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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稳态假设条件下研究了菲在天津市的多介质分布和相间迁移 在探讨了废气排放和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

壤中菲降解速率常数的空间变异的基础上 建立了具有空间变异特征的多介质模型 并根据实际观测数据对平均

浓度加以验证 所研究的 种介质的模型误差在 1个对数单位左右 完全符合区域多介质模型的精度要求 土

壤菲含量空间计算结果和实际观测数据在宏观尺度上表现出一致的趋势 作为过程模型 这样的结果有助于解释

形成其空间分异的原因 也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模型计算结果表明 土壤和沉积物是该地区菲的主要汇 特

别是沉积物中积累了菲总量的  以上 大气菲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服从其人为排放特征 而土壤有机质含量

对菲降解速率的影响决定了其在土壤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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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环芳烃是重要的有机污染物之一 其对

人体健康的影响已得到多方面证实≈ 多环芳

烃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不完全燃烧≈ 由于煤

是主要工业和取暖燃料 加上机动车辆数量不

断上升 天津地区环境各介质均遭受多环芳烃

的严重污染≈ 菲是多环芳烃类化合物中的典

型代表之一 由于易挥发且与有机质有很强的

亲和性 其在环境中具有很强的迁移活性 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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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 为估算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在复杂环境中的归趋 建立的多介

质模型是有力的工具 该模型引入了 提

出的逸度概念 根据热力学平衡或质量平衡原

理 可同时计算污染物在多介质环境中的质量

分布和迁移通量 由于物理意义清晰且结构相

对简单 该模型在各地区得到广泛应用≈  迄

今为止 所有逸度模型的必要假设之一是各介

质的均一性和完全混合 计算结果也只能表述

为特定介质的平均浓度和特定界面间的平均通

量 对于区域性研究而言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能

满足研究和管理的需要 此外 对空间变异的忽

略必然导致较高的模型不确定性 事实上 对菲

而言 大气输入在空间上的变异以及土壤特性

的空间差异都将导致其在这 种介质中的很大

差别 有关研究 Ξ 发现天津表土中菲的含量均

值为 1 Λ而标准差高达 1 Λ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导致菲在天津

地区大气和土壤中空间变异的关键因素 并在

此基础上建立能表述空间变异的多介质模型 

定量计算该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和迁移通量的空

间变异 

1  研究方法

111  模型框架

在建立具有空间变异特征的模型之前 首

先进行常规模型计算以期对输入参数和模型本

身作出初步验证 模型包括气 !水 !土和沉积物

等 个主相 各主相根据情况细分为气 !水 !固

等子相 为表现区域分异 将气 !土 相各自划

分为 个小区  ≅  由于  以上

面积落在天津的小区均包括在模型内 计算面

积大于天津的实际面积 考虑的具体环境过程

有 区域间和小区间大气输入输出平流 Τ

Τ !水输入输出平流 Τ Τ !本地废气

废水排放和污灌 Τ  Τ  Τ !气土扩

散和干湿沉降 Τ Τ  Τ !气水扩散

和干湿沉降 Τ Τ Τ !水气和土气

挥发  Τ Τ !水沉积物扩散与沉降

 Τ Τ !沉积物水扩散 Τ !溶解和悬

浮态表土侵蚀 Τ Τ和土壤及沉积物中

降解 Τ  Τ 采用第 级逸度模型模拟

菲的归趋≈ 对每个主相和小区建立质量平衡

方程见 ∗  对水和沉积物分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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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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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的 方程分为 类 盛行风向一侧的 

个小区和其余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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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Θ和 χ分别代表流体流量和浓度 , ∆和 φ

为迁移速率常数和逸度 .下标  ! ! ! ! 和 

分别表示系统外 !气相 !水相 !土壤 !沉积物和小

区编号 其余下标分别代表对流 !扩散 !

