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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大气颗粒物质量浓度分析仪"2+01#及大气细粒子快速捕集及其化学成分自动在线分析系统"/6=VD.6#于 ’((& 年
"( a"" 月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定位站进行了大气细粒子"V1’‘) #及其二次无机组分" 50’ kE ( ,[b

E 和 ,0k
* #与相关

污染气体组分的同步观测与分析$同时结合主成分分析和 [X5V4.2轨迹模式对颗粒物的来源和传输过程进行了探讨B结果表

明$观测期间 V1’‘)的日平均浓度为 $%‘# (U2F
k* $V1’‘)中 50’ kE ( ,[b

E 和 ,0k
* 的日均浓度分别为 ’(‘(( %‘& 和 ’‘% (U2F

k*B

二次无机组分浓度之和超过 V1’‘)质量浓度的 *)h$为鼎湖山地区大气细粒子的主要组成部分’细粒子中 50’ kE 和 ,[b
E 浓度

日变化表现出与 V1’‘)相一致的*双峰+型分布特征$峰值分别出现在 "(!(( 和 "%!((’而 ,0k
* 仅在 "(!(( 出现单一峰值B细粒

子中 50’ kE 浓度的日变化与大气中 50’ 浓度的日变化特征相似$50’ kE 主要由 50’ 转化而来’而 ,0k
* 浓度的日变化特征则异于

,0’ $,0’ 的二次转化率",0/#远低于 50’ 的二次转化率"50/#B细粒子中 ,[b
E 主要以硫酸盐( 硝酸盐及氯盐的形式存在B

主成分分析结合后向轨迹推算$鼎湖山地区大气细粒子污染主要来自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如广州和惠州等的区域输送$

同时本地二次硫酸盐的贡献较大而一次排放的贡献较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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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颗粒物细粒子"V1’‘) #直接影响大气环境
质量( 大气能见度和人体健康$成为当前国内外许
多城市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 ,"-B由于 V1’‘)的环境
效应( 气候效应和健康效应均与其化学组成直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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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因此对 V1’‘)化学表征的研究已成为大气化学领

域重要热点问题之一 ,’-B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珠三角地区的大气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B由于
该区域各个大中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相对均衡$大气
污染亦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特征 ,E-B大气细粒子中
的二次无机组分" 50’ kE ( ,[b

E 和 ,0k
* #是大气细粒

子中最重要的无机盐$也是表征区域污染的重要指
标$目前对珠三角地区大气细粒子二次无机组分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广州 ,)- ( 深圳 ,%- ( 香港 ,$-等大型城
市$区域本底地区的研究鲜见报道 ,&-B鼎湖山地处
广东省西北$属经济高速发展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区域大气本底$对该地区大气细粒子污染及其化学
组成分析$对研究整个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水平及
演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B本研究于 ’((& 年秋季在珠
三角区域本底站进行了大气细粒子"V1’‘) #及其二

次无机组分"50’ kE ( ,[b
E 和 ,0k

* #与相关气体组分
的同步观测$并对珠三角本底地区大气细粒子的污
染特征( 形成机制及来源进行了系统分析B

IJ材料与方法

IKIJ观测地点与时间
观测地点位于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森林生态
系统定位研究站院内"’*o"(p,$""’o**p+#$ 采样点
设在实验楼 * 楼楼顶$距地面高度约 "( FB观测时
间为 ’((&D"(D’E a’((&D""D(&‘
IKLJ观测方法

利用本实验室研制的大气细颗粒物快速捕集系
统"/6=V#"申请号 ’((E"((*"E%’%#$并与离子色谱
".6#相联构成的 /6=VD.6系统 ,#- $美国 />OOL@M:9
jVG9GN:8AI 公司生产的 LO"E()_=颗粒物监测
仪 ,"(- $美国热电公司生产的 50’( 0*( 60和 ,0D
,0’D,07环境监测仪以及芬兰 -GANG;G公司生产的

1A;7N)’( 自动气象站 ,""- $对大气颗粒物 V1’‘)中的
水溶性无机盐( V1’‘)质量浓度( 大气中 50’( 0*(
60( ,0和 ,0’ 浓度$以及研究时段的气象参数"风
向( 风速( 温度( 湿度( 降水和紫外辐射#进行了同
步连续观测B
IKM!气流轨迹分析

