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期

 目前市已成立洪泽湖开发中心
,

必

须完善这个中心
,

建立环境监测中心
、

订立切

实可行的管理条例和规定
、

定期开展监测工

作
,

及时掌握水系污染状况
,

提供水系污染情

报

加强环境保护立法
,

制定仗洪泽湖水

源保护条例》
,

明确湖泊水源保护的目标和沿

湖各部门
,

各单位的职责

积极开展环境科学研究
,

尤其要搞

好水质发展趋势的预测和水污染防治方法的

研究

进一步开展湖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工

作
,

在洪泽湖沿岸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

禁止盲

目开山采石
,

减少水土流失
,

严禁围湖造田
,

已造的要限期退耕还湖
,

以保护鱼类产卵和

越冬的场所
,

严格控制水上经济活动
,

严禁船

只在湖面上排放油污

五
、

结 语

当前洪泽湖的水质总体上是好的和比较

好的
,

但是受到上游 三个工业区的废水污染
,

傈河洼水域
、

淮河 口水域污染较重
,

多次出现

过死鱼事故
。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上马
,

今后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洪泽湖的水质会受到影

响 要控制洪泽湖的污染除加强管理和治理

外
,

还需加强环境保护立法
,

健全机构
,

开展

监测和环境科研
,

采取各项有力措施
,

湖泊的

水质污染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

大气污染研究中静风处理方法之探讨

王兴荣 蒋年冲 吴可军 张业文 王慧敏 赵 雯
安徽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一
、

引 言

污染物在大气中扩散
、

稀释的最直接的

决定因子是风和湍流的作用 一般来说
,

风

速越大
,

则湍流脉动越强
,

污染物的湍流交换

和混合作用越大
,

越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和

扩散 反之
,

风速越小
,

越不利于污染物的稀

释和扩散
,

尤其是静风时
,

最不利于大气污染

物的稀释和输送
,

所以在静风和小风出现频

率较高的地区
,

要特别注意静风和小风的变

化规律 然而
,

在处理风资料时
,

静风问题一

直是较难处理的问题 一般的研究中
,

通常

是采用三种途径来处理 一种是利用静风大

气扩散模式来研究 气 其次是 略 去 静 风 资

料川 第三种是把静风样本的一半平分到十

六个方位上
,

另一半按各对应情况下的实有

风频
,

按比例分配 这三种方法各有长处
,

但

在某些具体研究中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

题

事实上
,

自然界中真正的静风是很少存

在的 由于目前气象常规观测仪器不能绘出

毛 的风速及其风向
,

故气象记录中
,

一

般是把小于 的风向不定的风作为静

风来处理
,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为了比较合

理地解决这种困难
,

本文利用风随高度变化

的规律
,

对地面小于 , 的所谓静风的风

向
、

风速之估算进行了初步探讨 提出一种

静风处理方案

二
、

静风 风速的估算

根据合肥市现有的
、

等近地

面层风资料
,

估算地面静风风速的最方便的

这里的静风是指风速大于
,

小于 等于 , 厂
, 的

风向不定的风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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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用风速随高度的变化公式

八
。, ,

气丁
二

】
‘

二 气 夕

。取 些 若 △ ,
取 小时

,

则。 为 小时变
△

压 于是  式可改写为

式中 卜 分别为所取的不同高度
、

分别为
、

高度上的风速 为幂指

数 蕊 召 蕊
,

它是与高度和稳定度有关

的参数 为了确定静风条件下不同稳定度的
‘

值
,

开始是根据地面 风的样本和对

应的 高度上的风速
,

利用 大气

稳定度分类法所确定的稳定度值来对 值进

行分类
,

期望在同一稳定度条件下有一个比

较接近的 值
,

但其结果不甚理想 这说明
,

在低风速 毛 情况下 与

分类所确定的稳定度关系不太好 文献

也有类似的结论 于是
,

我们考虑到
,

由绝

热
、

无局地变化
、

无摩擦的大尺度动力学方程

组

口日

户 ‘

一
。

立
叫

左卫止卫应
△

在 式中
, ,

一
,

为 与 风向

角度差 从 一 为 与 之高度差
, 、

分别为
、

的实测风速

△ 为 小时变压

因为 生
一立二 在某一地方

、

某一
一 ’

