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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气自动监测系统监测资料的处理及其应用

范绍佳 陈家宜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

,

广州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
,

北京

摘共 本文讨论城市大气自动监测系统监测资料处理及其应用的某些间题
。

总结了对数正态分布
、

指数分布
、

分布和 分布等分布模型对监测资料分布拟合的适用性及分布模型拟合判别指标 介绍了监测资料在

监测时空代表性分析
、

污染物浓度预报研究方面的应用途径

关性询 大气自动监测系统
,

浓度分布模型
,

监测资料处理及应用
。

城市大气污染监测是开展城市大气环境保

护
、

进行大气环境科学研究的基础
。

由于大气污

染物在大气环境中的分布受污染源排放特征
、

气

象
、

季节
、

地形等因素的影响
,

大气污染的特点是

范围大
,

随时间空间而变化
。

为了准确地掌握城

市大气污染状况
,

必须在所关心的区域内同时进

行多点的连续监测
。

目前最有效的监测手段是建

立城市大气自动监测系统
。

年以来
,

我国已有 个城市先后建立

了城市大气自动监测系统
,

取得了大量的监测资

料
。

对这些监测资料
,

目前的应用仅限于编制监

测月报
、

年报等
。

如何处理和利用这些监测资料
,

是 目前皿待解决的间题
。

本文探讨城市大气自动

监测系统监测资料处理及其应用的某些间题
,

指

出我国开展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思路
。

本特征
,

为环境管理
、

环境科研服务
。

在监测资料处理的大量文献中
,

普遍使用的

统计量是平均值
、

标准差和频率
。

基于统计学的

原理
, 一们系统地介绍了一种有关污染物

影响
、

标准和降低排放量相互关系的空气质量数

据分析方法
,

世界卫生组织闹也提出了全球大气

环境监测系统 数据的处理方法
。

这些方

法的基本出发点
,

是认为监测数据的频率分布和

累积频率分布相当充分地描述了已知地点和 已

知时间周期内某种大气污染物的污染情况
。

监测资料处理的原理

城市大气自动监测系统通常由一个控制中

心和若千个子站组成
。

系统所取得的监测资料
,

是系统内位于城市 区域 不同位置 功能区 的

各子站对所关心的各种污染物的同步监测值
,

每

个数值都是某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值
。

虽然大气污

染物浓度的分布受污染源排放特征
、

气象
、

季节
、

地形等因素的影响
,

在时间空间上变化很大
,

但

这种变化是有一定范围的
。

因此
,

可把污染物浓

度监测数据看成是由趋势性分量
、

周期性分量和

随机性分量组成的
。

通过大量的监测数据
,

可以

借助概率统计的方法从中归纳出监测数据的基

污染物浓度的统计分布模型

处理大量监测资料的基本方法
,

是用污染物

浓度的统计分布模型来描述监测数据的特征
,

在

过去的 多年里
,

建立了很多描述污染物浓度

分布的统计模型
。

从早期 的研究以来
,

对

数正态分布模型作为一个通用模型获得了广泛

的应用 一们
。

一些研究人员也用指数分布 一 “〕
、

分布〔, 一 ‘。〕和 分布 卜
, 〕来描述数据的特

征
。

氏 和 〔〕
、

和
‘, 〕

、 ‘, 〕
、

施
〔“〕

、
〔‘“〕等

研究人员对各种分布模型的适用性进行过较深

入的对比研究
,

综合他们的研究成果可得

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分布模型
。

污染物浓

度数据的分布
,

取决于污染物的形态
、

数据的平

均时间
、

测站的位置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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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正态分布最适用于颗粒物数据
,

同

时也适用于大部分的
、 、

数据

分布对
、 、 、

数据的适用

性最好 ,

分布适用于大部分
、

资料

指数分布适用于极值和点源附近的资

料
。

上述结果
,

对正确选择数据的分布模型有一

定的意义
,

但不是绝对的
。

究竟选择那一种模型

最为合适
,

取决于数据本身的特征和应用的方

便
。

,

二

式中
,

为该频率下的浓度与中值浓度的偏差

数
。

从上可见
,

对数正态分布模型的应用是十分

方便
、

也是很有效的
。

对数正态分布模型在监测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由于对数正态分布适用于大部分的监测数

