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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

南宁
、

南京
、

合肥等地 年酸雨

观测结果及其初步分析
木

王 木 林 李 洪 珍
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

六十年代以来
,

降水污染的研究在世界

范围内获得迅速发展
,

酸雨已成为举世注 目

的污染问题 我院从 年起相继在全国布

点开展酸雨观测工作
,

发现除北方少数站点

外
,

大多数地区都不 同程度的存在着酸雨

观测方法

采样点除杭州是设在省 气 象 局 科 研 所

外
,

南京
、

南宁和合肥都设在省气象局观象台

的观测场内

采样

雨水样品用直径 公分的聚丙烯 塑料

盆或直径 公分的聚乙烯漏斗收集 采样前

用蒸馏水洗千净
,

雨水收集后立即滤去悬浮

物
,

将水样转人聚乙烯瓶内 每次采样数 目
,

视降水历时长短而异
,

历时较短的至少采一

个样 连续性降水与气象观测同步采样

测量

测量项 目主要是酸度 值 和电导率

值
,

个别样品做了化学成分的分析 测

量仪器为
一

型精密酸度计和
一

型电导率仪 水样原则上随到随测
,

保存时

间最长不得超过 小时 如一个样 品 同 时

测量争 和 值
,

则应先测 值而后测 值
,

两者不能颠倒

结果与分析

值

表 给出南宁等地 一托 月降水的

值 由表 可见
,

南宁
、

杭州两地降水的

值都小于
,

均属酸性和弱酸性雨
,

最低

值为
,

出现在杭州 合肥降水的 值

都大于
,

属弱碱性 南京则介于之间

降水电导率 值

表 表明
,

同一地区 的极大值与极小

值相差一个数量级 南宁
、

合肥的极大值都

出现在 月份 南京
、

合肥的 值分别是南

宁的 和 倍 值与 值的相关关系不

明显

降水酸度的初步分析

局地污染状况

酸雨的发生无疑与诸地的大气污染状况

有关
〔, 一 〕, 除南京外

,

南宁
、

杭州
、

合肥三地的

重工业都不发达
,

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污染

还是比较轻的 从地理环境看
,

南京
、

杭州
、

合肥三地不易造成局地的严重污染 而南宁

是一个东北东一西南西的向斜构造盆地
,

周

围多低山丘陵
,

区域狭窄
,

工业
、

商业及居民

区交织在一起
,

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污染物的远源输送

从四个地区的局地污染来看
,

都不严重
,

降水污染是否应考虑到污染 物 的 远距 离 输

送 合肥位于长江以北
,

全年主导风向为北

北西和南南东
,

其上风向没有重大工业污染

源
,

而北方大气中含有碱性尘粒较多
,

估计这

是造成该地降水偏弱碱性的主要原因 南京

地区的降水近中性
,

考虑到南京炼油厂位于

该市东北
,

处在稳定性降水的上风向
,

在某些

气象条件下易于 出现酸雨

杭州是目前国内酸雨较 严 重 的 地 区 之

郭相臣
、

曾宪英同志参加本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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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南宁
、

杭州
、

合肥
、

南京四地 年 一 月降水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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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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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杭州全年主导风向为偏北风 上海
、

常

州
、

南京等工业城市都位于其上风向 从上

海
、

两年观测结果看
,

降酸雨最集

中的地区是位于上海下风向的松江
、

青浦两

个郊县 它们的地理位置都处在杭州的上风

向 另外
,

松江
、

青浦两地 的逐月变化趋

势也与杭州相一致
,

较低的 值出现在秋

季
,

叭 月份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 可见

,

上海等地污染物的远距离传输与杭州酸雨的

关系密切
,

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南宁降水的 值变化有明显的季节性
,

、 、

三个月较低
, 、 、

三个月较高

以南宁全年的盛行风向看
,

冬半年为偏北风
,

夏半年为偏南风 降水酸度除 受 当地 污 染

外
,

夏季受海洋季风的影响值得考虑

降水酸度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南京大学和南京市环保所都注意到南京

降水酸度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

前者认为非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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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雨出现酸雨的频率为 多
,