从 一
一

一

时间内可视为常数
,

故从方程 中可以看

出

三 丝 与 一
,

△

、、了、夕
产
、产,乙伟、月,

矛、了、了、一 。 、 妙、
。 三擎 一 。

口

价
兰立匕 一 了夕 一

口价 上
工

—
刁「 , “ 一

,、、

可以得到

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
,

上述推导是在绝热
、

无

局地变化
、

无摩擦的大尺度运动零级简化下

进行的 虽然对于考虑气候要 素 平均值来

说
,

绝热
、

无局地变化的假设是合理的
,

但是
,

在近地面层
,

由于各种障碍物的摩擦作用产

生的涡动湍流对其产生的影响还是很 大 的
,

所以方程中假定无摩擦作用
,

显然是不合理

的 考虑到摩擦对其产生的影响
,

三 巡 一 土‘
“

互 一 ,

互、
日 份

在 。 式中
,

仍 表示垂直速度 ‘

管器
是与静

力稳定度有关的量 口 甲 是科里奥

利力参量
,

在一定地区为常数 为气压 “、

, 分别是
、

方向上的风速分量

从合肥 一  ! 年 十年气象资料

来看
,

静风时 和 的风速相差无

几
,

于是我们取 匀 式中

‘  !
一

,

, , 一
,

△ ,

一

‘ ‘

一

心户 月
。

一
,

口日 一
, 、

二 兰兰 与 一
、

口

两变量便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

杂的非线性关系 但不管怎样
,

稳定度与
,

一 刀
、 △

、

△

而是比较复

近地面大气

总存在着一

定的相关关系 而且当高度取定后
, 。

主要

与稳定度有关 因此
,

在低风速条件下 地

面风速小于
,

至 风幂次

与
、

风向角度差 一 以及地

面 小时变压 △
‘

与
、

风速
、

赚
积之比 即

总
应该有着较好的”相

关关系 我们根据合肥 十 年 一

年 的地面风速为 的所有样本
,

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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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的区域定为 区 由此
,

我

们就可以根据静风时
、

风资料和

△ 。 ,

看其落在上述点聚图中何区
,

然后以该

区中 的平均值来作为静风时的
,

再由方

程  推出近地面层的静风风速

计算结果表明 通过上述方法估算静风

时的 至 风幂次 值的 外均在

之间
,

只有少数几个样本

贴益
一  ,

)

图 l a 与 (D
3
一 D

:
)
、 全卫生

Lj ,
U

:
关系点聚图

. 0.4< a毛 1
.0 + 0.2( a续 0

.4 0 “ 二 0

的值小于 0
.
2 ,

且估算出来的静风时的风速绝

大部分都小于 1
.
5m /。

,

大于 1
.
5m /s的风仅占

静风样本数的 8
.
8外
.
而大于 2

.
O m Zs的风没

有出现
.

D Z 为横坐标 典
为纵坐标作 出 春

、

夏
、

U
I
U

2

三
、

静风风向的估算
、

冬四季 m 值的点聚图 (如图 l) 此图是夏
a
值关系点聚图

,

其它各季与此图基本类

△P
6

U IU Z
的相关

关系的确很好
.
图中将

。

值全等于零的区域

定为 I 区 ;0. 2 蕊 召 城 0. 4 的区域定为 n 区 ;

为了求取静风的估算风向
,

我们利用合

肥十年 (1973一 19 82 年)地面 (10m 高) 风速

为 lm /:的所有样本所对应的 300 m
、

6 0 O m 的

风向
、

风速及地面 6 小时变压等有关要素组

合作 自变量
,

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法
,

得出

各季的回归方程及其复相关系数
、

标准差等

秋
�
季似

从图中可见 a 与 D 3一 D 、

表 1 各季回归方程及其复相关系数
、

标准差表

回回 归 方 程程 复相关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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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于表 1
.

表中 D , 、

D

Z 、

D
,

分别表示地面 (10m )
、

3 0 o rn

、

6 0 0 m 高度层的风向
,

口 ,

一 D
Z
表示

600m 与 3 00 m 风向的角度差
.
从表 1 中可

以看出
,

1 多置信水平的临界值远小于各方程

的复相关系数
,

其标准差除冬季稍大外
,

其它

三季均不大
,

这些都说明回归方程是显著的
.

据此分析
,

我们即可采用静风时的 D Z和 D
3,

利用上述回归方程求出 sin D
,

和
。
05 D

l ,

进而

决定出 D l ,

从而得出各季中不同时刻 小 于

1
.
5m /:的静风风向

.