利用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033#空气资源
实验室"3/4#提供的混合型单粒子拉格朗日综合
轨迹模式"[X5V4.2# ,"’-和 ,6+VY_35 数据计算每
日到达观测点附近气团的后向轨迹B每日每隔 E :
计算 " 次$包括每日起止时间$后推时间为 $’ :$起
始高度为 )(( F,"*- ’对后向轨迹进行聚类分析 "]D
1@G8N#判断气团的主要来源和途径区域 ,"E-B

LJ结果与讨论

LKI!V1’‘)及 V1’‘)中二次无机组分质量浓度水平

观测期间鼎湖山地区秋季 V1’‘)的日均质量浓

度在 "’‘’ a")&‘) (U2Fk*之间$变化幅度较大$平
均为"$%‘# qE)‘$# (U2Fk*’V1’‘)中表征二次污染

的关键水溶性离子 50’ kE ( ,[b
E 和 ,0k

* 的日均浓度
分别为"’(‘( q#‘$ #( "%‘& qE‘) #和 "’‘% q’‘" #
(U2Fk*"表 "#$在 V1’‘)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h(
#h和 *h$三者浓度之和超过了 V1’‘)质量浓度的
"P*$其中 50’ kE 是V1’‘)中最主要的二次水溶性无机
组分$说明二次粒子" 5,3#已经成为鼎湖山地区大
气细粒子的主要组成部分B作为 50’ kE 和 ,0k

* 的气
态前体物$观测期间 50’ 和 ,0’ 的日均浓度分别为
"**‘’ q’(‘*# (U2Fk*和"’"‘’ q"(‘"# (U2Fk*"表
"#B从表 " 中还可以看出$观测期间无论是大气细
粒子及二次无机组分$还是污染气体$其日均浓度变
化幅度均较大$尤其是 * 种二次无机离子$其日均最
大值比日均最小值高出 *( 倍以上$说明观测期间鼎
湖山地区出现了较严重的污染过程B

表 IJ2VLKS & 2VLKS中二次无机组分和相关气体的日均值浓度水平P(U2F
k*

2GR;@"!_GA;<FGNNM78M@89LG9A78 7SV1’‘) $ N@M78?GL<A87LUG8AMM7FO7>8?NA8 V1’‘) G8? L@;G9@? UGN@7>NO7;;>9G89NP(U2F
k*

项目 V1’‘)
V1’‘)中二次无机组分 相关气体

50’ kE ,[b
E ,0k

* 50’ ,0 ,0’ 0* 60

平均值 $%‘# ’(‘( %‘& ’‘% **‘’ "‘% ’"‘’ E#‘# #)(‘*

标准差 E)‘$ #‘$ E‘) ’‘" ’(‘* "‘E "(‘" ’*‘% ’))‘)

最大值 ")&‘) *’‘’ "E‘’ %‘’ %%‘# E‘& *$‘’ #&‘# " ))$‘)

最小值 "’‘’ "‘* (‘* (‘’ E‘) (‘" $‘’ "E‘* %#&‘E

!!与珠三角地区主要城市相比$鼎湖山地区大气
细粒子质量浓度均低于 ’((E 年秋季广州( 深圳和
香港的平均水平$50’ kE 和 ,[b

E 的平均浓度同样低

于上述 * 个城市$而 ,0k
* 浓度较广州和深圳低$但

高于香港"表 ’#B作为珠三角区域本底站$鼎湖山地
区 ’((& 年秋季 V1’‘)及其二次无机组分浓度尽管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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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区域的城市地区$但二者数值却较为接近$笔者
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 ’ 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珠三
角地区细粒子的区域污染逐年加剧$57等 ,")-在香
港的观测结果表明$香港地区大气细粒子中 50’ kE
的浓度 ’((( a’(() 年间增长了 *%h$同时指出这
种增长是区域污染加剧的结果$因此可以推测 ’((&
年秋季上述 * 个城市大气细粒子及二次无机组分的
浓度相比 ’((E 年秋季有较大提高$其浓度值要大于
表 ’ 给出的数值’其二是观测方法间存在差异$本研
究中二次无机组分的监测采用大气细颗粒物在线分
析系统"/6=VD.6#$而上述 * 个城市站的监测仪器
均为大 气 颗粒物 四 通 道 采 样 器 "美 国 2:@LF7
38?@LN@8#$利用滤膜"2@S;78 膜和石英膜#收集大气
细粒子B最近的一份研究指出 ,"%- $尽管滤膜采样的
方法与在线分析的方法在测定 50’ kE 上差异较小$

