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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我国酸沉降敏感区—
“湘桂走廊”

作为控制域
, 预测广西壮族自治区 年酸沉降趋势 采用弹性系

数法和趋势外推法预测 了 年原煤 消耗量与 排放量 并用区域模式与局地模式相叠加的方法 预测了不削

减方案下 。年
“

湘桂走廊 ”的 浓度及硫沉降趋势 用趋势外推法估算 出 。。年降水 值

关键词 酸沉降预测 排放量 弹性系数法 趋势外推法

一不月心哭目一
一曰柑七一仁别约任七自一巧排

近几年的酸雨监测工作表明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以下简称广西区
,

特别是
“

湘桂走

廊
”

区域的酸雨污染已与世界和我国西南地

区某些重酸雨区的污染程度相接近 酸雨研

究的根本 目的在于对其实施控制 在控制对

策研究中
,

预测酸沉降的趋势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在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和分析广西

区酸雨来源与成因的基础上
,

制定了如图

所示的研究方法

预侧模式的求解过程和 方 法可 归 纳 如

下

过程 用弹性系数法求解

过程 用相关趋势外推法和用含致 酸

目标

经济发展

规划

降水酸度

图 预测方法示意图

污染物的比率求解

过程 。、

用模型模拟法求解

过程
、

用相关趋势外推法求解
“

湘桂走廊
”

控制域内的煤耗
、

和烟

尘排放量都占整个广西区的 务 以上
,

高架

点源 占全区的 一 多
,

控制
“

湘桂走廊
”

污

国家
“

七五
”

科技攻关项目

上接第”页

三
、

结 论

低温时稳定塘处理效率很低
,

仅仅用

延长停留时间的方法
,

不能保证出水达到二

级排放标准
,

而且需要占用大量土地 这在

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

农用塑料薄膜大棚造价低
,

具有较好

的保温效果 薄膜覆盖稳定塘能大幅度提高

处理效果 本文推导了设计塑料大棚有效面

积的公式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塑料大棚稳定塘

停 留 天
,

出水能稳定达到二级排放标准
。

采用高负荷接触氧化池降低进塘污水

的
,

浓度
,

能使冬季稳定塘所需的停留

时间减少到 天

综合各种试验
,

本文提出了适应北方

地区冬季气候特点的水解池
一

接触氧化池
一
塑

料大棚工艺流程 该流程具有 占地面积小
,

运行费用低
、

出水水质好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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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排放
,

将对全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研究
“

湘桂走廊
”

