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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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名

和 控制因子综合评价拟建锅炉废气对

大气质量的影响

戴继森 朱继佩 钟才高 邢协森
湖 南 医 科 大 学

摘典 燃煤工业锅炉排放废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是 和 在一般大气污染源环境影响评价中
,
多 以 。

单项参数作为烟气排放控制因子
,

而忽略了对颗粒性污染物的评价 本文采用 和 两项控制因子
, 进行

综合评价
, 评价结果更为真实

、

客观

关镇词 污染物 浓度 大气环 境 环境影响评价 综合评价

燃煤工业锅炉排放废气中的污染物主要是

和 在一般大气污染源环境影响评价中
,

多以

单项参数作为烟气排放控制因子
,

忽视了对颗

粒性污染物的评价
,

在烟尘排放的控制上易出现漏

洞 另外
,

常用锅炉废气处理装置的脱硫效率均相

对较低
,

使得 在排放控制方面也有一定困难

相反
,
锅炉废气处理装置的除尘效率则相对较高

,

往

往还可采用多级除尘以达到满意效果
,

在控制上相

对易行 因此
,

我们以某工厂为例
,

采用 和

两项参数作为控制因子
,
进行综合评价

,
这比单独采

用 一项进行评价更为客观

长沙市某工厂为了扩大生产拟进行锅炉增 容
,

其废气处理装置拟采用麻石水膜除尘
,
该装置的脱

硫效率为
,

除尘效率为 为了预测锅炉增

容后对区域大气质量可能产生的影响
,

我们首先对

该厂所在区域的大气污染现状进行了监测 监侧项

目包括
、 二 、

和降尘 在此基础上对锅

炉增容后的环境影响进行了预测
,

其预测分别按锅

炉增容
、 、

呼 三个等级 烟囱为 呼

和 二种高度 大气稳定度按
、 、 、 、 、

六

个级别计算出在上述各种不同情况下烟气污染源下

风侧不同距离污染物的地面浓度 在此仅以增容量

为 。
,

烟囱高度为
,

类大气稳定度为例
,
进

行简要说明



境

一
、

的大气影响预测

为了使锅炉增容后区域大气环境 浓度符合

国家大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
,

根据
《
制订地方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
》  

一

及

该厂锅炉增容有关设计资料等进行所需数据的预测

推算

烟囱下风轴线大气中 地面浓度预测

计算公式
‘”

兀 翻 口

。一
〔护爵

’

〕

料 学 卷 期

“
为排气筒距地面几何高度 处的风

速

‘
为烟囱有效高度

口 为垂直于平均风向的水平横向 扩 散

系数

为垂直扩散系数

二 为圆周率
,

取

。
为自然对数的底

,
取

经计算增容
,

在 规定平均 风

速
,

类大气稳定度
,

烟囱高度 时
,

烟囱下风轴

线大气中 的地面浓度见表

式中 为 排放量

表 烟囱下风轴线大气中 的地面浓度

距离 ……

浓度
。

 … …

大气中 最大落地浓度
‘

与最大落

地浓度点距烟囱距离 韵 的计算

孤立烟囱下风向 最大落地浓度 、

计算公 式
〔”

· 兀
·
“

·

产
·

式中
, 尸 为 取样时间的横向扩散系数 其

计算式略 其他符号同式

经计算得 “
’

最大落地浓度点距排气筒的距离
。

计算公式
〔”

、
’闷 ,

八
一 叮“ ‘

一 二 ‘二二
·

门 十 二二

、 丫 、

式中
二
为垂直扩散参数回归系数

‘

为横向扩散参数回归指数
。
为垂直扩散参数回归指数

其他符号同式

经计算得
。 “

捕集粒径 ” 的颗粒 ” 经计算最终排出的烟

尘中 户。 颗 粒 占 解 颗 粒 占

当烟羽中颗粒物粒径 叩 时
,
其沉降

速度
,

此时粒子的垂直运动大都由较大的

垂直湍流空气的平均运动所支配
,
可忽略其沉降作

用
,

故 。拌 颗粒物的地面浓度仍按气体污染浓

度模式进行计算
.
当颗粒物粒径 > l。产m 时

,

烟羽

扩散仍可认为是正态分布
,

但粒子由于重力作用下

沉
,

使烟羽中心轴线向下倾斜
.
因此 > 1帅m 的颗

粒应按倾斜烟羽模式来计算地面浓度
L” .