但却会低估 ,0k
* 的浓度$尤其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

下$而珠三角地区秋季的典型气象特征即为高温高

湿 ,"$- $因此珠三角地区秋季利用滤膜采样的分析方
法会明显低估 ,0k

* 的浓度B表 ’ 中广州郊区 "新

垦#,0k
* 的浓度明显高于广州城区的现象印证了上

述结论$前者采用的是在线分析系统$而后者则利用
的滤膜采样分析方法B同样$鼎湖山地区 ,0k

* 的浓
度高于香港地区的现象也与滤膜采样的方法低估
,0k

* 的浓度有关B从表 ’ 还可以看出$鼎湖山地区
大气细粒子及二次无机组分的平均浓度与临安大气
本底监测站测定的数值接近$但明显高于贡嘎山大
气本底监测站的平均水平$这反映了 * 个大气本
底站各自代表区域的大气污染水平存在差异B鼎
湖山站和临安站分别处于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
区$这 ’ 个地区均处于经济高速阶段$相应的大气
污染物的排放量较高$空气污染现象严重$而贡嘎
山站的海拔较高$同时所处的西南地区经济发展
相对较慢$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较低$因而空气较
为清洁B

表 LJ与珠江三角洲主要城市及区域大气本底站 2VLKS及 2VLKS中二次无机组分质量浓度比较P(U2F
k*

2GR;@’!67FOGLAN78 7S9:@FGNNM78M@89LG9A78 7SV1’‘) G8? N@M78?GL<A87LUG8AMM7FO7>8?NA8 V1’‘)
R@9Q@@8 9:ANN9>?<G8? 9:@L@;G9@? N9>?<L@N>;9NA8 L@S@L@8M@NP(U2Fk*

采样地点 采样时间"年D月# V1’‘) 50’ kE ,[b
E ,0k

* 5,3"# 5,3PV1’‘) 文献

鼎湖山 ’((&D"( a’((&D"" $%‘# ’(‘( %‘& ’‘% *(‘$ (‘*& 本研究
广州 ’((ED"( a’((ED"" "(’‘# ’$‘& "’‘" E‘* EE‘’ (‘E* ,)-

深圳 ’((ED"" a’((ED"’ ##‘( ’*‘# *$‘% (‘*& ,%-

香港 ’((ED"( &"‘E ’E‘" #‘* (‘# *E‘* (‘E’ ,$-

新垦 ’((ED"( a’((ED"" ’E‘" #‘’ $‘’ E(‘) ,"&-

临安 "###D"( a"###D"" #(‘( ’"‘’ &‘% $‘$ *$‘) (‘E’ ,"#-

贡嘎山 ’(()D"’ a’((%D"" *‘) "‘) (‘% )‘% ,’(-

"# 5,3为 50’ kE b,[b
E b,0

k
*

图 IJ观测期间气象要素$温度和紫外辐射’相对湿度和平均风速%日变化

=AUB"!_A>L8G;CGLAG9A78N7S9@FO@LG9>L@G8? W-LG?AG9A78 G8? L@;G9AC@:>FA?A9<G8? QA8? NO@@? ?>LA8U9:@F@GN>LA8UO@LA7?

LKL!V1’‘)及 V1’‘)中二次无机组分质量浓度日变
化

观测期间紫外辐射( 温度( 相对湿度和风速的
日变化如图 " 所示B从图 ""G#可以看出$紫外辐射

的最大值出现在中午 "’!((""#‘’ 1\2Fk*#$日最低
温度出现在上午 ($!(( "’’‘"r#$而最高温度则出
现在下午 ")!(( "’$‘#r#B相对湿度的日变化特征
与温度相反$最大值出现在凌晨 ($!(($而最低值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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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下午 ")!((,图 ""R#-B观测期间平均风速的最
大值出现在晚上 (&!(("’‘" F2Nk" #$而平均最低风
速出现在下午 "%!(("(‘& F2Nk" #$夜间平均风速较
高$而下午风速较低B从整体上看$观测期间温度较
高$而风速较低$降雨事件较少$仅 "" 月 ’ a) 日以
及 $ 日出现降雨$而且除 ’ 日夜间至 * 日凌晨出现
持续降雨外$其它 * ? 降雨持续时间较短" s’ :#且
降雨量较少" s"( FF2: k"#B

