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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要比无林地快 例如氟化氢通过 米宽

的林地后
,

平均浓度降低 多
,

而通过同距

离的无林空地后
,

平均浓度非但没有降低
,

反

略有升高 同时
,

林地的宽度和密度对浓度

表 污染区与非污染区植物叶子含组 比较

叶中含氟量 ,

树 种

污 染 区 非污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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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
,

南京市人民在毛主席
“

绿化祖

国” 、“

实行大地园林化
”的伟大号召下

,

积极

开展了绿化造林的群众运动
,

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 市区各类绿地由解放前的一千多公顷

发展到六千多公顷 主要道路
、

河流和公园
、

风景区以及许多工厂
、

机关
、

学校和居住区实

现了普遍绿化 这不仅美化了市容
,

而且起

到了净化空气
、

减轻污染
、

保护环境的作用

为了解绿化对净化空气的作用 我们自

年以来进行 了一些调查测定
,

现将初步

结果介绍如下

搁椿棕臭一
、

绿化植物减轻大气氟污染的效应

一 连续两年
,

我们调查测定了

一个氟污染源附近的大气氟污染状况
,

对氟

化氢通过无林空地和有林地后的浓度变化进

行了比较 调查测定结果见表

表 说明 氟化氢通过树林后
,

浓度降

大叶黄杨

丝 棉 木

注 年 月 日采样测定
,

污染区距氟化氢污

染源 米
,

植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害症状
,

非污

染区样品采自江苏省 植物所

表 不同宽度和密度的林地与无林地降低大气报化氮浓度的比较 单位 毫克 立方米

林前缘至污

染源的距离

米

林地宽度

米

林 地 郁

闭 度
平平均浓度度 最大一次浓度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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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后 测 定
通过林地或空地后浓度

降低率

平均浓度 最大一次浓度 平均浓度 最大一次浓度

升 高
。

林空无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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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平均浓度为二次或三次采样测定的平均值
,

最大一次浓度为二次或三次采样中的最大一次



降低的速度也有影响 林地越宽
,

郁闭度越

大
,

降低的效果越明显

树林所以有降低氟化氢浓度的作用
,

一

方面是因为林地有分散 一部分氟化氢气流

遇林冠向上空扩散 和阻滞 一部分氟化氢气

流被阻滞在林前及林中 作用 另一方面树木

的叶子能吸收一部分氟化氢
,

从而降低了大

气中氟化氢的浓度 我们曾测定了氟污染区

的植物叶片中的含氟量
,

表明污染区比非污

染区同种植物的含氟量高
,

见表

表 空旷地与绿化地粉尘盆的比较

与污染源的

距离及方向

粉 尘 量 绿化减
绿 化 情 况 毫 克

立方米
尘率

东南 测定时处

于下风向 肠 米

空 旷 地
二三

一万子
一

地

悬铃木 郁闭度
子 夕 林下

西南 测定时处
于下风向  一

空 旷 地 二二
米 刺揪树丛背后

东 测定时不在

下风向 。米

空 旷 地 “
·

悬铃木林带 高
米

,

宽 米
,

郁闭度
背后

二
、

绿化林带吸滞粉尘的效应

, 年我们选择了一个有粉尘污染而绿

化较好的水泥厂
,

进行了绿化林带减尘作用

的调查测定

在粉尘污染源的不同方向和距离
,

选择

无林空旷地及绿化林带进行降尘量与粉尘量

的比较 测定结果见表 及表

较明显的

另外
,

我们还调查了 多种树木的叶片

滞尘量
,

测定结果见表 弓

表 一些树木叶片单位面积上的滞尘

滞 尘 量

克 平方米
树 种

岛氛聂
月蛇朽乃肠 

任
月, ,、,,一,木薇木榴

了, ,、,一,、
,月且

…
,一 树树模二木贞

玉阳

榆木朴广重女表 空旷地与绿化地的降尘 比较 丝 棉

紫

石五乌樱腊

与污染源的

距 离及方向
绿 化 情 况

鹰瓷钊妙
弋琵 届

悬 铃

角 枫

花柏梅邸打朋扮
艺 护工工、一哎夕夕

东 测定时不在

下风向 米

空 旷 地

竺翌 大叶黄杨

树槐椿树树桃枫

竹角

刺橄臭夹三桑构悬铃术林带 高 巧
米

,

宽 米
,

郁闭
度 背后 加拿大白杨

西北 测定时不

在
一

风向 ,  米
一二兰竺一止竺一稀 疏 刺 槐 林

郁闭度
·

斗 吕
·

之,
·

了

一兰一呈一
刺槐林 郁闭度

背 后 止二 三二 注 测定样品均采自距污染源 一 米
。

西南 测定时处
于下风向 刃一
米

空 旷 地

刺揪树丛背后

西 测定时处于

下风向 米

空 旷 地

刺槐林 郁闭度
。 背后

 

