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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 夕 年 月至 年 月在渡

口 市进行了大气测试
,

现将所获资料进行初

步分析
。

一
、

渡口市概况

渡 口市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云贵高原北

部
,

金沙江自西向东横穿本市
,

把它分隔成三

个
“ ”形片区 见图 主要工业集中在只

有 平方公里的乙区
,

甲区也有一些
,

但数量

比乙区少
,

规模也小

二
、

单峰型地面浓度日变化

图

一
, 二

飘尘采样点 一 降尘布点位置 △气象设施布点位置 增设点位置

由于渡口市地形特殊
,

实测 地面浓

度日变化规律与平原城市相比有明显 差 别

它仅在午前 时左右呈现极大
,

而没有通常

平原城市傍晚时出现的浓度次峰 图 从

图 可见
,

其峰值出现时间比平原城市推迟
,

而且峰值强度也较大 其原因有三方面

漫烟过程与山谷风交替积聚的协同作

用

本市污染物主要来源于乙区的 高架 源

这些源的几何高度约 一 米 考虑到烟

气抬升后
,

其有效源高约为 一 米 而

逆温的平均厚度为 多米
,

因此夜间逆温

维持期间高烟囱排放的烟羽不会扩 散 到地

面
,

仅在上层随风飘移 日出以后 时左

右 逆温开始自下而上消失
,

混合层由地面向

上延伸
,

地面污染浓度有所增大 到 时左

右逆温完全消失
,

混合层高度超过烟羽上迹

高度 污染物随湍流动量向下输送而被带至

地面
,

形成典型的熏烟型扩散 此时由于山

谷风的交替
,

污染物往返积聚致使地面浓度

值陡然上升达极值 出现浓度峰值的时间正

好与上层逆温的消失时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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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溉日侧说

时间 已

图 冬季 认 浓度 日变化

反山风造成的污染物阻塞

本市夜间大气层结稳定
,

高烟囱的烟羽

可顺风飘向远方 此时烟羽高度吹的是反山

风 东风
,

烟羽沿着狭窄的山谷向西飘移
,

而

西面是山岭
,

烟羽飘移受阻 因此污染物阻

塞在城市上空
,

逐渐积累 当白天漫烟过程

出现时被带向地面
,

这也是本市峰值强度较

大的基本原因之一
双峰型风速 日变化作用

本市风速日变化有明显的特殊性
,

除

时呈现峰值外
,

一 时左右又出现第二个

峰值 图 前者显然是由于湍流交换增强

而引起
,

后者可能是由于谷风与主导风向叠

加造成的 由于第二个峰值的存在
,

致使一

般平原城市傍晚出现的浓度次峰值在本市就

难以见到了

的统计结果 当风向呈平行状时
,

全区平均浓

度值小
,

各监测点浓度值与平均值之间的相

对离差大 当风向呈环形时正相反
,

平均浓度

值增大
,

而标准差减小 这说明小风速伴随

下的环形流场使污染物扩散不出去
,

在本区

内回旋堆积
,

结果各点浓度值增高而分布趋

向均匀化

表 不同风向形式对浓度的影响

风风向状况况 平均浓度气气片 相对离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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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甲区和乙区的年平均风速日变化图

三
、

山区局地流场与大气污染

在窄小深凹的谷地
,

当风速不大时因

地形作用易形成闭合的环形流场 图 是根

据乙区测风站测得的地面风向分布图
,

据统

计
,

环形流线出现频率为 外
,

多出现于风速

较小的时候 它对本区污染物浓度分布有明

显影响 表 列出不同形式流场与污染浓度

垂直风向切变与污染路径

在平原地区 一 公里的小尺度范围

内
,

流场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

风向分布基本是

一致的 因此排放点处的风向频率分布决定

了污染路径分布
,

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是污染

最严重的地方
,

故可用单点测风来估计污染

输送路径 山区情况就不同了
,

四周山峦起

伏
,

往往有多层山谷风同时存在 这种小尺

度复杂地形特征反应在风向的垂直分 布 中

将高空与地面的风向玫瑰图作比较
,

可以发

现
,

米以下垂直风向切变十分剧烈 图

, 是 年 月 日乙区测风点的风向随

高度变化图
,

从地面到约 米左右风向几

乎沿顺时针方向旋转了
“

而另一方面
,

山区因地形限制
,

监测点不可能处在同一水

平高度上 因此不能用一般的方法来研究山

区的污染途径 例如 号测点位于远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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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风向的垂 直变化

