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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气象条件下大气中气态污染物

浓度值的相互关系
‘

黄 宁 查
�沙市市环境监测站 �

一
、

一个常见的问题

在环境质量的研究中
,

常常有将污染物

的年平均浓度值进行比较的问题
,

从比较中

直接得出某种污染物对环境污 染 的 轻重 变

化
�

例
,

沙市市近两年大气中 �� �

浓度的 日

平均值统计如下表
�

表 � 沙市市近两年大气中 � �
,

浓度日平均值

统计表 单位 � � � �耐

就必须换算在相同�或相近似 �的气象条件下

的浓度值
,

而后进行比较分析
,

得出较为周密

的结论
�

二
、

监测简况

攀院熙阵
根据表中 � � �

浓度的全年 日平均值的比

较
,

得出结论
�
沙市市 �� � � 年大气中 �仇 浓

度值高于 �� �� 年
,

亦即 � � � � 年 �� 对大气

的污染重于 � � �� 年
�

上述这种通过比较进行的方法是较简单

的分析方法
,

其结论欠周密
�

比较
,

必须在影

响因素的素质相同或近似时进行
,

即条件相

同或近似时才有可比性
�

如果这两年沙市市

的气象条件相同或近似
,

那么年日均浓度值

的差异才有可能是排放源污染的轻
、

重所致
�

而实际上
,

监测时的气象条件和排放源排放

的情况
,

就是在同一监测期的五天 中都是有

所差异的
,

而在不同监侧期之间的差别就更

大
�

这样
,

年 日平均浓度值要进行比较的话
,

沙市市位于长江中游的荆江河 段 北 岸
,

城区沿江呈带状分布
,

宽约 � 公里
,

长约 ��
�

,

公里
,

带状线性方向为 � �� 一� � �
,

人口稠

密的城区位于北纬 � � � ��
�

,
’、

东经 � �� “ � �
‘ ,

全市范围内地势平坦
�

在市区 �� 平方公里范围内
, �� �  年 �

月至 � � �� 年元月的三期大气监测时设监测

点 �� 个
,

其中对照点 � 个
,

平均 �
�

� 平方公

里一个监测点 � �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

的 � 期大气监测时设监测点 � 个
,

其中对照

点 � 个
,

平均 �� � 平方公里一个监测点
�

监

测点在均匀布点的同时兼顾 功 能 区 的 代 表

性
,

监测点在城区带状范围中呈锯齿形分布
�

监测周期 �
每年的 � 月

、
� 月

、

夕月
、

��

月进行大气监测
,

每期连续五天
,

每天采样四

次
,

�� � � 年 � 月份以前每天的采样时间是 �

� 时
、

� 时
、

� � 时
、 �� 时

,

从 �� � � 年 斗月份

起
,

采样时间是
� � 时

、

�� 时
、

�� 时
、

�� 时
�

采样和分析方法按文献 汇�� 进行
�

气象条件采用荆州气象台观测资料
,

该

台位置 � 北纬 � � � ��
‘ ,

东经 � �� � ��
’ �

�

沙市环境监测站全休人员参加各大气监侧期的采祥
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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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监测结果的分析

