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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硫酸盐化速率和二氧化硫

浓度的相互关系

黄 宁 查
沙市市环境监测站

对于以煤烟型污染为主的大气 的 监 测
,

硫酸盐化速率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

气中二氧化硫 污染的情况 由于它

具有长期连续监测
、

方便
、

经济等特点
,

所以

自 和 在 年提出
,

至今已整整五十年
,

但现仍为很多国家采用

可见
,

寻找出 和 浓度的相互关系
,

建

立定量的公式
,

对于了解大气环境是颇为有

益的

一
、

监 测 简 况

沙市市环境监测站对本市大气中 的

监测
,

从  年 月起至今一直在进行 在

全市 平方公里范围内设置监测点 个 其

中对照点 个
,  ! 年 月调整为 个监

测点 其中对照点 个 将各监测点 不包

括对照点 监测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本市硫

酸盐化速率的月平均值

表  ! 年 月至 , 年 月沙市市 和
,

月平均值及主要气象资料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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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3 期 环 境 科 学

大气中硫酸盐化速率和二氧化硫

浓度的相互关系

黄 宁 查
(沙市市环境监测站 )

对于以煤烟型污染为主的大气 的 监 测
,

硫酸盐化速率 (SR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

气中二氧化硫 (50
2
) 污染的情况

.
由于它

具有长期连续监测
、

方便
、

经济等特点
,

所以

自 W il
sdon 和 M cC onnell 在 1934 年提出

u,

至今已整整五十年
,

但现仍为很多国家采用
.

可见
,

寻找出 SR 和 50 2浓度的相互关系
,

建

立定量的公式
,

对于了解大气环境是颇为有

益的
.

一
、

监 测 简 况

沙市市环境监测站对本市大气中 sR 的

监测
,

从 1980 年 3 月起至今一直在进行
.
在

全市32 平方公里范围内设置监测点 12 个(其

中对照点 1个)
,

1 9 8 3 年 3 月调整为 11 个监

测点 (其中对照点 1个)
.
将各监测点 (不包

括对照点 ) 监测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本市硫

酸盐化速率的月平均值
.

表 1 1950 年 7 月至 1, 8 4 年 10 月沙市市 sR 和 50
,

月平均值及主要气象资料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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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3 期 环 境 科 学

表 3 二
_. _ .~ 。

_
‘ 。 ‘ .

砚
_

二 S R I
_ _ ~ _ _

_ 。
二

, .

_

早个监翎点与沙币地区的 下石于二, 一

后 回 , d 万桂的比较表
l口u , 」 ,

监 测 点 位 置
SR

〔50
2
〕

与 喜 的回 归方程
1

相关系数

沙市地区
, ! 1

盖一
3‘。”·

”火

令
+ ‘’·

3 9 ‘
一 0

。

8 1

制管厂招待所(港 务荀三仓库 )
S R

「5 0
2
〕

~ 一 3 0 3 9
.
斗火 工 + 23

.
朽6

1
’

沙市热水瓶厂(荆州物资局)
. SR _1工I

一
一仁5 0

:
1

一 3 2 7 ;
.
8 又 上 + 13

.
979

了
’

一 0
。

4 9

一 0
。

6
8

沙市 市十一中学 (拉丝厂)
. SR _
1盈l

一
一

L5 O
21

一 , , 0 5
·

‘又

争
+ ‘“·

8 2 7

一 0
.
6 9

注: 表中括号内监测点为 工9 83 年 3 月调整前对应的监测点
.

S R 一 K 口 ~ K

与 (l) 式对比可见
,

在这种情况下反应级数
n 一 。

,

S R 与 Sq 浓度无关
.
显然

,

当 Pb q

监测管放置的时间越长
,

5 0
2

浓度又较高时
,

该情况则愈易发生
.
这也就是本文前面所述

数据处理的理由之一
由上述两种极限情况推理

,

当 50 ,

浓度

处于两种极限情况之间时
,

反应级数也应是

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

即 。 <
n
< 1 ,

这是分

数级反应
.

,
值的计算可根据 (l) 式

,

在相同温度

时
,

即 互为一定值时
,

由两个反应速度和对应

的反应物浓度的数值
,

即可求得反应级数 n:

组综合计算可得平均反应级数 万 ~ 1
.
24

,

故

可视 50
2
与 Pb q 的反应为一级反 应

.
则

(l)式为
:

SR ~ 畏〔50
2
] (3 )

反应速度系数 畏是与温度有关 的 常 数
,

Ar
rh en ius 在 1889 年就发现反应速度系数与

温度 T 有下述关系
:

In友~ B 一
A

R T
(斗)

,
一 一些鱼二选经坠一19〔50 :):一 19 〔50

,

]

:

式中
,

A

—
反应的活化能 ;

B

—
反应的碰撞因子 ;

R

—
普朗克气体常数

.

在近似计算时可将 A 和 B 均视 为 常数
.

将(3)式中 互值代人(4)式即得
:

(2 ) l。 -鱼些一 一 B 一

[50
2
]

将表 1 中的 SR 和 50
2

A

R T
(5 )

在实际的 SR 和 50 2 的监测中
,

情况十

分复杂
,

要精确地求解 。 值
,

既不实际
,

也

不必要
.
本文将统计

·

的监测数据进行综合计

算
,

得出
。 的近似值

.
从表 1 可见

,

能将表上

的 18 个月分为三组
,

即每年的 1 月为一组
,

每年的 斗 月和 10 月为一组
,

每年的 7 月为一

组
.
在这三组内

,

每一组中各月的气象条件

都十分近似
,

故可视
‘

在每一组中 互值近似相

等
,

即可按(2)式进行组合以计算
。 值

.
求得

的 。 值情况见表 2.

