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环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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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可见 估算风速与自记风速比较

一 致 者
,

合 肥 是 务一  多 安 庆 是

” 多一 多 阜阳是 多一 多 误

差小于 , 以下者
,

合肥 是 务一

多 安庆 是 多一  务 阜 阳 是

多一 务 由于自记风速是按十分钟

内笔尖跳动 次
,

便是
,

笔尖跳动二次

便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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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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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相差二个方位以下

的
,

合肥是 务一 外 安庆是 一

多 阜阳是 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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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务 以上都是一致的 同

时
,

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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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期

从表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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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所有样本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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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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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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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

循环和积累的情况
,

我们于  年 月

至 月对武汉市区的自然降水 包括降雪 进

行了有机氯农药六六六
、

残留量 的 调

查

一
、

样品的采集与分析

一 样品的采集

采样点设置在武汉市环保所 汉口
,

居民

区 五楼平台上
,

属武汉市降水监测的常规网

点
,

基本上远离局部污染源

采集的样品分雨和雪两种 采雪器是用

上 口直径为 的聚乙烯塑料盆
,

采雨器则

是用上口 直径为 的聚乙烯塑料桶 采

样器在每次采样前均按规定进行了清洗 安

置采样器的采样架高 每逢降水
,

即将

采样品器安置在采样架上
,

并取降水全过程

的样品

二 样品的预处理

雨样用中速滤纸直接过滤
,

雪样于室温

下溶化后进行过滤 过滤后的样品经用石油

醚萃取后进行分析

三 样品的分析

使用日本岛津
一

气相色谱仪 发

射源
,

最小检出限
一

,
,

按《环

境监测分析方法》旧进行分析

二
、

结果与讨论

年 月至 月
,

共采集到降水样品

个
,

调查结果如下

降水中有六六六
、

检出

分析结果表明
,

自然降水 中有六六六和

残留
,

检出率平均为 外
,

浓度范围

在 一 严 之间 表

从表 可以看出
,

降水中六六六的平均

含量为 邵
,

的平均含量小于最

小检出限
,

总有机氯农药的平均含量为

此 其浓度均未超过国家《地面水中有 害物

质最高容许浓度》中的规定标准 地面水中有

害物质最高容许浓度为 六六六
,

比

,

降水中有机氯农药的百分构成

表 降水中六六六
、

的含量

项项目目 检 出率率 浓度范围 群 均值值

     拼

““ 一

六六六六
。

一
。

月月
一

六六六六 一

了了 一

六六六六
。

一
。

占占一

六六六六
。

一

总总
一

六六六六 一
。 。

, 一 。

一
。 。

, 一 一 ,,

‘ 一 一 ,,

, 一 一 ,,

总总
一 。

一
。

合合计计
。

一
。

—
未检 出 一

争

一一 一工业原粉中的含量

降水中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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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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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异构体

降水中和工业原粉中六六六异构体的含量

调查结果表明
,

降水中有机氯农药以六

六六为 主
,

占 总 量 的 99 3 4多
,

D D T 仅占

0
.
66 多

.

在六六六中
,

又以 a 一六六六为主
,

占六



环 境 科 学 8 卷 l 期

表 2 降水中六六六
、

D D T 的百分含最

一六六总量的 44.75 多. 尽一六六六 ,
1
一

六六六

和 于六六六分别占六六六总量 的 14
.
07 沁

、

24

.

16 并 和 16
.
36 多

.

在 D D T 中
,

o
p

’一
D D T 占 D D T 总量

的 100外
.
pp’一 n D T

、

p p

’一
D D D

、
p p

‘一
D D E

等均未检出 (表 2)
.

调查结果还表明
,

降水中六六六各种异

构体的百分构成与其工业原粉的百分构 成[9J

大体相同 (见图)
.
只是降水中的 a 一六六六

的含量稍偏低一些
,

而 了 一

六六六和 于六六

六的含量则稍偏高一些
.

据报道
,
了 一

六六六含量偏高的原因
,

可

能是六六六农药在应用中使用了高含量的 1

型药剂所致[l0j
.
占一六六六含量偏高的原因尚

待进一步探讨
.