本文采用本市 �� � � 年 � 月至 � � � � 年

�� 月的 �� 期大气监测的 ” 天中
,

各监测点

所测得的 � � �

和 � �
�

浓度值
,

按采样时间统

计全市平均浓度值
�

假定在同一监测期的连

续五天中排放源的排放量是相对稳定的
,

那

么
,

各采样时间全市平均浓度值的差异可视

为由各种气象条件不同而所致
�

本文选择对污染物浓度 影 响较 大 的 因

素 � 风速
、

垂直气温梯度
、

降雨来进行比较分

析
�

�
�

风速

风速是大气污染物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

因素之一 风速愈大
,

输送愈快
�

如果其它

条件相似
,

则污染物的浓度被风稀释得也愈

快
�

下风向的任何一点上的污染物浓度值与

风速成反比
,

但其比例不是均匀的
,

当风速超

过 � 米 �秒时
,

污染物的浓度急骤下降
,

而当

风速继续增大到一定程度后
,

其稀释作用的

变化就不明显
,

此时污染物的浓度变化亦不

大了
�

为了利用地面常规气象观测中的风速资

料
,

本文在进行监测数据处理时
,

按风速为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斗
�

�一

�
�

。米 �秒进行分级
�

上面所述的在其它条件相近似时下风向

任何一点上的污染物浓度值与风速成反比的

关系
,

本文以风速系数 � 。

表示
�

某风速时的风速系数

� 某风速时污染物浓度值
�一 �

�

� 米 �秒风速时污染物浓度值
�

�

垂直气温梯度

由于 � 〔�� 大气监测时采样器 距地 而

�
�

� 米
,

监测的是人群呼吸带范围的大气中污

染物浓度的情况 � �� � 为了利用当地气象台

距地面 � 米的百叶箱中所观测到的地面常规

气温资料
,

本文采用下式来表示近地面 � 米

的大气层结的垂直气温梯度
,

即

竺 � 里〔立丛
△忿 �

式中
,

了�

是距地面 � 米处气温 � 了。

是零厘米

处地温 � △
� 是垂直高度差

,

此处为 � 米
�

些 的数值可以用来判断我们所监测的近 地
△忿

面 � 米的大气的稳定状态
�

大气层结稳定情

况对污染物浓度的控制不是均 匀的
,

当 △�

值大到一定数值或 △ 了为负值而小到一定数

值后
,

污染物浓度的变化就不明显
�

本文将

△� 。� �

一
,

�
�

�
�

二乙立 �直按小干 一 �
�

�
、

一 �
�

�一一 �
�

�
、

一 �
�

�一
△�

一 �
·

,
、

一 �
�

�一 �
�

�
、

�
�

�一 一�
、

大于 �
�

� 度 �米

进行分级
�

本文用垂直气温梯度系数表示在其它条

件相似时大气中污染物浓度值随大气稳定度

增加而上升的关系
�

将某垂直气温梯度时污

染物浓度值与垂直气温梯度大于 �
�

�度 �米时

污染物浓度的比值称为垂直气温梯 度 系数
,

目日

月
△ 二
� 某垂直气温梯度时污染物浓度值

舒
大于 ‘

·

”度‘米时污染物浓度值

�
�

降雨

应当指出
,

常规大气监测是应该避免有

降雨的
�

但在连续监测的五天中
,

有时很难

能预测到第四天或第五天的降雨
,

特别是在

南方雨季时
�

本文从本市监测的实际情况出

发
,

初步分析了降雨时间对大气中污染物浓

度的影响
�

一般认为降雨使大气中污染物的浓度随

降雨时间作指数衰减
�

当然
,

降雨的影响还

与其强度有关
,

但因在本文统计的 �� 期大气

监测中没有强度大的降雨
,

故无法分析降水

强度的影响
,

仅将降雨时间按 � 以下
、

�一 ,
、

�
�

�一 � �
、

�� 以上�小时 �天 �进行分级
�

如同

前面所述的 � 。 和月竺 两个系数一样
,

此处用

降雨时间系数 介
�

来表示大气中污染物浓度

值随降雨时间延长而下降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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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 � 项气象因素分级
,