从表 及表 斗可知绿化林带能使降尘量

较大颗粒的粉尘 减 少 一卯 多
,

粉尘 量

较小颗粒的粉尘 减少 一 多
,

效果是比

从表 , 看出
,

一般绿化树种都有一定的

吸滞粉尘的能力 不同树种滞尘能力的大小

可相差 倍到几十倍 我们初步认为
,

这与

植物叶片的大小
,

叶面的粗糙程度以及叶子

着生角度等因素有关 一般叶片宽大
、

平展
、

硬挺而风吹不易晃动
、

叶面粗糙多茸毛等特

点
,

是有利于吸滞较多粉尘的

在选择防尘树种时
,

既要考虑其单位叶



面积滞尘能力的大小
,

又应考虑全树的总叶

面积 例如
,

悬铃木虽然单位叶面积的滞尘能

力尚不算很强
,

但它的树冠高大
,

枝叶浓密
,

总叶面积很大
,

所以全树的滞尘能力就很强

表 各类林地和草地的空气含菌 比较

三
、

绿化植物减少空气含菌且的效应

判断空气清洁程度除测定有害气体及灰

尘等的含量外
,

含细菌的数量也是一个重要

的指标 绿化树木不仅能降低空 气 中的 灰

尘和有害气体浓度
,

并且能 减 少 细菌 的 数

量

我们于 多年在南京市选择了不 同 类

类类 型型 每立方米空空

…
类 型型 每立方米空空

气气气含菌数数数 气含菌数数

松松 树 林林 樟 树 林林

黑松
喜 树 、卜卜

草草 地地
麻 ‘ 林林

柏柏 树 林林日 本花柏 杂 木 林林

表 ‘ 城市中各类地区空气含菌 比较

公公共共 火 车 站站 人多
、

车多多

场场所所 百 货 公 司司 人多多

电电电 影 院院 人多 不流动

街街街 南 伞 巷巷 人多
、

车多
、

基本无绿化化

道道道 新 街 口口 人多
、

车多
、

绿化好好

太太太 平 路路 人较少
、

车多
、

绿化好好

西西西 康 路路 人少
、

车少
、

绿化好好

公公公 玄 武 湖湖 水面公园
,

游人多多

园园园 和 平 公 园园 街道公园
,

游人较少少

灵灵灵 谷 寺寺 森林公园
,

游人少少

机机关关 市 防 疫 站站 人少
、

绿化好好

每立方
米空气
含菌数

  

 

 

 

 

型的场所
,

如绿地
、

草地和不同树种的林地
,

进行了空气中含菌量的比较观察
,

结果见表

和表

由表 6 可知
,

各类地区中以公共场所的

空气含菌量最高
,

街道次之
,

公园
、

机关又次

之
,

城郊植物园最低
.
最高与最低之间可达

数十倍
.

空气含菌量首先与人流密度和车辆多少

密切相关
,

人流和车辆越多
,

带来的细菌也越

多
.
其次

,

树木对空气的含菌量影响也很大
,

因为
,

树木能吸滞
、

过滤灰尘
,

使空气中灰尘

减少
,

从而减少了细菌数量 ; 另一方面
,

一些

树木的叶子能分泌杀菌素
,

可杀死某种细菌
.

由表 7可看出
,

各类林地和草地都有一

定的灭菌作用
.
其中松林中细菌最少

,

草地

次之
,

柏树林
,

樟树林又次之
.
松林

、

柏林及

樟树林的灭菌能力较强
.
草地上空的含菌量

很低
,

其主要原因是草皮复盖了土壤表面
,

减

少了尘土飞扬
,

从而减少了细菌的扩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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