而大雷阵雨

出现酸雨的频率为 。并 后者认为
,

当气

压处于低压中心或中心附近时
,

雨水易于呈

酸性 在 月 一 日的一次降水 过 程 中
,

南京多次出现酸雨
,

一 日共收集到 份水

样
,

均值为
,

当时天气条件为静风或

偏北风
,

风速小于 米 秒 可见
,

这次酸雨

与局地污染关系密切
,

在 一 月杭州共观

测到 次酸雨
,

其中四次是受冷空气影响
,

风

向有三次是偏东风
,

四次是偏北风
,

风速一般

为 一 米 秒 降水酸度与降水量没有明显

的相关关系

其他影响

土壤的酸碱度是应考虑的因素之一 南

宁属赤红壤
,

值为 一 杭州地区农

田属水稻土
,

值为 一
,

周围山地为

红壤
,

值为 一  南京
、

合肥地区也

属水稻田
,

周围山地属黄棕壤
,

值为 一

可见
,

土壤的酸性对产生酸雨的影响以

·

书讯
·

科 学 卷 期

南宁最大
,

杭州次之
,

南京和合肥较小

结语

综上所述
,

杭州
、

南宁
、

南京
、

合肥四地的

酸雨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虽然国内开展酸雨

观测研究工作的历史很短
,

但从近两年来已

发表的资料 不难看出
,

除重庆
、

贵阳存在较

严重的酸雨外
,

作为著名风景旅游胜地的杭

州也频频出现酸雨
,

值得引起重视和进一步

开展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观象台黄淑芳
、

黄克军
,

浙江省气象局科研所王伟平
,

南京气象台赵

发荣
、

袁瑞琴
、

张玉华
、

邓焕荣
,

安徽省气象台

武萍等同志协助现场观测
,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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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作者对水污染源的控制和治理以往着重

在点源方面
,

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表明
,

有很大一

部分河流受到面污染
.
单纯控制点污染远不能达到

水源保护的目标
.
据统计

,
美国有 30 % 的河流受到

面污染
.
从我国水土流失严重

、

城市污水管理水平

低
、

露天采矿面积大等情况分析
,

面源污染也是严重

存在的
。
七十年代以来

,
全世界每年发表面源污染

的文献资料大约有五百多篇
,

本书是一本重要专著
.

全书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
第一部分为概论

,

自

第一章至第四章
,

分别叙述面污染的概况
,
地表水对

污染物的同化自净能力及河川水质标准 ; 面污染与

集水面的水文特征;降雨与径流的相互关系;大气降

水过程中形成的酸雨对于地表水水质的影响
.
第二

部分阐述面污染的研究方法
.
由于水土流失是面污

染的一个重要来源
,

以通用土壤流失方程 (U sL E) 为

基础
,

佑算在一定条件下
,

水土流失造成的面污染
,

土壤与污染物的相互作用
,

污染物的迁移与负荷函

数 ;叙述地下水的运动
、

污染源和水质模型 ;城市中

不透水地区 的污染一节
,

叙述了地表污染物的积累

以及降雨径流对污染物的冲刷; 介绍面污染的数学

模拟方法
,

现有的各种模型
,

如 sw M M
、

N P S
、

H
SP

等等
,

模型建立所需数据
、

模型的校正及验证
.
第三

部份叙述面污染的控制及治理
.
分别叙述土地利用

规划与面污染的关系;如何选定最佳管理措施
,

控制

水土流失 ; 如何采取工程措施
,

控制污染物进人水

体 ;面污染的治理规划以及控制对策
.

本书汇集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成果
,

加以分析整

理
一

与系统化
.
并附有大量实例

,

明潦易懂
.
书中许

多内容是尚未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
,

例如土地利用

对于面污染的影响的论述
,

是最近作者在大湖地区

取得的成果
.
不足之处是对于露天采矿造成面污染

的论述过于简略
.

(林芳荣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