在 同一监测

期 �为避免不同监测期之间排放源排放量不

同所造成的影响 �中
,

将 些
、

风向
、

湿度相同

△名

�或同级相近 �而风速不同时污染物 �� �
�

和

� �
二

�浓度值按风速分级归纳
,

在进行统计的

�� 天里有 �� 组可对比的数据
,

其中有 �� 组

�为可对比组数的 � �
�

�并�符合随风速增大而

污染物浓度下降的关系
,

从这 �� 组可对比数

据中统计出风速系数如表 � �

表 � � ,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沙

市城区风速系数

此外
,

在 夕� 组可对比的风速与污染物浓

度关系的数据中
,

有 �� 组的污染物浓度是随

风速增大而上升
,

这主要是由于在对比组中

的两个时刻里排放源变动较大
�

根据风速系数
,

就可以将各种风速时污

染物浓度值进行风速变换
,

即将所测浓度值

除以该时的风速系数
,

便是换算到在风速为

�一 �
�

� 米 �秒时污染物的浓度值
�

同样
,

在同一监测期中
,

将风向
、

风速�可

以由风速系数进行变换 �
、

湿度相同或相似
,

而垂直气温梯度些 不同时的 污染 物 �� 。
。

△ �

风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牟竺�兰兰�兰二��二二兰�兰二 �二二二
。 。

巨��竺�二竺生卜�望
一

卜竺� �华华卜兰兰
�近似值 � ‘

·

� � �
·

� � 。
·

�
�

”
·

� �
。

·

�

和 � 。
二

� 浓度值按些 分级归纳统计
,

在这
△ �

这个结果与唐文天同志从一个实验监测

点求得的 �� � � 年 �� 个月中沙市地区的风速

系数相似 �� 
�

�� 天里
,

有 � � 组可对比数据
,

其中 �� 组 �为

可对比组数的 � �
�

� � �符合随 全工减小而 污

染物浓度值下降的关系
,

从中统计出垂直气

温梯度系数如表 � �

表 � �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沙市城区垂直气温梯度系数

垂直气温梯度

�℃ � � �

一 �
�

了�

三二城一 卜 �

翌
艺、 石

三二蕊 一
�

、 �二些
一

⋯二亘二�二亘二
� 近 似 值 � ‘〕

·

� � 。
·

�

厂创
� 一

卜卜�
� △ �

,

�
, ,

⋯
� , 一

△ �

⋯一�介⋯一挥一卜摧生卜
�
�

�
�

若一

此外
,

�� 组可对比的数据中的 �� 组 之

所以不符合浓度值与垂直气温梯度之间的正

常关系
,

主要也是由于排放源的变动较大所

造成的
�

根据所得垂直气温梯度系数
,

也可以象

风速变换一样
,

将不同垂直气温梯度下污染

物浓度值换算到在 �
,

� � 些 �度 �米�时的浓
△ �

度值
。

在统计的 �� 期大气监测中
, � � �

污染 物

在 � 期内有可对比的降雨时间与污染物的 日

平均浓度值的关系
,

在将同一监测期中的气

象条件进行变换
,

风速统一在 。一 �
�

� 米 �秒
,

垂直气温梯度统一在 �
�

� �度 �米 �

统计出降雨时间系数如表 � �

� 夺� 后
,

表 � � � � � 年 � 月至 �, � � 年 � � 月沙市

监测期中降雨系数

降雨时间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卜 �刁。 一� � 二
� � 匕人 � ��

� �

一
夕 �

�

 

夕 . 1 一
I V

l

l U

以
_二

一二竺器一}—
}
—
}---一}一一1统计值 1

1
·

0

}

0

·

, 6
}
。

‘

7 碍
}
。

·

5 “

T 尺 D
I

—
}
—
I
—
l
—
J
—一{近‘以值 }

‘
·

0

}

。
·

, 5

1
”

·

7 5

{

。
·

5 5

如是
,

也可以象风速和垂直气温梯度的

变换一样
,

将不同降雨时间下的污染物日浓

度值变换成无降雨时的日浓度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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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换时应注意的是三个气象系数之间

的相互关系
,

从统计的 ” 天中的数据来看
,

在一般的正常情况下这三个系数是互不影响

或影响极小的
,

而在强烈的条件下则相互影

响
.
如

,

当风速超过 4 米 /秒时
,

即 a ,

一 0. 2

时
,

匙工 几乎不起作用
.
这是因为风速超过

4 米/秒时
,

风对污染物的稀释起主要作用
,

垂直气温梯度对污染物浓度 已 失 去 控 制作

用
.