控制域内南宁
、

柳州
、

桂林三

个区辖市的污染状况应是酸雨研究的重点
。

一
、

年广西区能源消耗与

排放 预测

能源消耗预测

采用能源弹性系数模式进行预测
。

夕
‘一‘。

其中
, 、 。

为预测年
、

基准年的原煤消耗量

万吨 口为自基准年到预测年的经济年均

增长速度 为能源弹性系数
,

其意义为 一

,
。 , 。 、

口
。

分别为统计年的煤耗与 经 济 平

均增长率
‘和

。

分别为预测年和基准年

预测期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 夕可根据广

西区历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

到本世纪末广

西区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战略 目标及全

区和地市以及区直属有关厅
、

局提供的

年规划方案或设想确定 到 年广西区

经济年均增长速度 吞拟定为高
、

中
、

低三个方

案进行预测
,

分别为 多
,

多
,

多

同法拟定了南宁市
、

柳州市和桂林 市 的 高
、

中
、

低三个方案 广西区能源弹性系数是根

据广西区地市
、

行业发展和 年到  

年的能源弹性系数变化规律来确定的

以  年原煤消耗量为基准
,

由式

计算得到 年广西区及南宁
、

柳州
、

桂林

三市的煤耗预测结果 见表

排放量预测

表 。年原煤消耗通预测 万吨

科 学
。 。

两种途径
。

根据《环境统计手册》所提供的公式

进行计算
· ·

一 ,
·

外
·

式中
,

为 年排放量 万吨 为煤

耗 万吨 为煤中全硫分含量 务 刀 为

脱除效率 外 广西区及南宁
、

柳州
、

桂

林的全硫分含量由当地有关部门提供
,

分别

为 务
,

多
,

外 和 并

由式 可得高
、

中
、

低方案的计算结果

见表

表 年 排放量预测

全全区区 南宁宁 柳州州

。 。 。

。 。 。

。 。

方法
,

单位 万吨

由历年来的统计数字可以分别得到

广西区
、

南宁
、

柳州和桂林的煤耗与 排

放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式

广西区 十 刀

南宁市 一
·

“。‘ ‘。一 ,

柳州市
·

, ”‘ ‘。一 ,

桂林市 一 一

式中
,

为原煤消耗量 万吨 为 排放

量 万吨

将原煤消耗量预测值 表 代人 一

式即可得 年 排放量的预测值

见表

表 。。。年 排放 预测

甲。二

…

际阮你兰lvl.e���
全区 } 南宁

19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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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_ 地

方 \ 一
\ 区

案 \
\

桂林

由 20 00年广西区原煤消耗量的 预 测结

果计算 2000 年广西区 Sq 排放量可 以 通 过

二…兰…兰75· 4 5

1

“
’

0 0

!

‘8
‘

3 2

“5 ” 9

】
8· ” l

‘3
‘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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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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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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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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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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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2
,

单位: 万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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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

表 3 可以看出
,

用两种方法预测

的 50
:排放量基本一致

.
为更稳妥

,

可取两

种方法中低方案的低值做为低方案
,

高方案

的高值做为高方案
,

高
、

中刁氏方案的均值做

为中方案
,

得到 50
:
排放量预测的最后结果

(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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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0 年 50
:
排放量预测

\\\

、

\ 地地 }}} 南宁宁 柳州州 桂林林

方方
一

\

一

\

区区 全区区区区区

案案
一、
\ \

\\\\\\\\\\\

高高 方 案案 75
.
铸555 1 1

。

0 000
1
9

。

5 999 弓
.
4 888

中中 方 案案 6斗
.
7 888 7

。

8 444
1 4

。

8
333

4 8 333

低低 方 案案 54
。

‘111 5
。

9 000
1 1

。

4 777 斗
.
2 111

影啊
.

该模式可以计算 出空 气 中 502 浓度笼

s以
一

浓度及干沉降量
、

湿沉降量
. _

选用扩散模式时是基于以下几点假定:

污染物在边界层内竖向混合均匀 ; 50
2
的去

除转化包括干沉降
、

湿沉降及向 50 1
一

的化学

转化三个过程; S以
一

的去除包括干沉降
、

湿

沉降两个过程
.

50 2浓度由下式计算:

a ‘
,

O

‘ 一
, 。 , , 、 , ,

。 , , 。 , 、

“ 不厂一 十 夕 二一
心

~ L,
丹、O

’
c

2 a x
一

十 a 一
C 了a y

一

声
O x 口y

一 ‘
/
:

对连续点源排放则有下解 :

(综合方法
,

单位 : 万吨) _ -卫一
.
exP f兰

r
、K0

2忆h D 。
\ Z D

*
/

二
、

2 0 0 0 年广西区 5 0
2
浓度及

硫沉降趋势预测

50 2浓度及硫沉降的预测在计算广西 区
502 浓度及硫沉降现状的基础上进行

.

采用区域源影响与局地源影响相叠加的

方法计算广西区 50
:
浓度和硫沉降现状

,

重

点做了南宁
、

柳州
、

桂林三市的污染状况分

析
.
首先选择整个广西区做为污染计算的范

围
,

将广西区的 50
:
排放集 中在 9 个城市

,

并

做为点源
,

南宁
、

柳州
、

桂林三市做为三个控

制点
,

选用远距离输送模式计算出区域源对

三个市的影响
.
再对每个市的污染状况进行

分析
,

在对三市污染源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

上
,

选用多源模式分别计算出局地污染源对

三市的影响
,

其结果与远距离输送模式结果

相叠加即为三市502 浓度与硫沉降量的现状
.