综上所述
,

本预测大气中 T sP 地面浓度按 80 %

为粒径 < 10 拌m 颗粒物 (漂尘)
、

2 0 % 为粒径 >

10科m 颗粒物(降尘)进行计算
,

然后将这两部分在

地面不同点位上的浓度相加
,
得出 TsP 地面浓度

.

1.烟囱下风轴线大气中 T SP 地面浓度
〔’ , ’1

计算公式:

‘ 二 飘尘地面浓度+ 降尘地面浓度

即:

n一,
一a

Q
一;理
.
一即

一汀

二
、

大气中 T S P 浓度的分布

烟尘是由不同粒径的颗粒物组成
,

其粒径分布

与锅炉类型有关
.
本增容锅炉拟采用链条炉排

,

其

排出烟尘粒径 < 5科m 的颗拉占 3
.
1帕

,
5 一1。拜m

的颗粒占 5
,

4

%

,

大于 1。拜。 颗粒占 91
,

5 汤
‘, ’

.

采

用麻石水膜除尘装置
,

其除尘效率为 90 肠 ,

且主要

+

—卫二二匕一
汀 口 u

.

0 , .
U

.

_
. 。一

〔誉(劣)
’

〕
a 召

「 / v 二 x \ 门

e 一
’

.
‘

J

仁斗少

式中
,

Q 为烟尘排放量;

” ,

为烟尘中的飘尘含量(80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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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烟尘中的降尘含量(20 肠);
, :

为微粒沉降速度 (。m /

s
)

.

按托克斯方

程求得
‘, ’

;

x 为烟囱下风轴线上某点距烟囱的 距 离

(m );

其他符号同式(1)
.

增容 10
t
/h

,

在 峪
.
0 36 。

/
‘规定平均风速

,
D 类

大气稳定度
,
烟囱高度 60 。 时

,

烟囱下风轴线不同

距离大气中 T sP 地面浓度见表 2
.

表 2 烟囱下风轴线不同距离大气中 T sP 的地面浓度

距离 (m )
120 0 1500… …3600

浓度(m g/m
3
) 0

.
0000 0

.
0 028 0

。

0 3
8

9
0

。

0 4 1
4 0

.

0
3 3

0
0

.

0
2

5 斗
· ·

一0
。

0 0 6 5

2

.

大气中 T sP 最大落地浓度 (
‘.

) 与最大浓

度点距烟囱距离 (X动 的计算

根据 T sP 地面浓度计算公式(4)
,

经计算机系

统运算处理
,
逐段距离进行运算

,

得到增容 1。‘
/
h

,

4

.

0 3 6 m

/s 规定平均风速
,

D 类大气稳定度
,
烟囱高

度 60 m 时的 T sP 最大落地浓度:

c.
, 0

.
0 4 32 ( m g

/
m

,

)

而
‘.
点所对应的距烟囱距离即为 X 二

X . 二 7 , 6 ( m
)

四
、

预测结果综合评价

大气中 50
:,

T

sP 的地面浓度随锅炉增容量
、

大

气稳定度
、

烟囱高度及距污染源距离而变化
.
本预

评价采用我国
《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

二级标准规定的

一次浓度限值为评价标准
,
即 50 : 最高一次允许浓

度为 1
.
Om g/N m

,
.

在此采用综合大气质量指数 ,
,

进行评价
L4’,

其评价因子为 50 : 和 T sP 两项
.

公式:

三
、

大气中5 0
:
和 T S P 的总浓度预测

、,

—
, /c 八

’

/

1

一
兰~ ‘

八I,
= 心 X ·

Y
=

‘
l {

~ ‘
~
】.

。二 .

气一 、
、

‘
月

}

V 、’‘/ 、 2

留 “ /

上述大气中 50 :、 T s P 的最大落地浓度 (
‘.

)

是按增容锅炉烟囱所排废气计算的
.
增容后还需加

上该区域的大气背景浓度
,

即大气中 50 :、 T
sP 的

预侧总浓度为增容锅炉最大落地浓度计算值与现场

监测浓度实测值之和
.

c一
~

c 。
+

c o

式中:
c,
为预测总浓度 (m g/m

,

)

‘。
为增容前背景浓度

,

取现场最大一次

实测浓度 (m g/m
,

)

、 为最大落地浓度计算值 (m g/m
,

)

增容 lot/h
,

4

.