干湿沉降! !沉积 !侵蚀!和降解

 表示的人为活动有污灌 !废水排放

 !废气排放 大多数迁移速率常数和

逸度容量的表达式见有关文献≈  土壤侵蚀

 ∆ !土气扩散 ∆ !土壤中降解 ∆

等过程的速率常数则具有空间变异假定土气

扩散和土壤中降解速率与土壤有机质含量成反

比 因此根据 ∗ 式计算式中符号意义

见下节 

∆  Α ΥΖ  , 



Ξ 郑一 天津表土中多环芳烃的含量和空间发布 北京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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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参数估值

模型使用的参数包括输入和验证 类 其

中大多数为单一取值 唯废气排放 !土壤中降解

速率常数 !土壤有机质含量 !大气和土壤验证用

浓度等各自用 个空间数据 模型输入单一

参数包括 气水 !气土界面面积 !土壤 !沉积物

厚度 !四主相中固 !气 !水体积分数 !水 !土 !沉积

物固相密度和有机碳含量 !气 !水对流流量和浓

度 !废水排量和浓度 !污灌量 !温度 !蒸气压 !气

体常数 !亨利常数 !有机碳吸附系数 !沉积物中

降解速率常数 !气 !水 !沉积物相分子扩散系数 !

气相水 !土和水相气 !沉积物单膜扩散速率

常数 !土壤和沉积物中扩散距离 !大气干湿沉降

速率 !雨水清洗速率 !水相沉积速率和地表侵蚀

速率等≈ ∗  模型验证参数则包括 气 !水 !沉

积物实测平均浓度≈ 和土壤 点实测浓度 

空间数据根据土壤有机质含量 3 !表达为土壤有

机质含量线性函数的降解速率常数≈  和

燃煤空间分布数据 3 Ξ和排放因子≈ ∗ 得到的

废气排放量 

113  模型计算与验证

用 编程同步解上述 个方程求

得每相逸度值 根据逸度值计算水和沉积物平

均浓度以及各小区大气和土壤浓度包括子相

浓度 同时计算相间迁移通量≈ 对大气和土

壤以及与之相关的界面迁移通量 利用小区计

算值和克里格插值方法≥∏√   得到

相应的空间分布图 

2  结果与讨论

2 1  菲在各介质中的分布

分别用经典方式无空间变异和本研究建

立的模型有空间分异计算了天津地区各主相

浓度和界面迁移通量 对后者计算了空间变异

输出参数的算术均值 其结果用作模型初步验

证 图 比较了 种模型计算结果与实际观测

值的差别 由于暂时没有沉积物的观测数据 唯

该相无法验证 

图 1  天津环境中实测菲浓度与模型估算结果对比

( .有空间差异模型   .无空间差异模型)

ƒ  ≤  ∏

∏√

无空间变异模型估算结果和实测结果各相

大气 !水和土壤绝对差别分别为 1 1

和 1对数单位 与大多数类似模型的误差相

当 考虑到输入参数自身的变异和误差 这样的

结果作为区域性估计基本令人满意 在大气相

和土壤相引入空间变异后 得到的平均浓度与

实测结果更加接近 大气 !水和土壤 相绝对误

差分别为 1 1和 1对数单位 其中大

气和土壤预测精度大大改善 图 为菲在天津

地区大气 !水 !土壤和沉积物中的总量分布 显

然 大气和水环境中的菲仅占总量的很小部分 

分别为1 和1   以上菲存在于土壤

图 2  菲在天津主要环境介质中的分布

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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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沉积物中 后两者是该地区菲的主要储库 