1
.
区域源对三市 50

:
浓度及硫沉降的影

响

(l ) 模式的选用 选用 U T L R T C 远距

离输送模式分析区域源对南宁
、

柳州
、

桂林三

市 50
:
浓度及硫沉降的影响

.
该模式为稳态

的二维扩散模式
,

可以用来计算污染物的长

期平均浓度
,

适用于计算 IO0k 。 以外点源的

x
(

,

{
一互
-
十‘土丫}

’

耳 (7 )
( t氏r \ 2刀 ‘

/ 」 J
-

式中
u , 。

为 二 ,
y 方向的风速 ;

‘

为 50
2
滚

度; Q 为连续点源 50
:
排放源强 ; D

。

为横向

湍流系数;留为平均风速 ;
犷 为由源到受体点

的径向距离 ; 人为混合层高度;
: 为 50

2
的丢

除速率; r
一‘

~
(“ + “ +

r梦) ,

“ 为千

沉降速率
,

‘
,

为湿沉降速率
,

‘
,

为由 s斗
到 50军

一

的化学转化速率
.

同时假定干沉降量是地面 50
2
浓度和沈

降速率共同作用的结果
,

而湿沉降与降雨青
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

即湿沉降是污染物浓度
、

降雨量
、

混合层高度的函数
.

千沉降量 Dd 一 。d

一 (污)

式中
,

D
d 为干沉降量 ; , d 为污染物 的干 沉

降速度;
‘

为污染物的浓度
.

湿沉降量 。 ,

~
c 留动 (9)

式中
,

D
,

为湿沉降量; , ;
为湿清 除 速 率

,
.

, :
~ aI

吞,
I 为降雨强度

, a 、
b 为与降雨有

关的系数

(2) 原始数据的处理 对污染源进行简

化处理
,

将广西区的 50
2
排放集中在 9 个城

市做为点源计算
.
具体做法是

:
将广西区的

南宁地区
、

柳州地区
、

桂林地区
、

梧州地区
、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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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区
、

钦州地区
、

百色地区和河池地区等 8

个地区的 50
:
排放量分别集 中在南宁

、

合山
、

桂林
、

梧州
、

玉林
、

钦州
、

百色和河池 8 个城市

徘放
,

柳州市为单独的一个排放源
,

并且将柳

州市做为坐标原点
,

5 0
2

排放量均来自 198 5

年污染源调查报告
.
广西区污染源基本情况

见表 5
.

选南宁
、

柳州和桂林三市为控制点
,

以便

了解区域源对该三市的影响
.
计算所需气象

数据
、

沉降数据及其它数据都是区域的长期

平均值
,

所以
,

所有数据都取南宁
、

柳州
、

桂林

三市的平均值
.

表 5 广西区污染源基本情况

表 7 区域源对三市硫沉降t 的影响(g/耐
· a

)

受 体 点

硫沉降量

南 宁 柳 州

0 。

4
6

…
一

兰生}

编号 l 地名 横/纵坐标 (m )

一 10 90 80 1一 16 4 8 4 0

0
·

0
/

0

·

0

8
7 6

2 0
/

1
0

6
6 5

0

一 5 4 2 7 0 1 一 5 8 19 0

1 9 6 1 60 / 一 9 0 99 0

7 9 1 10
/ 一

18 7 5 0 0

一 7 9 1 10 / 一 2 6 1 2 3 0

一 2 8 5 9 3 0 /一 4 3 2 0 0

一 13 9 9 70 /5 2 12 0

5 0
:
排放鼠(t)

南宁

柳州

桂林

合山

梧州

玉林

钦州

百色

河池

64747 .1

69460
。

0

4 5
9

6
1

。

5

1
3

6 1 6 4

。

2

3 9 1
5

3

.

8

斗6 3 4 9
.
5

1 3 0多8
。

3

1 5 1 2 9

。

1

3 8 1 3 7

。

2

、户,、、了�、、了2、J、J、J
�
、
.
产、声

(
3
) 区域源对三 市 的 影 响 由式 (7)

、

(
8
)

、

(
9
) 计算出广西区区域污染源对南宁

、

柳

州
、

桂林三市 50 :浓度及硫沉降的影响(见表

6、 7
)

-

区域源对三市 50
:
浓度的影响 (m g/m

3
)

_ ,

_

__
博

宁
}
柳 州

}
桂 林

受 体 点

南 宁
!
柳 州 } 桂 林

2
.
三市局地源对 50

:浓度及硫沉降的影

响

(l) 模式的选用 广西区地势从西北向

东南沿海逐渐倾斜
,

山地
、

丘陵约占 3/4
,

平

原约占 l/4
.
其污染与局地的气象条件密切

相关
,

低层大气受下垫面特性的强烈影响
,

在

水平和垂直两方向上形成特殊的风场和温度

场
,

故选用复杂地区的沉降扩散模式
,

并根据

不同的地形和气象条件加以修正
.
该多源模

式适用于复杂地区计算百公里范围内长期平

均浓度及沉降
,

不考虑百公里以外源的影响
.

