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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耍 随着我国大气环境保护的重点从点源烟尘治理向区域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发展
, 近 多年 来 , 大 气 环 境影响

评价在评价范田
、

内容要求
、

工作程序
、

实验方法
、

输送扩散模型 以及与总量控制
、

区域规划
、

风险评价等的关系方面都

有长足的进步 在 已完成的 。。。多项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成果的基础上
, 本文作了全面的回顾 , 总结了各阶段的特点

及开展的主 要工作 , 提 出了 项今后应着重解决的问题和近期内可能取得 的进展

关键词 大气污染 , 模拟环境影响评价

年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法 令
,

对环境影响评价的适用范围
、

内容要求
、

工作程

序和法律责任作 出了明确的规定 环境影响评

价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强制性的制度 并与区

域环境评价和规划呈现出日益紧密的联系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回顾

随着大气污染防治
、

大气污染质量管理以

及区域发展规划的需要
,

我国的大气环境影响

评价也应运而生 目前一般技术工作程序如图

建设项目工程和环境概 况资料的收集分析

确定评价等级
、

因子和范围 制定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实施方案 制定评价标准或大气环境 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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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 拟建工程污染源分拆

工程分析及污染源评价

大气环境

质量现状

评价

‘‘

一
一扩散模式

及参数的

确定

大气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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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纵观 多年从起步到壮大的历程
,

大致

可分为两个阶段 年代末至 年代初的准

备
、

起步阶段
,

以及 年代初以来的提高发展

阶段

准备
、

起步阶段

由于我国普遍存在的煤烟型污染
,

几乎整

个 年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都是围绕着
“

消烟

除尘
”

展开的 而受中心任务制约的大气环境质

量评价重点
,

自然在于解决重点的单个点源和

集中排放的城市地区的烟尘污染问题 这一时

期所完成的影响评价工作主要有 徐州电厂
、

兰州第二热电厂
、

北京西郊
、

沈阳市以及一批山

区三线工厂的环境评价
,

其主要特点有

引进技术
,

培训队伍 大量引进国外

评价技术 包括大气监测和污染气象观测的仪

器设备
,

评价方法
,

各种烟气抬升
、

湍流扩散浓

度估算模式等 举办各种学术讲座
,

普及评价

知识 建立并培训评价专业队伍

开展污染气象和湍流扩散实验基础研

究 自  年以来对地形复杂的山区污染估算

多依赖于现场或风洞模拟实验 现场试验则多

采用 电接风速仪
、

小球测风
、

铁塔观测
、

低空探

察
、

声雷达
、

等容气球
、

平衡气球
、

示踪
、

双

向风标和烟云照相等试验方法
,

以掌握该地 区

地面流场
、

垂直风场
、

温度场
、

大气迁移扩散规

律和大气湍流特征等 年京西电站 的 评

价中曾采用 玩 模拟山谷高架源污染物的扩 散

及不利气象条件下有害气体对生活区的 影 响
,

找出了最大落地浓度与释放高度的关系
,

揭示

出此类山谷地形条件下的扩散特征 和 污 染 状

况

在边界层垂直结构及大气污染扩散规律研

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北京西郊的分析给

出了近地层均匀粗糙地面条件下
、

不 同稳定度

时风廓线的表达式
,

以及非均匀地面条件下
,

由

于地面粗糙度
。

的突变所引起的风速廓线
“

拐

点”高度 的经验公式
〔 此外

,

声雷达探测资

料还表明边界层大气中 的 湍 流 存 在 团 块 结

沟  
。

选用简单的扩散模型和参数估算方法一般

科 学 ”
,

多采用高斯烟羽模式进行小尺度 污染浓度

估算 而在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中
, ’