区的山坡上 标高为海拔  米
,

又处在与

乙区相连的一条西北一东南走向的山沟内
,

该点附近无任何污染源
,

因此被选作清洁对

照点
,

但实测结果表明冬季浓 度 常 有 超 标

巧 耐 由于附近无污染源
,

此点的污

染物必为较远处的污染源所输送 用距

号点最近的测站地面风向资料无法解释
,

考

虑到本市风向垂直切变大
,

乙区主要污染源

烟囱口 海拔 。米 比 号点还低的情

况
,

采用乙区烟囱口附近 米 小球测风

资料与 号点的浓度实测值进行统计分析

表 可以看到
,

在吹西北风和北北西风时
,

多数情况下该点的浓度值高于其它风向条件

下的浓度值 冬季
,

浓度值超过季一次

最大浓度平均值的共 次
,

其中偏西北风的

占 多
,

其上风向恰好是乙区污染源 用

山谷模式初步估 算
,

当层 结 稳 定
,

风速
,

风向西北
,

抬升高度为 米左右时
,

则

该点的浓度计算值为 一 若抬

升大于或小于 米
,

则该点浓度计算值减

少
,

估算值与实测数据基本吻合 这证明

号点的污染物确实来源于乙 区 的 高 架 源 排

放 由此可见
,

山区污染途径分析必须与复

杂流场结合起来考虑

四
、

污染谏布局与污染浓度

一般地说
,

烟囱的布局应当避免一群排

放 口高度不一又集中排列的很近
,

这样会形

成一个立体型烟云层 如果再伴随着长时间

的无风条件
,

则情况更有害 甲区污染源排

列接近上述状况
,

同时本区平均风速小于

米 秒
,

静风率为 多
,

加上本区水平范围狭

衷 。米高度风向与 号点实测浓度 。年 月

日日 期期

议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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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

小
,

不利于扩散
,

致使本区成为全市污染较严

重的地区
。

污染源的合理布局是防治污染改

善环境的重要措施
,

山区工业城市尤其应重

视这一点
。

五
、

结语

污染物对大气的污染程度取决于大气本

身的稀释扩散能力
,

特别是对于山区工业城

科 学 5 卷 3 期

市
.
详细了解其复杂的大气流场和温度场

,

利用有利因素
,

最大限度地发挥大气的稀释

扩散能力是有重要意义的
.

渡口 市环保局
、

市监测科研站参加了本

工作
,

南京大学环科所大气环境研究室技术

指导
,

市气象局等单位大力协作
,

特此致谢
.

北京
、

南京地区土壤中硒和被的分布
‘

戴 昭 华 黄 衍 初
(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

硒和被是环境的重要元素
.
医学上已经

证明
,

过量的硒会影响人和动物的生长
,

被可

以导致癌症的发生
.
因此

,

研究土壤中硒和

披的含量及其分布有重要意义
.
本文主要根

据中国科学院土壤背景值协 作组提 供 的数

据
,

对北京
、

南京两地区土壤中硒和被的含量

水平及分布进行初步讨论
.

样品采集及分析方法

根据远离已知污染源和野外观察划分 自

然层次采集土壤背景值样品的原则
,

采集不

同母质
、

不同土类的土壤样品
.
北京地区采

自花岗岩
、

花岗片麻岩
、

石灰岩
、

安山岩
、

洪积

物
、

冲积淤积物
、

马兰期黄土堆积物等母质发

育的淋溶褐土
、

碳酸盐褐土
、

亚高山草甸土
、

山地棕色森林土和草甸土等二十个剖面
.
南

京地区采自页岩
、

砂岩
、

砾岩
、

雨花台砾石层
、

花岗岩
、

玄武岩
、

石灰岩
、

下蜀黄土
、

秦淮河和

长江冲积物等母质发育的黄棕壤
、

黄刚土
、

水

稻土
、

潮土等二十六个剖面
.

样品经自然风干
,

压碎过尼龙筛以除去

大于 1毫米砾石和草根等杂物
,

混匀研细至

100 目
.
样品中被的含量用原子吸收法测定

,

硒的含量用黄金电极逆向伏安法侧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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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由韩恒斌

、

陆宗鹏
、

吴涤尘等同志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