该模式虽类似于建立在简单的物质守恒

基础上的传统的箱模式
,

但结合气态污染物

传输和扩散过程中的许多复杂特点
,

并根据

不同地形和气象条件
,

对模式进行了修正和

补充
,

以期达到良好的效果
.

计算时对烟羽特性做如下假设
: 在下风

距离的某一面上
,

烟羽扩散为长方形 ;若烟羽

竖向扩散半宽度小于烟羽轴线高度即烟羽未

到地面
,

则地面浓度为零
.

点源抬升高度利用 Br iggs 公式计算
,

并

对下垫面的影响进行了修正
.
面源按虚拟点

源的方法计算
.

每种气象条件下的浓度以该特定气象条

件(稳定度
、

风速
、

风向)出现的频度为权重进

行叠加
,

即为特定地点的长期平均浓度:
点

…
城 市

沛一号表一潦

南宁

柳州

桂林

合山

梧州

玉林

钦州

百色

0

0 。

0 0 2 4

0

.

0 0 1 3

0

.

0 0
5

4

0

.

0 0
1 1

0

。

0
0

1 6

0

.

0 0
0 5 4

0

。

0 0
0 5

0

0

。

0
0 2 2

Q f

0

.

0
0 1

7

0

。

0 0 6 0

0

。

Q 0 1 3

0

.

0 0 1 6

0

。

0 0 0 4 0

0

.

0
0 0 4 5

0

。

0 0 1 8

0

。

0 0 2 6

0

0

。

0
0
4

4

0

。

0 0 1
3

0

。

0 0
1
4

0

。

0 0 0
3 4

0

.

0
0 0

3 9

0

。

0 0 1
2

Z R

, ‘

(
H
‘一 R

:‘

飞....胜」

Xd

x

!

二p 一

!:

。

)

,

(
, 才,

+ 牙
50:‘I 、

)

u

(
R
: ‘

一 H ‘
)
一

止共浮些{二竺生
一

…
一
竺竺

一

总台甘 1
“

·

0 ‘今
{
0

·

0 1
5 0

,

0 1 3

(

1 0

)

式中
,

2

。

为某种特定的气象条件下 50
:
地面

平均浓度 ; f
‘为某种气象条件出现 的频 率 ;

i 为某种特定的气象条件 ; Q 为源的 50
:
排

放率 ; R
,

为烟羽水平扩散半宽度 ; R
二

为熠



。
斗4

.
环 境

羽竖向扩散半宽度;
“为风速;H 为烟羽轴线

高度.;
, J 为给定污染物的沉降速度;平so

:
为

与平衡条件有关 的系数;I 为降雨强度;
x
为

烟羽达稳定时下风距离
.

(2) 原始数据的处理 南宁
、

柳州
、

桂林

三个市的点源
、

面源数据均来自广西区 198 5

年污染源调查结果
.
为了验证模式的准确程

度
,

并能体现不同功能区的污染物浓度及硫

沉降水平
,

将三个市各自的控制点均选取在

其常规的 50
:
监测点上

.
模式所需 的 年 均

pH 值
、

混合层高度等数据均由地方环保
、

气

象部门提供
。

( 3) 局地源造成的 Sq 浓度及硫沉降量

农 8 三市局地源造成的地面 50
:
浓度及硫沉降t

地地 点点 控制点点 地面 5 0
:
浓度度 硫沉降量量

(((((((m g/m
3))) (g /m

, ·

a

)))

南南宁市市 lll 0 ,

0
8 9

000 3

。

9
222

2222222 0

.

0 7
1
999 3

。

1 000

3333333 0

。

0 7 7
777 3

。

6
444

4444444 0

.

0 4
5 888 2

。

9 888

5555555
0

。

0 7 6 888
3

。

峪888

6666666 0
.
0 7 4 888 3

。

碍777

7777777 0
.
0 0 3 777 0

。

2 000

8888888
0

,

0 9 5 000 4

.

