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木
、

绿地净化二氧化硫和抗性问题的研究

北京市造林绿化净化大气科研协作组

二氧化硫是城市工矿区排人大气最普遍

的污染物之一 为了保持空气的清洁
,

除对

工厂和其他污染源积极治理外
,

利用树木
、

绿

地对二氧化硫进行吸收净化
,

也是重要的措

施之一 从 年开始
,

我们以某工厂为中

心
,

对其附近绿地与非绿地空气中二氧化硫

浓度变化规律
,

不同树种吸收二氧化硫的能

力和受害症状进行了初步调查
、

测定和分析
,

目的在于选出一批耐性和吸收二氧化硫能力

较强的树种
,

同时为合理的绿地布局以及理

想的绿地结构提供依据

硫浓度平均值都显著低于非绿地 其中距污

染源 米的果园
,

二氧化硫浓度比距污染

源相等的一处 工厂检测点低 毫克 立

方米 与附近 居民区相距不到半公里
,

而二

氧化硫浓度约相当于后者的 比 相 距 更

远的 居民点二氧化硫浓度低将近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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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内与绿地外二氧化

硫浓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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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以认丈

树木吸收二氧化硫的能力随生理活动的

强弱
、

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不同而变化 绿

地内与绿地外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 的 差异
,

除与二氧化硫的浓度和树叶吸收量等直接有

关外
,

还受气温
、

风速等气候条件的影响

在树木生长季节
,

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

不很高的情况下
,

绿地内二氧化硫的平均值

一般低于非绿地 在 年 月的一次检测

中
,

分别设于工厂
、

居住区和绿地内的 个点

比较
,

二氧化硫 日平均浓度以居住区最高
,

为

毫克 立方米
,

工厂次之
,

为 毫克

立方米
,

绿地内最低
,

为 毫克 立方米

年 月
,

在四天的测定中
,

个检

测点 个样品的分析结果表明
,

在无风时
,

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不超过 。 毫克 立

方米的情况下
,

两个绿地内检测点的二氧化

毋 污染源

绿地

工厂采样点

居住区采样点

一

图 静风时不同采样点二氧化硫浓度平均值

单位 毫克 立 方米 一 日

绿地内空气 中二氧化硫 浓 度 降 低的 情

况
,

随季节和一夭内不同时间而有所变化 从

年 月到 年 月各次大面积检测情况

来看
,

夏季绿地内二氧化硫浓度低于非绿地

的情况特别明显 在一天内中午前后最明显

从夏
、

秋两次 天内 个检测点 个样品

的分析结果看
,

绿地内二氧化硫低于非绿地

的情况
,

大多出现在 时至 时之间 图



根据 年 月 一 日
,

在污染源附

近五处绿地与非绿地检测结果
,

林中二氧化

硫浓度低于附近空地共 次
,

其中 一 ,

时为 次
,

占总数的 多 年 月 一

日检测结果也有同样情况 夏季和 中 午

绿地中二氧化硫浓度低于非绿地 可 能 是 由

于树木光合作用旺盛
,

吸收二氧化 硫 较多

另一方面当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过 高时
,

树木吸收二氧化硫的能力并不无限度的相应

增加 因此
,

绿地的净化作用就不象低浓度

时那样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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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一 日绿地与非绿地内二氧化硫浓度变化情况

成片树木也有阻滞二氧化硫的作用 因

为二氧化硫随着空气的流动而扩散 二氧化

硫比空气重
,

树木阻滞低层空气的流动
,

因

此
,

影响二氧化硫的扩散

在污染源附近
,

绿地与非绿地的对比测

定中
,

曾多次 出现绿地内二氧化硫浓度高于

非绿地的情况 乃 年 , 月 一 日检测中
,

工厂区
、

居住区与绿地内二氧化硫浓度对比
,

虽然大部分时间瞬时浓度都是绿地低于工厂

和居住区
,

但也有相反的情况 图 特别

一
工厂

一
·

一一 居民区
一 一 一

一 绿地

孟比曰口卜

,
,

、
叹护

八曰八曰

兴长侧帜御侧姆

产寸

衬

,
。

气舒苏石

时间 日

图

气

,曰川
卜口

 廷

日

一 日二氧化硫浓度变化曲线



是在工厂内大片林木茂密的地方
,

空气中二

氧化硫浓度在四季检测中都高于附 近 的 空

地

为了进一步弄清成片树木内部与外部二

氧化硫浓度变化的规律
,

年 月和 月
,

我们曾在一处 , 公顷的果园进行较细致的

检测

月 日的空旷地上
,

风 速 在 米 秒

以下
,

果园内基本无风 从 时至 时
,

果

园内二氧化硫浓度随着从边缘向内深人而逐

渐增高
,

在一段时间内局部地段二氧化硫浓

度高于园外

月 日
,

空地上风速 米 秒 左 右
,

林内 米 秒以下 从 时至 时内 次

测定表明
,

虽然果园内二氧化硫浓度一直低

于园外
,

但也是愈进人果园的深处二氧化硫

的浓度愈高

二
、

不 同树种吸收二氧化硫

能 力的比较

以净化空气为目的的绿地
,

要选择吸收

有害气体能力强的树种 为了了解不同树种

吸收二氧化硫能力的差别
,

年 弓月
,

月

和 月
,

我们分析了生长在污染比较严重的

某工业区的 种树木和羊胡子草叶片中二氧

化硫的含量
,

并与无污染地区的同种植物作

比较 如果以两地区同种植物叶内二氧化硫

含量的差额表示吸收二氧化硫的能力
,

不同

植物吸收二氧化硫的能力有很大差别 如不

同地区的垂柳
、

加拿大杨叶片中二氧化硫的

含量差额可达干叶重的 多 以上 柿子叶片

含二氧化硫的差额还不到
,

一般多在干

叶重的  一 务之间 表 污染区树木的

树叶内
,

二氧化硫的含量高出无污染区的部

分
,

并不是从空气中吸收的全部 因为二氧

化硫进入植物体后
,

大部分以硫酸盐及亚硫

酸盐等形式积累在树叶内
,

然后陆续把它们

的一部分转化为正常的代谢产物如 胧 氨 酸
、

蛋氨酸一类有机物 如果某种植物转化率比

表 不同树种叶内含硫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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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

就可以进一步吸收二氧化硫
,

该种植物

净化大气的能力也就较强
.