四
、

估算静风风速
、

风向的可靠

性及其适用性

为了讨论估算静风风向
、

风速的可靠性

及其实用性
,

我们选用合肥代表本省江淮之

间的丘陵地带
,

阜阳代表淮北平原
,

安庆代表

沿江
、

江南
.
选用 1

、
4
、

7
、

10 月份分别代表

冬
、

春
、

夏
、

秋季
.
分别以合肥 1981 一1982 年

(0 7
、
1 9 时)

,

阜阳 19 81一1982 年 (0 7
、

1 9 时)
,

安庆 19 83 年 (0 7
、

1 3

、

1 9 时)高空风探测时
,

地面 (10 m ) 风为静风时所对应的高空实测

表 2 估算风速 砂 与自记风速 。 的比较 (m /s)

,,

于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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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估算风向 D
,

与实测风向 D ; 的比较

参参协协 春 季季

二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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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om 、

6 0 0 m 风资料
.
用第二节讨论的估算

静风风速方法
,

估算出各季地面静风的风速
,

并与该时刻地面电接风速 自计记 录 进 行 对

照
,

其结果见表 2
.

从表 2 可见: 估算风速与自记风速比较

一 致 者
,

合 肥 是 7.9 务一20. 6多; 安 庆 是

”
.
0多一26

.
3多;阜阳是 13

.
3多一30

.
4多
.
误

差小于 0. , m /
s 以下者

,

合肥 是 58
.
8务一

73
.
5多; 安庆 是 52

.
6多一75. 0务; 阜 阳 是

61
.
2多一86

.
9务
.
由于自记风速是按十分钟

内笔尖跳动 1 次
,

便是 0
.
3m /

s ,

笔尖跳动二次

便是 o
.
7m /
s ,

所以我们认为上述计算风速的

方法还是令人满意的
,

也就是说
,

这种估算静

风的方法还是可行的
.

如果以十六个方位来划分风向
,

则根据

上述资料
,

利用第三节讨论的估算静风风向

的方法
,

估算出各季地面静风风向
,

并与该时

刻地面电接风速 自记记录进行对照
,

结果见

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 估算风向与实测风向

相比
,

三个地区至少有百分之十左右是一致

的
.
最高可达 26

.
5多
.
相差二个方位以下

的
,

合肥是 52
.
9务一82

.
4外; 安庆是 52

.
4 % 一

80
.
0多;阜阳是 60

.
0多一91

.
3多
.
也就是说

,

若

以八个方位来划分风向
,

则三个地区估算风

向与实测风向
,

52 务 以上都是一致的
.
同

时
,

从表 3 中还可看出
,

夏季计算出的风向相

对来说差一些
,

这可能与夏季热对流增强
,

地

面风向变化较大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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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

表 3 可以看出
,

本文所讨论的估

算静风风速
、

风向的方法
,

对我省淮北平原最

适用
,

江淮之间次之
,

沿江江南最差
,

尤其是

风向的估算更是如此
.
这可能与下垫面的不

同有很大关系
.

五
、

结 束 语

大气污染研究中
,

静风处理问题是十分

重要的
.
本文利用合肥十年小风资料(lm /

s
)

的所有样本 (共 3495 个)
,

进行了统计分析
,

得出了估算地面静风风速
、

风向的公式
,

并用

合肥
、

阜阳
、

安庆三地区的实测风资料对这种

公式的可行性和适用性进行了讨论
.
自然界

中
,

出现静风的情况有三种
,

一是逆温层静

风
,

二是摩擦阻尼静风
,

三是风向不定型静

风
.
由于这三种静风形成的原因不同

,

特征

也不同
,

因此对静风的处理也应采用不同的

方法
.
但本文在处理静风资料时

,

则未分别进

行处理
.
同时

,

本文推出的静风风向
、

风速公

式仅用合肥一个地方的静风资料得 出 的
.
故

其适用性问题
,

除本文已讨论的地区之外
,

其

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
,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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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降水中有机氯农药残留量的初步调查

杨 建 伟 张 乃 弟
〔武汉市环境保护科研所) (武汉市汉阳环境保护局)

近年来
,

关于有机氯农药在土壤
、

粮食
、

蔬菜
、

动物和人体中残存及积累情况的研究
,

国内已有很多的报道
u 一”. 为了解有机氯农

药禁用后环境中的残留情况及其在环境中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