2 999

9999999 0

.

0 6 0 000
3

.

0 777

柳柳州市市 lll 0 。

0 2 7
333 0

。

8
888

2222222
0

.

1 0 8 444 呼 3 666

3333333 0
.
16 6 777 7

.
0 222

4444444 0
.
2 5 7 222 10

。

3 222

5555555
0

。

3 1 4 222 1
2

.

9 111

6666666 0

。

3 1 ‘333 13
。

2 333

7777777 0

.

2 9 0
777

1
2

。

9 555

8888888 0

。

3 4 3 666 1 3

。

6 333

9999999 0

.

3 4 3 333 1
3

.

4
000

lllll 000 0

.

0 6 0
777

2 3 222

桂桂林市市 111 0 .031888 1 。

4
888

2222222
0

。

0
7

9 斗斗 3
。

5
,,

3333333 0
.
0 8 9 111 4

。

0 000

4444444 0

。

1 1
3 444 5

.

D ggg

5555555 0

。

0 9 9
999 今

。

5 000

6666666 0

。

1
0

1
444 咚

。

5 666

7777777 0

。

0 6
8

111
3

。

0
999

科 学 12 卷 斗 期

沉降量(表 8)
.

3
.
20 00年三市 502 浓度及硫 沉 降 的 预

测

(l) 三市 50
:
浓度及硫沉降现状 由远

距离输送模式 (式7一9)及复杂地区的多源沉

降扩散模式 (式 10 )
,

分别得到了区域源及局

地源对南宁
、

柳州
、

桂林三市 50
,

浓度及硫沉

降量的影响
,

经叠加可得三市 50
:
浓度及硫

沉降量的现状值(表略)
.
可以用三市各控制

点 的年均 50
:
监测浓度来验证 模 式 的计 算

结果
.
经检验三市的计算结果

,

80 外 的控制

点均落在 2 倍误差范围以内
,

所以计算结果

与实际监测值基本相符
.

(2) 2000年区域源对三市 502 浓 度 及

硫沉降影响的预测 前面已经得出 200。年广

西区全区的高
、

中
、

低三个方案下 50
:
排放的

预测值
,

以 198 , 年各地市 50
:
排放 占全区的

百分比为基准
,

将预测值分摊到 50 :集 中排

放的 9 个城市
.
将分摊结果

,

即 50
:
排放量的

预测值代人远距离输送模式(式 7一9) 中
,

即

可得 2000年区域源对南宁
、

柳州
、

桂林三市

50:浓度及硫沉降量影响的预测值(见表 9)
.

表 , 2 0 0 0 年区域源对三市 50
,

浓度及

硫沉降量影响的预测

地 点 南宁 柳州 桂林

低方案
{
50 2浓度 (m 盯 m

!
。

}硫沉 降 (g Zm
‘ ·

a)

0

。

0 1 6

0

。

6

0

。

0 1 8

0

。

5
5

0

。

0 1‘

中方案
50 :浓度 (m g /m

,

)

硫沉降 (g /m
, ·

a

)

0

。

0 1 9

0

.

7 : :

‘ 0
。

O 飞9

0
。

8
5

高方案
50 :浓度 (m g /m

,

)

硫沉降 (g /m
, ·

a

)

0

。

0 2 3

0

。

8

0

.

0 2 4

0

。

7
5

0

。

0
2 2

0

。

9 ,

由局地源模式分别计算出南宁
、

柳州
、

桂林三

个市局地 污染源对本地造成的 50
2
浓度和硫

(3 ) 2000 年局地源对三市 50 : 浓度 及

硫沉降量影响的预测 在预 测 2000 年 局地

源对本地 50 :浓度及硫沉降量的影响时
,

将
50:排放量的增量按同样的比例均摊给所有

的点源
、

面源
,

并将均摊后的结果代人复杂地

区的多源模式(式 10) 中
,

即可分别得到 20Op

年三市的局地源对本地 50
:
浓度及硫沉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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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00 年三市局地源对本地污染影响预测

45

地地 点点 控 制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高高高高方案案 中方案案 低方案案 高方案案 中方案案 低方案案

南南 宁 市市 lll 0
.229333 0 。

1
6 3 444

0

.