1976 年
,

我们曾把盆栽的臭椿
、

洋槐
、

立

柳等七种树木从清洁区移入污染区
,

再从污

染区移出
,

然后测量叶内二氧化硫含量的变

化
.
试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

试验说明
,

当树木移入污染区后
,

树叶内

硫酸盐的含量增加
.
随着在污染区内放置时

间的延长
,

硫酸盐含量逐步上升
.
当树木移

出污染区后
,

树叶内硫酸盐含量就逐渐下降
.

假定树叶在吸入二氧化硫以后立即进行硫的

同化
,

并且吸收和同化的速度相等
,

则树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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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盐的含量就不会增加
,

如果吸收的速度

高于同化速度
,

叶内累积的硫酸盐就会增加
,

二者的差额愈大
,

上升的速度也越快
.
树木

离开污染区后
,

吸收的硫酸盐不断被同化而

逐渐减少
.
叶内含硫量下降的愈快

,

表明这

种植物同化二氧化硫的能力愈强
.
如果这种

分析是正确的
,

树叶在一定时期内对二氧化

硫的吸收量
,

应该是同化后运 出叶片的和留

存在叶内还未被同化的二氧 化 硫 数 量 的 总

和
.

从试验的七种树木
,

树叶含硫量的变化

趋势来看
,

臭椿和紫穗槐在移入污染区和从

污染区移出后
,

叶内含硫量上升和下降趋势

都比较明显
,

表明该两种树木吸收和同化二

氧化硫能力都比较强
.
立柳

、

洋槐
、

毛白杨
、

新疆杨在移入污染区后叶内 含 硫 量 上 升 较

快
,

但移出污染区后下降较慢
,

说明吸收速度

快
,

但同化能力较差
.
我们认为

,

吸收和同化

能力都很强的树种
,

净化效果最好
.

在污染地区进行绿化时
,

应选择抗性较强的

树种
.

我们对工业区附近的 70 多种树木进行了

调查
,

从调查结果看出
,

在空气中二氧化硫浓

度经常不高于 0
.
1毫克/立方米的情况下

,

绝

大部分树木没有明显的受害症状
.
当空气中

二氧化硫的浓度经 常 在 0
.
1一0

.
2 毫克/立方

米以上时
,

就有部分树木表现出受 害 症 状
.

树木被二氧化硫危害后
,

叶片呈黄绿以至褐

色
,

脉间有黄色或褐色斑点
,

树木生长减弱
,

严重者则树叶脱落
.
我们对 24 种树木的受

害症状和生长势进行比较
,

根据它们抗二氧

化硫能力的强弱
,

分为如下等级 (见表 3)
.

表 3 不同树种抗二氧化硫的能力

三
、

杭二氧化硫树种的选择

植物能够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硫
,

但二

氧化硫的浓度过高对植物也有危害
.
不同植

物对二氧化硫的忍耐力有很大差别
.
因 此

,

树树 种种 抗 性 较 强强 抗 性 中 等等 抗性较弱弱

常常 绿 树树 锦熟黄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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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净化有毒气体的

防护绿地 的布置

从以
_
L 测定的结果可以看出

,

成片树木

既能吸收
,

也能阻滞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的扩

散
.
当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树木的吸收能力

,

而滞留在林内的二氧化硫又 不能 被 风 吹 走

时
,

林内某些地段二氧化硫的浓度就会比林

外高
.
因此

,

要充分发挥树木绿地净化空气

的作用
,

在设计净化林带时
,

一方面要考虑林

木吸收二氧化硫的能力
,

同时还要考虑到它

们在滞留有害气体方面的作用
.

在排放二氧化硫的车间附近
,

必须让这

些有害物质尽快扩散和稀释
.
因此

,

在这 样

的车间附近不宜种植成片密集的树木
.
为了

使有害物质尽速扩散和被绿地吸收
,

可以种

植一些稀疏的树木
,

最好多种些草皮等低矮

地被植物以增加其净化作用
.
在排放二氧化

硫等有害物质的车间与其他 非 污 染 地 区 之

间
,

特别是工厂与生活居住区之间
,

应设置卫

生防护林带
,

使车间扩散出来的有害气体尽

可能多地被阻留在这一地区
,

被树木吸收净

化 (图 4)
.
这些林带的宽度

,

根据林带削减

当地较大风力的能力来决定
.
林带的结构应

由比较稀疏过渡到稠密
,

或是疏密交替配置
,

使含有有害气体的空气得到最大限度的过滤

和净化
.
这些卫生防护林带不能作为休息游

览场所
.

居区住生活

图 4 工厂附近绿化规划示意图

¹ 在排放有害气体 的车间附近
,

应栽种草皮或其他低矮地被植物
,

也可以种植一些稀疏的树术

À 在有污染的车间与工厂内无污染地区
、

生活居住区之间
,

应营造防护林带

À 靠近工厂的生活居住区
,

树木的布局以污染源为中心成放射状

¼ 在相 当于工厂烟囱高度 巧一20 倍距离的地带营造卫生防护林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