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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ΓΙΣ的北京市机动车污染数据库的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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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 技术建立机动车污染数据库能动态!直观地反映机动车污染的时空分布规律为机动车污染控制研究提供强

有力的工具Λ本研究以  ∂  为主要的 ≥ 开发工具通过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的链接实现了北京市机动车污染数据库的

地图化表现!动态查询!基本空间分析等功能从而为机动车污染数据库提供了技术支持Λ 利用该系统可以对北京市机动车污

染物的排放!浓度和分担率的空间分布规律进行 ≥ 实例分析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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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信息系统 ≥ 

≥技术已经应用于城市机动车污染问题的研究Λ 

∏等人利用 ≥ 数据库对佛罗伦萨市的机动车

污染水平进行了模拟并结合相关模型建立了交通污

染预报系统≈Λ ≥∏≤等人以   ≥ 技术

为手段建立了城市区域交通污染预测模型≈Λ 其运用

重点主要在于建立与地理数据关联的机动车污染信息

数据库对排放分布进行直观动态的表现和分析Λ

本研究以 ≥ 技术为手段对北京市机动车污染

现状进行了研究Λ力图建立一个容纳机动车污染信息

能动态反映机动车污染时空分布规律的信息系统Λ 其

研究结果将为典型城市机动车污染控制策略的制定提

供技术和决策支持Λ

1  数据库的总体结构

本 数 据 库 以 基 于 • 平 台 的  ∂ 

≥1为主要的数据库开发软件Λ采用基于工作站平

台的   ≥ 软件进行地图数字化和相关属性的

生成Λ 用  ! ∏≤  ⁄ 等作为辅助工具进行数据

编辑和加工Λ

数据分为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 大类Λ 空间数据

用于对空间地理对象的描述Λ 以北京地区 年版 

Β 数字化地形图为背景地图并对道路进行了更

新Λ空间数据以层× 的形式存储和表达Λ主要层

包括行政区界!市区主路单线!道路双线!网格

层!建筑区!水系!铁路!注记!加油站!大气监测点等Λ

其中主路!道路和网格层是研究的重点层面Λ

属性数据以⁄ƒ 表× 的格式存储主要包

括地理数据人口!面积!行政区界等车辆登

记分布数据保有量!车型构成等道路系统数据



路长!路名!车道数等车辆运行数据车流量!平

均车速等车辆维护检查数据维修站!路检!年检

数据等油料数据油品质量!加油站和储油库信

息等环境质量数据道路边及大气中污染物的排

放及浓度等时间变化数据排放时间变化系数

等Λ

2  系统的功能实现

数据库中的交通源被划分为线源和面源Λ 对市区

条主路作为线源考虑通过对不同道路车型比例!

车流量!平均车速等情况的详细调查计算排放强度Λ

对无法进行详细调查和监测的细小路网将研究区域

划分成 个 1≅  
的网格认为污染物的排

放强度和浓度在同一网格内是分布均匀的而在不同

网格间的分布则由各网格的道路!人口密度等因素决

定从而简化为面源处理Λ

空间对象分为点!线!面对象每一个对象对应一

条记录Λ利用  ∂  的链接功能以唯一的

记录号为关键字实现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关联Λ

空间数据以 √格式存储以图≥的形

式输入输出Λ 环境信息数据以通用数据库格式 ⁄ƒ

存储以表的形式输入输出Λ 这样便于引入外部数据

库从而实现数据共享和动态更新Λ

机动车污染数据库实现了以下功能

基本数据库功能  对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进

行添加!修改!删除并与外部数据库进行数据交换Λ

地图化表现功能  形成各种形式的污染专题

地图和统计图Λ

动态查询功能  对空间对象和属性信息进行

选择!查询!排序和统计Λ

基本空间分析功能  对污染物排放分布规律

进行基本空间分析Λ

3  北京市机动车污染的实例分析

以 年为基准年对规划市区内 
的区

域和 条市区主路进行了 ≤  和  ξ 的排放强度!

浓度和分担率的 ≥ 分析并生成了相应的专题地图Λ

排放源的具体计算结果由修正的   ∞ 模型得

到Ξ Λ

311  排放源强分析

从图 可以看出高排放水平的道路主要集中在

二环!三环路上尤其以南二环西段!西二环中段北段!

北三环东西两段!西三环南北两段最为严重Λ通过对线

源的排放分析发现市区内机动车排放 ≤  1万

 ξ 万 Λ 其中右安门东滨河路!西滨河路!北三

环东路!德胜门西大街等 条路段 ≤  年均排放强度

超过  ξ 年均排放强度超过 为排放

控制的重点路段Λ

图  线源 ≤  年均排放量污染综合图

从图 可以看出面源排放最高值为 1

最低值为 1相差约 倍分布很不均匀Λ

总地说来排放分布从城市中心向边缘逐渐递减Λ面源

排放水平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三环以内Λ 三环以内

区域仅占研究区域的  但污染物的排放量占研究

区域总排放量的  Λ 宣武区全区!朝阳区东部!东城

区西部!石景山区中部是高排放区域Λ排放水平最高的

个网格中有 个位于宣武区Λ上述区域是排放控制

的主要区域Λ

图  面源 ≤  高峰小时排放量污染综合图

312  污染浓度分析

在得到线源排放水平的基础上通过≥≤ ≥× 大气

 环  境  科  学 卷

Ξ 何东全 1 城市机动车污染评价体系及排放控制目标的

研究 1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Λ



扩散模型计算得到面源浓度分布Λ 从图 看出面源

浓度≈最高值为 1Λ 最低值为 1Λ


相差约 倍Λ年均浓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二环

沿线东城区东部南部!西城区南部!宣武区北部!崇文

区北部和丰台区东北部Λ浓度最高的 个网格中有 

个位于东城区Λ 上述区域是进行空气质量控制的主要

区域Λ

≥ 分析表明≤  的平均日均峰值为 Λ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但有 的网格超标Λ 相比之

下 ξ 污染比较严重Λ ξ 年均值为 1Λ 超

过国家二级标准 倍以上东城区的北部东部!宣武区

东部浓度超过 Λ Λ

图  网格 ≤  年均浓度污染综合图Λ 

313  浓度分担率分析

浓度分担率通过 ≥≤ ≥× 模式计算得出Λ从图 可

知≤  的浓度分担率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大部分在

 ∗  之间Λ东城区!崇文区和宣武区分担率相对

较高Λ 对  ξ 进行同样的分析分担率均在  ∗

 之间Λ说明在整个市区内机动车污染贡献率的分

布是比较平均的Λ ≤  ! ξ 浓度中机动车污染的分担

率较高这说明北京市区的污染已呈现明显的交通污

染特征且比较严重Λ

图  网格 ≤  浓度分担率污染综合图

4 小结

引入 ≥ 技术作为研究手段克服了现行机动车

污染管理数据库中环境信息空间联系缺乏表达不力

的缺憾Λ ≥ 对空间数据强大的处理能力能够使空间

数据和属性数据发生关联为污染分布的模拟!分析和

预报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工具Λ

初步分析了北京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的空间规

律并确定了重点监控路段和区域Λ污染物总的分布规

律是市区内二!三环沿线区域高向四周区县逐级递

减Λ这同市中心车流密度高的情况基本一致Λ二!三环

沿线区域是控制机动车污染的重点区域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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