从表 2 可见
,

组合情况以各年份的 1 月

为最好
,

7 月最差
,

4 月和 10 月比较好
.
由三

月平均气温 T 进行 ln
[50
:
]

浓度与该月的

和
奋
计算

,

用

回归分析法求得两者的直线回归方程
,

其斜

率为 一 三
,

截距为 B
.

R

其直线方程为:

作图如下图

一n
es
一丝‘
[50
2
]

相关系数为

一 一 310 8
.
4 X

硫酸盐化速率

定量关系
.

~ 一 0
.
806.

SR 与大气中

生 + 13
.
391

T

这就是沙市地区

50 2浓度之间的



境 科 学

浓度及经气象换算后 50
2
月平均浓度

6 卷 3 期

表 4 s R 与实测 50

年
.
月 参父 1 0

,

S R

。9 5 0
3
/

10 0
e
m
ZP b O

Z·
日

经气象换算后
实际监测值
m g /m

3

50 ,

监测期(五天)中
。 一 1 、 月一 1

、 丫
~

时浓度值 m g /m
3

月气象

系 数
月平均浓度
m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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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沙市市 玩 的回归直线图

上述定量关系还可以从单个监测点的情

况来分析
.
由于我市 SR 监测点与 50 : 监

测点位置并非全部重合
,

虽经 1983年 3 月调

整后也只有几个点相对重合
.
现将重合情况

较好的三个监测点的
SR

tSO Z]

与 生 的回归方
了

’

程列于表 3
,

并与全市的情况进行比较
.

从表 3 可见
,

回归方程虽略有差别
,

但差

别不大
.
根据回归方程

,

有了该月的 SR 数

值和该月的平均气温数值
,

即可计算出该月

50 :浓度的平均值
.
这就说明

,

硫酸盐化速

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煤烟型污染的

大气中 50 ,

污染的情况
.

值得注意的是
,

s R 的监测是将 PbO ,

管

在大气中放置一个月而后测得的值
,

而 s仇

则仅仅是连续五天监测而得到的浓 度数 值
,

并且常规大气监测是避开大风大雨等不 良气

象条件的
,

所以 50 2 的浓度数值是难以代表

这一个月的实际浓度的
.
本文用作者曾经提

出过的气象系数变换的方法
ts, ,

即通过五 天

监测的 50
:
浓度值求得在

a ,

~ 1

、

月竺 ~ 1
、

九
D 一 1 时的 50 2 浓度

,

将该月每 天 的 总

气象系数进行平均求得该月的月气 象 系 数
,

再将
a ,

一 l
、

口纂一 1
、

, ; 。 一 l 时的 50 :

浓度乘以月气象系数
,

便可得到该月 50 2 月

平均浓度值
.
这样而得的 50 : 浓度更具有

一个月平均值的代表性
.
现将全市 SR 与进

行气象换算(因缺 1984 年 斗 月以后的气象资

料
,

故只换算至 1984 年 1 月止)后求得的 S。
“

浓度值列于表 4
.

!卜卜
.4no

1一T与
R一孔S一汪‘

一5

根据表 4 中的数据
,

计算 ln -
SR

LSO
Z
]
和



卷 3 期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

可得直线方程
:

境 科 学

之间的关系式
,

的 SR 和 Sq

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实际

浓度的关系
.

1一T

In
兰牲

.
一 一 2697

.
8 x

[50
2
]

犷
~

:

一 0
.
74

1

了
,

+
1 1

.

9 3

作图如下
:

四
、

结 语

1.本文从反应动力学的基本原 理 出发
,

找出了 sR 和 Sq 以及气温 丫之间的定量

关系
.

2
.
用建立的公式

: hi 一旦旦一一 B 一
[50 2]

A

R T

赓瞬
2

:
票
x105

二

图 2 经气象系数换算后
,
沙市市 I

n

琴bt儿
与 粤的回归直线图
l

即可计算出 Sq 的月平均浓度值
,

这说明 sR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煤烟型污染大气中

50 ,

浓度的水平
.

3
.
SR 与 50 ,

浓度之间的关系受到很

多因素的影响
,

问题复杂
,

本文只是找出起主

要作用的因素
,

因而建立的关系式就不是十

分精确的
.
由于我站 目前条件较差

,

待装备

50 : 浓度连续自动监测仪后
,

则可进一步与

P bO
:
法或碱片法进行对照分析以求 得 更 好

的结果
,

( 参考文献略 )

与前面的回归方程比较
,

差别不大
,

也有

一定相关
.
这进一步说明了ln SR

[Sq ]

沙市环境监测站全体同志参加大气监测的采样和分
析 , 硫酸盐化速率由张薇

、

冯吉平
、

黄慧英三同志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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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硫磷在春小麦中的残留动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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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硫磷 (phox im )
,

苯基氰基甲醛肠
一。,

。一二乙基硫代磷酸醋(又名倍氰松
、

脂硫磷 )
,

系硫代磷酸醋类杀虫剂
,

是我国 目前生产取

代六六六的农药中一种比较理想的品种
.
辛

硫磷具有高效
、

低毒
、

广谱
、

速效和低残留等

优点
.
在有效浓度下对植物安全

,

已广泛用

于防治多种作物害虫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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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m eyer ( 19 70) 和

D
.
w
.
La tt
ue
( 19 71) 等人曾报道辛硫磷在上

壤中残效期较长t,.
2, .

因此对于辛硫磷施人土

壤后会否在农田中蓄积
,

再次污染栽培作物
,

已成为 目前普遍关心的问题
.
本文报道辛硫

磷拌种施人土壤后
,

在春小麦植株中的残留

动态的研究
.

* 本文经本院植保所杨海峰副研究员审阅井提出修改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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