图 LJ2VLKS & 2VLKS中二次无机组分$"CL ZR & =:[
R 和 =CZ

M %以及相关气体$"CL & =CL & CM 和 -C%浓度日变化

=AUB’!_A>L8G;CGLAG9A78N7SV1’‘) $50’ $,0$,0’ $0* $60G8? N@M78?GL<A87LUG8AMM7FO7>8?NA8 V1’‘)

图 ’ 显示了观测期间 V1’‘)( 50
’ k
E ( ,[b

E ( ,0
k
*

以及相关的气体 50’( ,0( ,0’( 0* 和 60的日变
化特征B从图 ’"G#可以看出$V1’‘)与混合层高度的
日变化特征基本一致$V1’‘)质量浓度从凌晨 ($!((
开始逐步上升$于 "(!(( 左右达到第 " 个峰值$随后
浓度小幅度降低$"*!(( 以后浓度继续升高并于 "%!
(( 左右达到第 ’ 个峰值$此后浓度逐渐降低B50’ kE
和 ,[b

E 的日变化特征与 V1’‘)类似$呈*双峰型+分

布$而 ,0k
* 则仅在 "(! (( 左右出现峰值B50’ kE (

,0k
* 和 ,[b

E 主要由气态 50’( ,0’ 和 ,[* 在大气

中通过复杂的气相或液相反应形成 ,’"-B由图 ’ "M#

可见$50’ 与 50’ kE 的日变化特征相似$两者峰值出

现的时间也一致B50’ kE 上午峰值的出现可能与 50’
通过云内液相反应生成的 50’ kE 随对流输送到地面

有关$而 50’ kE 下午的峰值对应着 0* 峰值 ,图 ’
"R#-$同时较高浓度气态前体物的存在有利于

50’ kE 通过气相反应生成
,’’-B作为 ,0k

* 的气态前体

物$,0’ 与 ,0k
* 上午峰值出现的时间一致$而 ,0’

下午的峰值并未对应着 ,0k
* 的峰值B,0

k
* 浓度的

变化不仅与 ,0’ 与 0[自由基通过光化学反应生成
气态硝酸有关$同时也与其在气态和颗粒态之间的
平衡有关B大气细粒子中硝酸盐的主要存在形式是
硝酸铵$是大气中的气态 [,0* 被 ,[* 中和的产
物$反应过程如下式所示!

,[*"U# b[,0*"U %&’’# ,[E,0*"N#
,’"-

!!平衡主要受温度控制$随着温度的升高$平衡向
气态 [,0* 方向移动$从而导致颗粒态硝酸根浓度
的降低$与此同时$50’ 向气态 [’50E 的转化率升
高$而气态 [’50E 浓度的升高使其与气态 [,0* 竞

争 ,[* 的能力增强$从而导致 ,0k
* 浓度的进一步

降低$因此,0k
* 并未在 "%!(( 左右出现如,0’ 一样

的峰值B
硫氧化率 50/,50’ kE 与总硫" 50’ kE b50’ #的质

量浓度比-和氮氧化率 ,0/,,0k
* 与总氮 ",0k

* b
,0’#的质量浓度比-可以反映出气体二次转化的程
度$50/和 ,0/的值越高就表示 50’ 和 ,0’ 气体

更多地转化为二次气溶胶颗粒 ,’*-B从图 ’"M#可见$
"(!(( a"$!(( 50/逐步增大$说明随着温度的升高
50’ 向 50’ kE 的转化程度也增大$而此期间 ,0/呈

逐步降低的趋势$这可能与 ,0k
* 主要以气态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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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存在有关B观测期间 50/平均值为 E)h q
"&h$而 ,0/仅为 #h q$h$说明研究期间鼎湖山
地区大气 V1’‘)中硫酸盐主要是经过转化形成的二
次污染物$而 ,0’ 的二次转化率远低于 50’ 的转化
率$V1’‘)中硝酸盐可能来自于其它途径B