彗建立

了我国第一个考虑风场和大气稳定度时空变化

的烟 团模式 对烟气抬升高度和扩散参数
, ,

, 二

多采用
、

等人的

方法估算
,

而对山区
、

城市下垫面的扩散参数往

往通过
“

提级
”的经验方法来解决 徐州电厂大

气环境影响评价则通过对烟气抬升 高 度 的 测

定
,

总结了估算抬升高度 的经验模式
,

并就环境

湍流对烟气抬升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提高
、

发展阶段

随着大气环境保护重点从点源烟尘治理发

展为区域环境污染综合防治
,

大气环境影响评

价也跨人了一个提高
、

发展的新阶段 太阶段

完成的代表性影响评价工作有 上海宝山钢铁

厂
、

包头钢铁公司
、

南京扬子乙烯工程
、

江西贵

溪冶炼厂
、

山西坑 口 电站
、

攀枝花钢铁公司
、

昆

明三聚磷酸钠厂
、

广东核电站
、

靖远电厂二期工

程
、

广东珠江三角洲及福建循洲湾地区的经济

发展与大气环境规划等 本阶段的主要特点如

下

评价专业队伍迅速扩大 评价内容
、

程

序
、

方法 日趋规范化 年所颁布的大气污

染防治法以及一系列相配套的规定
、

标准
、

制度

尤其是评价证书制度 的施行
,

大大加强了环

境评价工作的管理
,

促进了评价的发展
,

提高了

环境影响评价的水平

加强了改
、

扩
、

新建工程的环境因素分

析 评价报告书对工程的工艺流程
、

正常与非

正常工况下的排污情况
、

控制措施及效率开始

做出全面阐述
,

算清工程建设前后污染源排放

的
“

三本帐
” ,

所提出的治理措施也注重有的放

矢
、

切合实际
,

具有较好的针对性
、

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

评价内容明显增多
、

预测方法 日 益 成

熟 不仅对城市或平原地区大气湍流扩散进行

了较深人的研究  ,

而且对各种复杂地形下 边

界层中的流场
、

温度场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 对

中尺度范围大气污染扩散规律研究也取得了一

些成果 污染物浓度预测中
,

除计算最大落地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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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其出现距离外
,

还考虑到计算短期
、

长期地

面浓度分布
、

不利气象条件下的浓度分布
,

高浓

度出现时间
、

地区和范 围
、

发生频率及持续时间

等 评价时效从短期延伸到短
、

长期皆有 污染

物质由单纯 增加到颗粒物
、

各种特征污染

物
、

酸性千
、

湿沉降物及光化学污染物等兼顾

污染源则由单一点源发展到点
、

面
、

线结合的复

合源 在城市区域浓度计算时
,

又经箱模式
、

模式发展到考虑了多种复杂情况下可进

行数值计算的多箱模式
、

复合源高斯烟流模式

及烟团模式
、

倾斜烟流模式以及移动积分模式
、

体源模式
、

平流扩散模式
、

城市空气污染多源模

式等等
一 ,」

宝山钢铁厂评价时
,

为适应非均匀流场的

特点
,

所选用中尺度烟团模式不仅考虑了烟羽

运动方向
、

速度及扩散参数随时间
、

空间的改

变
,

而且考虑了 因转化为硫酸盐和因地面

沉积所造成的源强衰减以及混合层顶的反射作

用‘ 九江电厂评价中使用复杂地形扩散筛选

模式
,

还分析预测了拟建工程对庐山自

然保护区的影响 川 采用声雷达
、

超声湍流梯

度仪
、

气溶胶谱仪等取得同步的大气湍流
、

大气

边界层垂直结构
、

中尺度环流
、

气溶胶及干沉降

速度和区域氟化物浓度时空分布综合资料
,

引

人 。 一 。
技巧和  湍流量

,

结果很好

地反映了山谷风
、

湖陆风和城市热岛共同作用

下滇池地区浓度的日变化规律 同时
,

还设计

了考虑大气参数时空变化
、

多个连续污染源线

性化学转化以及复杂地形影响下的三维平流扩

散模式
‘

,

大气环境容量研究深入开展 在太原

地区大气环境容量研究中发现了盆地内大气污

染物的水平和垂直输送通道
,

掌握了盆地内大

气污染物浓度的空间分布以及盆地内向盆地外

的有效输送方式
、

城市热岛结构
、

高浓度团块输

送以及 与气溶胶相互消长等规律 在沈阳

大气环境容量研究中
,

使用八部单点声雷达布

阵研究城市边界层
,

发现夜间城市低层混合层

顶呈波动状发展
,

在 一 上空进行的航

测结果表明
,

污染物浓度分布在重污染的环境

卷 期

周期内呈抱状演变结构
,

并在理论上证明了这

种演变
汇川

“

七五”
期间

,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珠江

三角洲地区采用了甚高频多普勒多气球跟踪系
统

、

系留气艇探测系统
、

大气环境航测系统以及

声学遥感遥测系统
,

建立 了
一

多源

模式
、

粒子分粒 模式
、

机动 车尾气污染

模式
、

环境容量规划模式
、

平流扩散模式和拉氏

烟 团轨迹模式
,

提出了总量控制
、

容量规划和开

发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协调控制方案

 光化学污染研究开 始 起 步 从

年夏季开始至 年
,

在兰州进行了大规模同

步观测 首次将现场研究与烟雾箱的模拟实验

研究相结合
,

查清了光化学污染现状
,

发现了

光化学污染的中尺度输送规律
,

建立了相应的

大气污染扩散模式
,

找到了影响污染物浓度变

化的原因〔‘ , “

七五
”