212  菲在各介质间的迁移通量

图 为菲在天津地区主要介质之间的迁移

通量计算结果 从图  中可见 上游随河水输

入 !本地废气和废水排放是天津地区菲的主要

输入来源 而沉积物和土壤中降解是主要的输

出途径 重要的界面迁移过程依次为 大气向土

壤的迁移 !水相和土壤向大气的扩散 !上覆水向

沉积物中的沉降 !大气向水体的迁移以及沉积

物向水相的扩散 

图 3  菲在天津地区不同相间的迁移通量

ƒ  ∏¬ ×

213  菲在大气和土壤中的空间分异

对 小区大气浓度计算结果进行插值 

得到图 所示菲在天津大气中的空间分布 

同时给出了随化石燃料燃烧向大气释放的菲的

通量图  从图 中可以看出两者及其相似 

大气菲的最主要来源即当地排放 上风向随对

流输入量很小图  对气相浓度贡献几乎可

以忽略 虽然土壤和水体向大气的扩散通量都

很大 但他们的空间分布形式显然对气相浓度

没有显著影响 当地排放中心在汉沽一带 以该

地为中心向周边递减 毫无疑问 菲在天津大气

中的实际分布要复杂得多 但是在没有详细输

入资料的情况下只能对其空间分布作出这样的

粗略描述 

菲在天津表层土壤中的空间分布在图 中

给出 左图 为对实际测定数据内插得到的

结果 右图 为模型计算结果 从宏观分布

趋势看 模型结果与实测结果大体一致 主要高

值区分布集中在汉沽 ) 塘沽地区 !天津城区 !武

清及其周边地区 这一区域不仅接受了最大的

大气输入 而且是天津主要污灌区所在 相比之

下 天津北半部和南部地区则为低值区 不同于

一般的经验统计模型 逸度模型计算完全从过

程机理出发 能得到如此结果相当令人满意 由

于影响菲在表土中空间分布的因素绝非土壤有

机质一项 计算结果在细节上与实测有一定差

异是必然的 这样的因素可能包括土壤氧化还

原条件等 某些局部高值的成因有待进一步探

讨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合理性 逐点比较模

型计算和实测结果 由于实测数据采自相对均

匀分布的 个地点 而模型结果为网格分布

的 个小区 根据采样点位将 个小区

计算结果插值生成 个插值数据 图 比较

了 对数据的差异 

与图中 Β直线相比 虽然总体上数据落

在直线两侧 但模型误差的趋势性十分明显 模

型显然高估了低值数据 低估了高值数据 其结

果是 图中散点呈现明显的曲线形态 由于关于

土壤有机质对降解速率常数的影响仅有定性描

述≈ 没有任何定量依据 在模型中取简单线

性关系 根据上述验证结果看 某种曲线关系能

更好地表征有机质的影响 取得相关定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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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天津大气中菲模型计算浓度(α)和排放量(β)分布比较

ƒ  ⁄∏ ∏     ×

图 5  菲在天津土壤中浓度的测定(α)和模型计算(β)结果比较

ƒ  × ∏ ∏  ×. 

图 6  天津土壤中实测菲浓度与模型估算结果对比(188 数据)

ƒ  ≤  ∏∏

 × 

需要更多深入研究 

214  菲界面迁移通量的空间分异

在本模型框架下 可以描述部分界面迁移

通量的空间分异 图 即为其中 例 菲在土壤

中的降解通量和表土中菲通过地表径流向

地表水输送通量 

菲的降解通量和大气含量非常相似 事实

上 通过化石燃料燃烧释放进入大气 !继而经由

干湿沉降达到表土 其后通过微生物降解是菲

 环   境   科   学 卷



在天津多介质环境中的最重要迁移路径之一 

降解通量与大气浓度气土输入通量在空间分

布上的一致性在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 由于天津

地区地势相对平坦 表土中菲的侵蚀通量主要

图 7  天津地区菲在土壤中的降解通量(α)与地表侵蚀通量(β)

ƒ  × ∏¬  ∏ ∏¬   ×. 

受土壤含量图 的影响 

3  结论

在选择适当空间变异参数的条件下 有可

能利用逸度概念建立具有空间分异特征的多介

质模型 描述菲在天津地区大气和土壤中的空

间分布的多介质模型即为一例 该模型结果证

实 土壤和沉积物是天津地区菲的主要汇 其在

土壤中的分布主要受控于土壤有机质对降解的

影响 而大气含量分布直接与排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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