1 2
3

000 1 0

,

1
000 7

。

2
000 5

.

斗222

2222222 0
.
1 85 222 0

。

1 3
2 000

0

.

0
9 9 333 7

。

9 999 ,
.
6 999 4

。

2
999

3333333
0

.

2 0 0
333

0

.

1
4

2
888

0

.

1
0 7 444 9

。

3 888 6

。

6 999
5

.

0 333

4444444 0

.

1 4 3
666

0

。

1 0 2
444

0

。

0 7
7 000 7

。

6 888
5

.

4 777 4

。

1
222

5555555
0

。

1 9 7
999

0

。

1 4 1 111 0

。

1 0 6 222
8

。

9 666
6

.

3 999 4

。

8 111

6666666
0

.

1 9 2
888

0

.

1 3 7 444 0

.

1 0
3

444
8

。

9
444 6

.

3 777 4

。

8 000

7777777
0

.

0 0 9 666 0

.

0 0
6

888 0

.

0
0 , 111 0

.
5 111 0

。

3
666 0

。

2
777

8888888
0

。

2 4 4 777 0

。

1 7 4 444 0

.

1
3

1
333

1
1

。

0
555

7

。

8
888 5

。

9 333

9999999
0

。

1 8 0 111 0

。

1 2 8 444 0

.

0 9
6 666 7

。

8
999

5

。

6 333
4

。

2
444

平平平 均均 0
.196777 0 .140222 0.10 5555 9

。

0
000

6

.

4
222 4

。

8 222

柳柳 州 市市 111 0 .070000 0 .053000 0 .04 玉000 2
.
7 666 1

.
7 222 1

.
3 222

2222222 0
。

2 7 8 000
0

.

2 1 0 555 0

。

1 6 2 888 1
1

。

1
777

8

。

4 666 6

。

5 斗斗

3333333 0
.
咚2 7 666 0

。

3 2 3 777 0

。

2 5 0 444 1
8

.

0
111 1 3

.

6
333 1 0

。

5
444

斗斗斗斗 0
。

6 5 9 777
0

。

4 9 9 444 0

。

3 8
6 333

2
6

.

4 555 2 0

。

0
333

1 5

‘

4
999

5555555
0

。

8 0 5 888 0

。

6 1 0 000 0

。

4 7 1 888 3
3

。

1 000 2 5

。

0 666 1 9

。

3
888

6666666 0

.

8 1 2 555 0

。

6 1
5

111 0

.

4 7
5

888
3 3

.

9 111 2 5

。

6 777 1
9

。

8
666

7777777
0

。

7 4 , 666 0
.
5 6 4 555 0

。

4 飞6 666 3 3
。

2 111 2 5

。

1
444

! 9

.

4 ,,

8888888 0
,

8 8 1 222
0

.

6 6 7 111 0

.

5
1

6 000 3
4

。

9 444 2 6

。

4 555
2

0

.

4
666

9999999 0

.

8 8 0
444

0

。

6 6 6 555 0

.

5 1 , 555 3 4
,

3 777 2 6

.

0 222 2 0

.

1 222

11111
000

0

。

1 5 , 666 0
。

1 1 7 888 0

。

0 9 1 111 ,
。

9 555
4

.

5 111 3

。

4
888

平平平 均均 0 ,

6 2 7 444 0

.

4 7
5

000
0

.

3
6 7 444 2 ,

.
6 888 1 9

。

4
444

1
5

。

0 444

桂桂 林 市市 lll 0 ‘

0
5

6 333 0

。

0 4 9
777 0

.

0 4 2 222
2

.

5
444 l

。

9 000
l

。

4 888

2222222 0

。

1 3 6 444 0

.

1 2 0
333

0

。

1 0 斗666 6
。

1
666

4

。

7 222
3

。

5
999

3333333 0

,

1
5

3
000 0

.

1 3
4 999 0

.

1 1
7

111
6

。

8
777 5

。

2
666 4

。

0 000

4444444
0

,

1 9 4 999
0

。

1 7 1
888

0

。

1
4 9

222 8

。

7
555

6

。

6
999 5

.

0 999

5555555
0

。

1 7 1 777 0

.

1 5 1
333

0

.

1 3 1
666

7

。

7
333 5

.

9
222

4

。

5 000

6666666 0

。

1 7 4 333 0

.