0 3 6 m
/

s

规定平均风速
,

D 类大

气稳定度
,
烟囱高度 60 m 时大气中 50 :,

T s P 地面

最大预测总浓度见表 3.

式中
,

I
;

为大气质量指数;

x 为最高分指数
,

即两个分指数中的最

高者;

y 为平均分指数 ,

即两个分指数的平均

值;

竺 为分指数
,

即 50 2 或 T sP 预测总
丁 f

浓度与各自浓度限值的比值
.

大气质量分级
〔‘」

见表 4
.

在前述中为了简化叙述过程
,

均仅以增容 10t /

h 、烟囱高度 60 m 为例
.
下面将三个增容级别

、

两种

烟囱高度
、

D 类大气稳定度下各大气质量指数均列

出并加以比较
,

见表 5.

表 4 按大气质且指数 式 划分大气质t 级别

表 3 大气中 50
:、

T s P 地面最大预测总浓度(
‘,

)

大气质量指数(I
:
) 大 气质量分级 } 大气质量评语

c。
(
m g

/
m

3

) }

c p

(
m g

/
m

3

)

0
.
2 9 6 1 0

.

4 6 4 7

0

。

5 7 8 } 0

.

6
2 1 2

成0
.
49

0
.
50一0

.99

1 。

0 0 一1
。

斗9

1
.
5 0一1

.
99

》2
。

0 0

清洁

尚洁

轻污染

中污染

重污染

11川I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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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增容后大气质l 指数及预评价

12 卷 l 期

烟囱高
( m )

增容级别

大气、
\ 质量

l0

20

III--- 分级级 评语语 I--- 分级级

111.05
‘‘

1 1 111 轻污染染 0
.
8555 IIII

111
。

3 333 1 1 111 轻污染染 l。

0 333 1 1 111

111

。

6 111 I VVV 中污染染 l。

2
333

1
1 111

通过比较可以 看出
,
只有在增容 10t /h

,

烟囱高

度为 60 m 时
,

大气质量才能达到“尚洁”水平
,

而在

其他各种情况下
,

大气质量均为轻污染或中污染
.
因

此若单独进行增容
,
只允许增容 10 ,

/
h 且烟囱高度

为 60 m
.
否则须提高净化装置的脱硫

、

除尘效率
.
或

者采用集中供热方式增容
,
以削减该区域现有大气

污染负荷
.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在该区域实行集中供

热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和论证
,

并运用 50 :和 T sP

综合评价方法预测了采取集中供热后锅炉可以增加

的容量以及环境质量状况
.
结果表明

,

实行集中供

热后
,

不但可以提高锅炉的增容级别
,
还可明显改善

该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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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天然放射性水平及其分布

唐 文 浩
(凉山州环境保护监测站)

摘要 本文采用放化分析法和 F T 一
6 20 型环境 卜

x 照射量率仪就地测量法
, 测量凉山州天然放射性水平

。

地层

岩石 的天然放射性核素赋存于震旦纪至白至纪地层中; 土壤中基带土壤红壤核素含量较高; 河水中铀牡含量较

高
,
温泉水中钾

一

钧 较高;凉山州陆地和地表水休与地层岩石 和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呈 显著正相关
.

关链词 天然放射性核素;凉山州;环境本底调查
.

198 7 年
,

我们对著名的高山峡谷 区—
川西

南攀西地区主体凉山州的主要岩矿
、

土类和水系中

的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作了调查和分析
,
测量了室

内
、

外环境和字宙射线辐射水平
,

进而对居民所受的

辐射剂量作了估算
.

一
、

仪 器 和 方 法

本次调查采用 FT 一
62

0 环境 卜
x
照射量率仪

及瞬时剂量测定法
,

F D
一
7 1 A 闪烁辐射仪仅作测点

巡测用
.
仪器经中国计量测试研究院刻度并参加过

国家环保系统仪器比对
.
在晴夭测量

,
每测点读 10

个数取算术均值
,
仪器状态用自带检验源验校

.

按环境本底调查要求设置 丫 测点和土样
、

水样

采点
,

点位具代表性和均匀性
. 丫侧点按网格 50 x

50 km
2
设置

,

再按人 口密度
,
地貌

,
土壤及重点工矿

和城区在网格中设加密点
,
共计 丫 测点 111 个

,

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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