据
,

且污染物浓度呈对数正态分布可很容易用风

速的近似对数正态分布来解释 ,
‘幻

,

同时对数正

态分布很容易用标准的统计方法来处理
,

因此
,

对数正态分布在资料处理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

检验数据是否符合对数正态分布
,

简单而直

观的方法是在对数正态概率纸上作累积频率分

布图
。

把浓度资料由小到大排列或按分组列成

表
,

然后以超过各种浓度 对数尺度 的累积频率

概率尺度 作图
,

如果数据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

则为一条直线
。

线上累积频率为 值的浓度

便是几何平均浓度
,

线的斜率则是几何标准差的

度量
,

后者在数值上等于 写浓度与  浓度

的比值
。

符合对数正态分布的资料
,

可用几何平均值

和几何标准差这 个参量来描述资料的基本特

征
。

对任一组给定的数据
,

用不同的平均时间平

均
,

它的算术平均值均相等
。

因此
,

由算术平均和

几何平均
、

几何标准差的关系式可把各种不同平

均时间的平均值联系起来〔幻

,

夕
·

’ ‘,

式中
,

为算术平均值
,

为几何平均值
,

为某特定平均时间的几何标准差 为

自然对数
。

如果计算出了某平均时间的几何平均值和

几何标准差
,

则任何频率的期望值可 由下式计

算

监测资料数据分布模型拟合判别指标

用不同的分布模型来描述城市大气 自动监

测系统的监测资料
、

模拟污染物的浓度
,

或用不

同的方法来分析同一个问题的数字特征等
,

是大

气自动监测系统监测资料处理常遇到的问题
。

如

何评价这些模型或不同方法的性能
,

人们建立了

很多的判别指标体系
。

和 川用平方误差和作为判据

分析过不同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性
。

〕从理论

上对指标进行过研究
,

他分析了各种指标的性能

和用途
。

和 〔 曾分析过 种性能指

标
, 〔川列举了 种指标

。

他们的研究表明

不可能用单一的指标来描述模型的性

能
,

而应按问题的性质来选择合适的指标

指标的选择应尽可能具有通用性
,

还要

便于使用
。

根据作者结合北京市大气 自动监测系

统监测资料的分析研究
,

相关系数和相对误差是

一种较优的指标体系
。

相关系数能描述模拟结果

与实测结果的趋势是否一致
,

相对误差能描述模

拟结果与实测结果在数值上的接近程度
,

同时这

两个指标都是无量纲数
,

具有可比性
。

这两个指

标同时使用
,

能较好地评价模型的性能
。

监测资料在分析监测时空代农性中的应用

由于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变化与污染源的排

放特征
、

气象条件和大气湍流等有关
,

同样的污

染源对某一地区或地点所造成的污染物地面浓

度随时间而变化
。

即使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测定

几次
,

可发现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测定值
。

如

何选择合适的采样时间
,

以获得有代表性的监测

结果
,

是监测实践中的一个现实问题
。

 〕研究过采样平均时间间题
,

张良

壁〔 
、

王爱珍 〕也研究过 日监测时次的代表性

间题
,

但他们所用的资料较少
,

得出的结论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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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验证
。

测站 的空间代表性
,

从一开始建立大气污染

监测 系统时就是一个十分引人注 目的问题
。

一 年在英国莱斯特市进行的世界上第

一次较大范围的大气污染监测时就认识到选择

有代表性采样点的重要性
。

考虑测站代表性的监

测布点优化课题至今仍是环境监测界的热门课

题
。

在大气污染自动监测系统的监测数据中
,

常

存在空间相关性
。

这种相关性的存在
,

意味着一

个监测点提供了周围地区大气污染的部分资料
。

利用这个事实
,

可以分析监测系统各测子站的空

间 代 表 性 问 题
。

等
, 〕

、 ‘口
、

比 和 〔, 〕等人利用 空间相关分析

分析美国纽约
、

英国伦敦等城市的大气污染监测

网测站的代表性
,

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 利用监

测资料
,

通过空间相关分析
,

研究测站的空间代

表性是可行的
。

空分布
,

可用于短期和长期的污染浓度预报
。

物

理模型的物理意义明显
,

易于控制管理
。

从应用的角度看
,

要对污染物的源排放
、

扩

散规律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

建立污染物浓度预报

的物理模型
,

然后利用历史监测资料来完善模

型
。

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
,

可达到大气污染浓度

预报的业务使用要求
。

监测资料在污染物浓度预报研究中的应用

污染物浓度预报是开展监测的目的之一
。

从

 年 比利时马斯河谷发生空气污染事件以

来
,

世界上还发生了多起空气污染事件
,

每次事

件都造成大批人患病以致死亡
。

通过这些教训
,

人们逐渐认识到空气污染的严重性
,

迫切希望能

了解什么时候可能发生污染
。

当可能发生污染

时
,

人们就可以预先进行污染控制或预防
。

这促

使人们开展城市大气污染的预报研究工作
。

针对不同的目的和要求
,

人们建立了很多的

预报模型  一川
。

这些模型基本上可分成两大类

一 类 是 统 计 模 型哪一川
,

另 一 类 是 物 理 模

型 一 〕
。

统计模型是利用大量的历史监测资料
,

经统

计分析而建立起来的
。

统计模型可用来预报日平

均值
、

日最大值等
,

但其物理意义是不明确的
,

难

于利用模型来进行污染的控制
。

物理模型是基于描述大气污染物扩散行为

过程而建立的
。

物理模型能预报污染物浓度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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