由上述三个气象系数 : 。 t‘

( 风速系数)
、

夕瓮‘垂直气温梯度系数)和 , : 。
( 降雨时间

系数) 可以将各期大气监测中每天的污染物

科 学

日平均浓度值换算成在气象索数均为 1 的情

况下的 日平均浓度值
,

进而计算每一监测期

和全年的日平均浓度值
.
此时

,
日平均浓度

值的差异
,

则是在气象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的

差异
,

即可视为由排放源排放量的变化而引

起的差异
,

由此
,

即可得到污染轻重变化的正

确结论
。

四
、

系数变换的应用

应用上述三个系数将沙市市 198 1 年和

1982 年共八期监测的 50
;
日平均浓度值换算

为气象系数均为 1 时的浓度值
,

和由此平均

而得的年 日平均浓度值
,

结果表 5:

表 5 1, 81 年和 1, 8 2 年沙市市大气监测 50
,

浓度与换算后浓度值‘单位
: m g/m

3
)

\\\
~ ~

\
_
月 份份 冬 (l 月))) 春 (4 月))) 夏 (7 月))) 秋(10月))) 全年日平均值值

年年 份 一

\

、、、、、、、、、、、、、、、、、、、、、、、、、、、、、、、、、、、、、、、、、、、、、、

实实实测测 换算算 实测测 换算算 实测测 换算算 实测测 换算算 实测测 换算算

111981 年年 0
.
10444 0

.
24999 0

.
03斗斗 0

.
12 666 0

.
0 8 888 0

.
2 2 777 0

,

0 6 555 0

.

1 2 111 0

.

0 7 〕〕 0
.
15 111

1119 8 2 年年 0
.
06333 0

.
11111 0

.
10000 0

.
16 111 0 06000 0

.
26222 0

.
10222 0

.
17444 0

‘

O 日111 n
.
17 777

表 ‘ 1 9 81 年和 1982 年沙市市大气监测 N o 二

浓度与换算后浓度值(单位 : m g/m
,

)

\\\ \

~ _

月 份份 冬 (] 月))) 春 (斗月))) 夏 (7 月))) 秋 (1们月))) 全年 日平均值值

年年 份 -
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实测测 者小算算 实测测 换算算 实测测 换算算 实测测 换算算 实测测 换算算

丈丈9 5 1 年年 0
.
03 111 0

.
0夕555 0

.
02 666 0

.
0 9 777 0

。

0 1 555 0

。

0 3 444 0

.

0 2 999 0

.

0 5 222 0

,

0 2 555 0

.

0 6 444

111 9 8 2 年年 0
.
02666 0

.n4弓弓 0
.
02 555 0

.
0 叮333 0

.
0 1 666 0

.
0 7 777 0

.
C O SSS 0

.
00 888 0

.
0 1 888 0

.
0 4 333

同样
,

亦可得出 N O
二

的年日 平 均 浓度

值
,

结果表 6:

从 50 : 浓度值的表 , 中可见
,

经气象系

数换算后
,

即化为相同气象条件下的 50 2 年

日平均浓度值时
,

1 9 8 2 年其值为 0
.
177 毫克/

米3
,

略低于 1981 年的 0
.
181 毫克 /米

3.
这表

明
,

综合两年各自 4 期监测结果
,

排放源的污

染略有减轻或变化不大
.
之所以造成 1982

年实际监测值高于 19 81 年
,

则是由于 1981

年监测的 4 期中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

扩散和被雨水清洗
,

而 1982 年的情况对污染

物浓度的减少略为不利
.

从 N O
:
浓度值的表 6 中明显可见

,
1 9 8 2

年实际监测值低于 198 1 年
,

其主要原因是排

放源排放量减少
,

可由此作结 论
:
沙 市 城

区 N O
二

对大气的污染 19 82 年比 1981 年有

所减轻
.