1 5
3 666

0

.

1 3
3 333 7

。

8 333
5

。

9
888 4

。

5 666

7777777
0

。

1 1 7 000 0

。

1 0 3 111 0

。

0 8 8 999
5

,

3 111 斗
。

0
333 3

。

0 999

平平平 均均 0
。

1 5
7 999

0

。

1 3 9 222 0

.

1 2 0
888

7

。

1 111 5

。

4 444 4

。

1
444

影响的预测值(表 10)

(4 ) 2000 年三市 50
:
浓度 及 硫沉 降 的

’

预测 将表 9 的结果与表 10 的结果相叠加
,

即得到 2000 年三市的 50 : 浓度及硫沉降量

的预测值
,

这里仅取其平均值列于表 11
.

表 11 2000 年广西区控制域内三市50
2
浓度与

硫沉降t 预测

\

一

\

地

” 案

\

一

之
南宁 柳州 桂林

三
、

2 0 0 0 年控制域内 pH 值的估算
50:浓度

( m g /m
,

)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0
。

2 1 9 7

0

。

1
5 9

2

0

.

1 2 1 5

0

。

5 9 5 6

0

.

碑9 6 0

0
。

3
8 5 斗

0
。

1 7
9

9

0

。

1
5

8 2

0

。

1
3

6
8

4
3

8

。

0 6

i

,

{

‘
·

, ,

泣土厂匕

口盛‘6

�
U
r,J几乙,山1

�对 2。。o 年三市 pH 值的预测 采用 趋 势

外推的方法
。

对三市历年的统计数据做相关

分析可得到:

( l) 大气 50
:
浓度与年均降 水 pH 值的

硫沉降

( g/m
, ·

a

)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9
。

8 0

7

。

1 2

,
.
4 3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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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0
.
375 一 0 189e一〔s几 ;

( 1 1 )

( 2 ) S q 排放量与年均降 水 pH 值 的 关

pH ~
0
.
244 一 0

.
12 1/p

so、 (
2 2

)

式中
,

〔Sq ] 为大气 502 浓度 (m g /m
,

)
; p

。o :

为 Sq 的年排放量(万吨/年)

将前面所得的 50
:
浓度(表 11) 和 50

:
排

放量(表 4)的预测值分别代人式(11) 和(12)

中
,

并取其平均
,

即可得 2000 年三市 pH 值

的估算值(见表 12)
.

表 12 2。。0 年控制域内三市p H 值

平一444一
34、

4

一
.地点 方 案 式(l) 式(2)

南宁市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 ::

四
、

小 结

1.采样弹性系数和趋势外推的方法
,

对

能源消耗
、

5 0
2

排放量及 pH 值进行预测
,

其

方法简单可行
.

2
.
在预测 50

:
浓度及硫沉降量时采用了

区域模式与局地模式相叠加的方法
,

综合考

虑了局地污染源与远距离输 送 两方 面 的 影

响
,

使预测结果更加可信
.

3
.
由预测结果可以看出

,

如不采取相应

的控制措施
,

控制域内酸雨加剧的趋势将继

继发展
,

以柳州市 为例
,

大气中的 50
2
年均浓

度会达到 0
.
38 一0

.
60 m g/耐

,

降水 pH 年均

值会下降到 3
.
91 一4

.
17. 由此可见

,

采取相

应的控制措施
,

如流化床
、

型煤
、

烟气脱硫等

技术
,

以缓解降水酸化现象已势在必行
.

参 考 文 献303848一21巧29一52

柳州市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

65 t l 〕
-

一一 1 2 1
9 l

::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

[ 3 ]

桂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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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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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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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1991年 4 月 1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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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在 动 态 试 验 中

,

进 水 C O D ‘,

高 达

471
.
0m g /L

,

去除效率为 61
.
9务
.
在静态试验

中
,

废水原有机物浓度 e o D
‘r

为 122
.
4 m g /L

,

处理 4 天后的净化效率可达 80 沁
.

4
.
利用操丝废水排放水面无土栽培水旅

菜
,

其经济效益可观
.
并且可与多花黑麦草

在季节上实现衔接
,

形成配套技术
,

达到全年

运转的目的
.
在净化废水的同时

,

可为发展

渔业生产提供优良青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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