鼎湖山地区 50’ kE 和 ,0k
* 的日变化特征与 [>

等 ,"&-在新垦以及 Z:7> 等 ,’E-在泰山的观测结果一
致$而 ,[b

E 的日变化特征则异于新垦而与泰山一

致B新垦地区,[b
E 并没有如鼎湖山地区一样下午出

现明显的峰值$这可能与 ’ 个地区 ,[b
E 在颗粒物中

的存在形态不同有关B如果颗粒物中的,[b
E 主要以

,[E,0* 形态存在$下午温度的升高则导致颗粒态
,[E,0* 向气态氨移动$从而导致 ,[b

E 浓度降低$

而如果颗粒物中的 ,[b
E 以更稳定的",[E # ’ 50E 形

态存在$,[b
E 浓度则不会随温度上升而造成气态挥

发损失B对观测期间 ,[b
E 和 50’ kE ( ,0k

* 进行相关

性分析$由图 * 可见$,[b
E 与 50’ kE 的相关性较好

"?’ m(‘&(#$而 ,[b
E 与 ,0k

* 的相关性稍差"?’ m

(‘)%#$同时 ,[b
E 与 50’ kE 回归直线的斜率为 (‘*&$

小于",[E# ’ 50E 的摩尔比率 (‘)($这说明 50’ kE 被

完全中和生成",[E # ’ 50E$过剩的 ,[b
E 再与 ,0k

* (

6;k等结合 ,’)-B上述结果说明鼎湖山地区秋季 V1’‘)

中的 ,[b
E 主要以硫酸盐( 硝酸盐和氯盐等的形式

存在B

图 MJ=:[
R 与 "CL ZR & =CZ

M 摩尔浓度的相关性

=AUB*!/@;G9ACA9<7S9:@F7;GLM78M@89LG9A78N7S,[b
E $ 50’ kE

G8? ,0k
* A8 V1’‘)

LKM!V1’‘)及 V1’‘)中二次无机组分来源分析
为了进一步对鼎湖山地区 V1’‘)及 V1’‘)中二次

无机组分的主要来源进行分析$本研究利用主成分

分析方法研究影响 V1’‘)及其二次无机组分浓度变

化的主要因子 ,’%-B选取 V1’‘)( 二次组分 " 50’ kE (

,[b
E 和 ,0k

* #和相关气体 " 50’( ,0( ,0’( 0* 和
60#及气象要素"紫外辐射$相对湿度和温度#等 ""

项观测要素的小时均值作为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B
表 * 列出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出 * 因子旋转后的特
征向量矩阵$从表 * 可以看出$前 * 个因子的特征值
分别为 %‘(’( ’‘)$ 和 "‘’($总的方差贡献率达到
&"‘)h$能够反映数据表中的绝大部分信息$因此可
以说影响鼎湖山地区大气细粒子及二次无机组分的
来源主要有 * 类B第 " 主因子中因子载荷值较大的
变量分别是 V1’‘)(50

’ k
E ( ,[b

E ( ,0
k
* ( 60( ,0’ 和

50’$这些变量一般来自区域远距离传输的老化气

团 ,’E- $因此第 " 主因子代表了区域输送对 V1’‘)及
其二次无机组分的贡献’第 ’ 主因子中因子载荷值
较大的变量分别是 50’ kE ( 50’( 0*( W-( "和相对湿

度"/[#$其中 50’ kE 和 50’ 与0*( W-和"呈正相关
关系$而与 /[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第 ’ 主因子与硫
酸盐的二次生成有关’第 * 主因子与 60和 ,0呈正
相关关系$代表本地一次排放源的贡献$而 0* 与
,0之间呈现的负相关关系说明鼎湖山地区 0* 浓

度主要受 ,0滴定效应的控制 ,’$-B比较这三类因子
的方差贡献$第 " 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为 )(‘"h$说
明观测期间鼎湖山地区大气细粒子及其二次无机组
分浓度的变化主要受区域输送的影响$与此同时第
’ 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为 ’"‘)h$说明本地的二次硫
酸盐的生成对大气细粒子也有重要贡献B第 * 主因
子的方差贡献为 "(‘(h$说明本地一次排放对大气
细粒子的贡献较小B

表 MJ主成分分析因子载荷表

2GR;@*!=GM97L;7G?A8USL7FOLA8MAOG;M7FO78@89G8G;<NAN

项目 因子 " 因子 ’ 因子 *

V1’‘) (‘#’ (‘"( k(‘(#
,0k

* (‘&E (‘(E (‘’)
50’ kE (‘&E (‘*& D(‘($
,[b

E (‘#( (‘") D(‘()
60 (‘$$ D(‘*" (‘**
,0 (‘’* (‘(& (‘&)
,0’ (‘&% (‘"& (‘"&
0* (‘’( (‘$( D(‘)$
50’ (‘$E (‘E’ (‘’’
W- (‘(* (‘$# (‘**
/[ D(‘(’ D(‘#’ (‘"E
" (‘E# (‘$& (‘(*