五
、

结 语

1
.
本文尝试用当地气象台 (站)所观测到

的一般气象资料对两年半沙市市大气监测数

据迸行对应分析
,

寻找气象条件与污染物浓

度值的关系
,

提出三个主要气象系数
: 风速

系数 a
“ 、

垂直气温梯度系数声鱿 和 降 雨 时

间系数 下
RD

.

2
,

利用 a
“ 、

夕旦 和 1肋
,

可将不同气象



·
5 2

·

环 境

条件下污染物浓度值换算成相同气 象 条 件
,

如风速为 。一1
.
0 米/秒

、

竺 >
1., 度/米 、

降

△
之

雨时间为零的条件下的浓度值
,

进行比较
,

此

时浓度值的差异则是气象条件相同(或近似)

情况下的浓度值差异
,

可视为是排放源污染

轻重的变化
.

3
.
还可以用这三个系数配合其它模式进

行环境中大气污染的预测预报
,

以及进行环

境容量等问题的研究
.

4
.
三个系数相互间的影响

,

特别是在强

烈的气象条件下的相互影响有 待 进 一 步 探

5 卷 2 期

求
.

5
.
三个系数本身还待长期监测而进一步

验证和完善
,

特别是 了: , ,

在本文中只是在对

比组数较少的情况下统计的
,

更须进行深人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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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除草剂
—

草甘麟的毒性研究
*

朱延韦 蒋宪瑶 覃国芳

(贵 阳 医 学 院)

草甘麟化学名为 N
一

麟梭甲基甘氨酸
,

分

子式为 (o H )
ZP (o )e H

ZN H e H ZC o o H
,

是一

种内吸传导广谱性芽后除草剂
.
具有高效

、

低毒
、

低残留
、

对环境无不良影响等优点
。

贵

州省化工研究所 1979 年按亚磷酸二乙醋路

线合成
,

药效试验对除灭水稻
、

小麦
、

蔬菜等

的杂草效果良好
,

对经济作物如茶
、

桐
、

橡胶

等
,

其除草效果更好
.
1980 年起

,

用该所提

供的试样
,

作了系统的毒性试验
.

一
、

急性毒性试验

1
.
急性经口 L D ” 的测定

药物为草甘麟纯品
,

白色粉末
,

实验时用

精制淀粉配成不同浓度的混悬液
.
动物为健

康成年大
、

小白鼠(休重 : 小鼠 18 一22 克
,

大

鼠 180 一22 0克 )
.
分成不同的剂量组

,

一次

灌胃给药
,

观察两周
.
根据动物死亡数

,

用寇

氏法及机率单位绘图法求得 L D 解 雄小鼠为

4380 毫克/公斤
,

雌小鼠为 4300 毫克/公斤
,

雌大鼠为 40, 8 毫克/公斤
.
与国内外报道数

字相近
,

属低毒类农药
.

2
‘

经皮毒性试验

用 5 只成年雄大鼠(休重 180 一22 0 克)
,

实验前 24 小时腹部剪毛
,

面积 4 x Z 厘米
,

用 8 多 草甘麟工业品涂擦在去毛皮肤上
,

6

小时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
,

观察两周
.
结果

未发现皮肤有任何刺激反应
,

也无全身中毒

症状
.

3
.
粘膜刺激试验

成年家兔
,

体重 2
.
5 公斤

,

左眼滴 8多工

业品一滴
,

右眼作对照
,

滴药后 4 小时内每半

小时观察一次
,

以后 8
、

1 2

、

2 4

、

7 2 小时各观

察一次
.
结果

,

除滴药 斗小时内有轻度羞明

外
,

结合膜
、

角膜均无刺激症状
,

瞳孔无改变
.

* 参加本工作的还有蒙顺松 、

张爱华
、

葛庆华
、

姜体蓉
、

许庭 良
、

梁文妹等同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