期间又对广州市汽车尾气
污染现状

、

发展趋势以及光化学污染防治对策

进行了研究

开展大范围的酸雨调查研究 初步查

明我国酸雨分布
,

确定了酸雨严重地区在四川
、

贵州
、

广东
、

湖南
、

广西和 江西境内的一些地区
,

明确了这些地区的酸雨属硫酸型
,

对酸雨的来

源
、

成因及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及治理对策

取得了一些进展 通过野外观测
、

实验室试

验和数值模拟
,

研究了西南地区酸雨形成的大

气化学过程 结果表明降水中的硝酸含量有丰
升的趋势

,

排放和降水酸度存在明显的非

线性关系 在某些重污染区
,

酸雨形成以局地源

和云下过程为主
,

起控制作用的是氧化剂 而在

广大农村
,

则 是控制剂 在贵阳
、

重庆等地

只有大幅度降低 的排放
,

才会明显地减缓

该地区降水的酸度 在华南地区
,

已初步弄清

了湿沉降的酸性分布及发展趋势
,

春季北部污

染物的输送
、

云下洗脱对两广酸雨形成的作用

得到了一批对森林
、

作物影响
、

材料破坏模拟实

验和现场暴露试验的结果
,

并提出了重点地区

的防治对策 !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展望

根据 目前的任务
、

要求和存在间题
,

预计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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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有如下发展趋势

将向预测精度更高
、

研究范围更广的

方向发展在数值模拟方面会付予更多的 努 力
,

尤其是进一步完善中距离污染模式
,

发展用于

酸雨形成和防治研究的长距离输送模式 至于

复杂地形及复杂气象条件下的大气扩 散
一

输 送

模拟
,

未来若干年内的工作主要还会集中在对

高斯模式的扩展和修正以及改进扩散参数的确

定方法
,

考虑烟气在混合层顶的部分穿透
,

修正

地形影响下的烟流轨迹等方面
,

同时采用动力

模式模拟复杂地形条件下的流场和温度场及其

演变
,

进而求解污染物的平流扩散方程也将是

一重要研究方向

将更加重视现场测试
、

实验室模拟以

及数值模拟的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 实验室模

拟对进行机理性研究和复杂地形的大气环境评

价有着极大的优越性
,

这方面的潜力在我国还

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当前需研制能模拟各

种复杂地形和温度层结以及地球自转影响下的

大型环境风洞
,

为研究各种复杂条件下的扩 散

特征创造条件 提高气体示踪技术
,

把大尺度

扩散的研究范围延伸到几百公里以上

酸雨研究将进一步加强 目前只是查

明了酸雨现状
、

危害程度
、

对其成因有了一些基

本认识
,

其形成机制 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改进

监测
、

分析方法
,

在实验室模拟和数值模拟方面

取得进展
,

并提出不同地理环境和工业布局下

的防治对策

区域大气环境评价
、

规划以及 乡镇企

业的污染控制将进一步受到重视 目前
,

由于

我国的 乡镇企业量大面广
、

布局混乱
、

技术装备

差
、

单位产值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大而且绝大部

分没有防治污染的措施
,

因而使区域和局地污

染变得更加突出和难以防范 对于某些工业经

济密度过高的地区以及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

净化和输送扩散的闭塞河谷将根据当地的实际

大气环境容量来确定工业生产的性质
、

规模和

厂址
,

制订有效的总量控制方案
,

利用系统分析

和优化技太努力协调工业生产和大气环境间的

泪互适应关系
,

贯彻执行五项新的环境管理制

科 学 ,

度
,

以便形成一个既能确保工业生产稳步
、

持续

地发展
,

又能使大气环境质量符合一定标准的

良性循环结构  

 逐渐开展风险评价 鉴于一系 列 突

发
、

偶发的大气污染事件不断发生
,

重点建设项

目将要求对建成后突发性物质泄漏
、

火灾
、

爆

炸
、

非正常应急排放和事故排放引起的污染和

破坏进行评价
,

并逐步完善大气环境风险评价

的技术
、

方法
、

原则 同时还将开展 回顾评价和

施工期评价
,

使其具体落实在企业的建设和发

展中

近 年来
,

我国完成大
、

中型建设项

目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超过 套
,

这些是花费了亿万资金和大量科技人员的辛勤

劳动所取得的 评价报告书中存在着大量可供

推广应用的研究成果
、

数学模式
、

基础数据资料

以及合理可行的治理
、

控制污染的对策 为使

评价水平得到提高
、

形成制度化
、

规范化
、

专业

化的体系
,

亚待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入分析
、

研

究
,

建立和完善我国大气环境评价资料信息库

此外
,

大气环境评价在提出多个 待选方案
、

公众

参与及经济损益分析
、

安全防护带及监控系统

等方面将会得到更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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