特征值 %‘(’ ’‘)$ "‘’(

方差贡献Ph )(‘"* ’"‘E)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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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NO;A9DE 传输( 扩散模式进行空气质点轨
迹模拟分析结果可追踪观测点周边污染源分布及其
影响过程 ,’&$’#-B本研究利用 [<NO;A9DE 轨迹模式结合
聚类分析追溯了观测期间 V1’‘)及其二次无机组分
的可能源区$结果表明!观测期间到达鼎湖山地区近
地面的气团主要有 E 类$其中 %&h的气团来自于鼎
湖山地区的偏东方向"图 E 中的第 ’ 类气团#$途径
的主要区域为汕头(惠州(广州等工业污染比较严重
的地区$另外 * 类气团主要来自观测点的东北及偏
北方向$从珠三角地区空气污染物的区域分布来看$
此区域空气污染物的排放较低$空气比较清洁 ,*(-B
对 E 类气团中 V1’‘)( 50

’ k
E ( ,[b

E ( ,0
k
* ( 50’ 和

,0’的平均浓度进行统计发现"表 E#$第 ’ 类气团
中这 % 类污染物的浓度显著高于其它 * 类气团 "@
s(‘() #$V1’‘) 和二次无机组分 " 50’ kE ( ,[b

E 和
,0k

* #的浓度分别比其它 * 类气团的平均浓度高
"‘$( "‘’( ’‘E 和 ’‘) 倍$说明观测期间来自观测点
!!!

偏东方向广州(惠州等城市大气污染物的远距离输送
是鼎湖山地区大气细粒子及其二次无机组分浓度升
高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主成分分析的结果一致B

图 RJ观测期间鼎湖山地区后向轨迹经过的区域示意

=AUBE!3ALFGNNRGMIQGL? 9LGH@M97LA@NSL7F0M9’E

97,7C&$ ’((& G917>89_A8U:>

表 RJ观测期间经过鼎湖山地区的 R 类气团中 2VLKS & "C
L Z
R & =:[

R & =CZ
M & "CL和 =CL的平均浓度统计

"# P(U2Fk*

2GR;@E!3C@LGU@M78M@89LG9A78N7SV1’‘) $ 50
’ k
E $ ,[b

E $ ,0k
* $ 50’ G8? ,0’ >8?@LS7>LIA8? 7SGAL

FGNNL@GM:@? 17>89_A8U:> ?>LA8U9:@NGFO;A8UO@LA7?P(U2Fk*

气团类别 V1’‘) 50’ kE ,[b
E ,0k

* 50’ ,0’

" ))‘)"’*‘)#G "%‘*"%‘E# R *‘$"*‘(#G (‘$"(‘)#G %‘)"*‘&#G $‘’""‘%#G

’ #"‘*")’‘"# R ’’‘$"""‘*#M &‘E"E‘## R *‘*"*‘’# R ")‘E""E‘)# R "*‘E"$‘(# R

* ’$‘#"*%‘%#G &‘$""E‘*#GR ’‘)"E‘$#G "‘)"’‘$#GR $‘%""(‘$#GR )‘$"E‘&#G

E "#‘)""’‘$#G %‘%""‘%#G "‘’""‘)#G (‘%"(‘*#G "‘%""‘"#G E‘*""‘%#G

"#括号内的数据为标准差$同一列中不同字母标记的数字表示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s(‘()#

MJ结论

"" # 鼎湖山地区秋季 V1’‘) 中二次无机组分

50’ kE ( ,[b
E 和 ,0k

* 的浓度之和超过 V1’‘)质量浓度
的 "P*$二次无机粒子已成为鼎湖山地区大气细粒子
的主要组成B

"’#V1’‘)( 50
’ k
E 和 ,[b

E 均呈现*双峰型+分布

的日变化特征$,0k
* 则呈*单峰型+分布’50’ kE 主要

由 50’ 转化而来$而 ,0’ 的二次转化率较低B

"*#V1’‘)中,[
b
E 主要以硫酸盐( 硝酸盐和氯盐

的形式存在B
"E#鼎湖山地区大气细粒子浓度受区域污染输

送的影响$来自广州( 惠州等城市空气污染物的远

距离输送是影响 V1’‘)及其二次无机组分浓度变化
的主要原因$另外鼎湖山地区本地二次硫酸盐的生
成也对大气细粒子有重要贡献$而本地一次排放的
贡献较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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