三
、

结论

根据上述调查和分析
,

初步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

1
.
武汉市区自然降水中有六六六

、

D D T

农药残留
.
检 出率平均为 斗8. 21 %

,

浓度范围

在 N D 一
6

.

8 0 拌 g
/
l 之间

.
其浓度没有超过国

家规定的地面水中有害物质最高容许浓度
.

2
.
武汉市区自然降水中的有机氯 农 药

,

以六六六为主
,

占总量的 99
.
34 多

,

D D T 仅占

0
.
“务

.
在六六六的各种异构体中

,

按其残

留量排列
,

顺序为
a 一六六六 > 1

一

六六六>

企六六六 > 口
一

六六六
.
降水中的 D D T 基本

上完全为
。
p

‘一
D D T

.

降水中六六六 的百分

构成与其工业原粉的百分构成大体相同
.

▲武汉市环保科研所的王杰同志参加了

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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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地区环境天然 丫 辐射水平及其分布

曾 宪 丰
(广西柳州地区卫生防疫站)

环境辐射是对人类照射的主要 因素
,

其

强度因地理和地质结构不同而变化
.
为了解

柳州地区环境天然 y 辐 射水平及其分布
,

我

们于 19 83 年 7 月至 11月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

这对阐述环境天然 y 辐射水平的自然分布
,

促进放射卫生与防护工作都是有益的
.

本 区 地 理 概 况

1.地理位置和地质地貌特征
,

柳州地区

位于桂中北部
,

地处东经 105 024 ‘

一 210
025 , ,

北纬 23
0 19 ,

一26
004’ ,

紧毗南岭南麓
.
包括

11 个县和区
,

地区辖市各一座
.
总面积 3203 7

k耐
,

其中山地丘陵和岩溶石山面积 占 86 外
.

境内以石灰岩和砂页岩为主
,

土壤以赤红壤
、

红壤居多
。

地势大致北高南低
,

从西北向西

南倾斜
。

2

.

人口 分布
:
全地区总人口 4 8 1 1 161 人

,

除柳州市外
,

柳北人口 较稀疏
,

柳南和柳中较

密集
,

全地区人口 平均密度为 150 人/km
, .

时间内其响应分散性在 5多 以内
,

能探测的

最低 了 能量为 sokev ,

实用于大面积的环境

辐射本底调查
.

2
.
方法:

( 1) 将测量仪器置于测量点上
,

距地面

高度 l m
、

室内屋角距墙壁 o
.
3 m 进行测量

.

室外
、

室内
、

道路均分别在拟定区域内测其四

个角和中央五个点
,

取其算术均值经仪器 反

值修正
,

再用 i 分
F D
/ 2 一 0

.
5以 ,

(
分; D 为仪器

经 友值修正后的实测值 ) 式修正后的值代表

该点的地表 下辐射值
.

(2) 测量点的设置 : 将 12 个县
、

市 各作

为一调查区
,

县
、

乡坪镇为必测点
,

另根据距

离在适当地方增设测点
.
各调查区设 15 一

26 个点
,

全地区共 218 个点
.
室外点在距道

路 20 m
、

距建筑物 50m 以外取 10 x 10 m 范

围测量 ;室内点对各种建材的楼
、

平房进行抽

测;道路点在距建筑物 50 m 以外取 10 m 长路

面测量 ;选测点抽测柳州市都乐岩
。

仪 器 和 方 法

1
.
仪器: 测量仪器采用 F D 一

71 闪烁辐

射仪
,

该仪器曾参加第二次全国卫生系统比

对
,

在不同环境点的现场刻度与 R SS一 I H 型

高压 电离室的偏差为十 6
.
8多

,

实验室刻度的

误差为 士 1
.
0 外; 由 1 谱的变化引起的测量误

差约为 5沁
.
该仪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

一年

结 果 与 讨 论

1
.
不同场所的地表 1 辐射水平

各场所地表 丫辐 射水平如表 1所示
.
其

中室内与道路
、

室外
、

岩洞的差异均非常显著

(P 均< 0
.
00 1)

,

室外与道路差异不显著 (P >

0
.
05)

,

室外
、

道路与岩洞之差异非 常 显 著

(P 均 < 。
.
00 1 )

.
故地表 了辐射水平 (以下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