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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甸子大气成分本底站从
C??F

!

C??@

年的连续观测数据"分析了区域大气粒子光散射系数的

变化特点"以了解本底地区大气气溶胶粒子的基本特征$上甸子地区
K

年数据比较表明"散射系数平均水平较

低"但在
C??@

年有所升高"主要表现在受春季沙尘天气的影响"污染次数增多$其次"散射系数日变化规律

表现为白天低夜间高"午后出现最低值"此变化与大气层结的日变化趋势一致$从季节变化看"冬季和春季的

散射系数相对较低"而夏季和秋季的值较高"这与气象条件及内外源的影响都有关系$天气对粒子变化的影响

表现为"晴天无云时的大气状况有利于污染物的垂直输送"散射系数远远低于阴天时的数值$另一方面"风向

对本底站粒子浓度影响也较明显$来自东北东方向的空气较干净"散射系数值通常较低"而西南西风向通常会

引起散射系数值的增大"说明位于西南方向上的北京等城镇的污染输送对上甸子本底站的大气状况有一定影

响$最后"通过拟和散射系数小时平均值出现频率曲线"对上甸子地区本底浓度值作了初步估算"其范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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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气气溶胶是悬浮于大气中的微小粒子"在

大气中具有重要并且广泛的作用$近年来对气溶

胶的研究范围较广 &刘毅等"

IMMM

'"涉及对其特

征#分布方面的探讨"对天气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罗云峰等"

IMME

'"以及其在大气环境污染 &邵

龙仪等"

C???

%于凤莲"

C??C

'#沙尘气溶胶等方

面的研究 &

%<#4*+(,-

"

IMM@

!刘毅等"

IMME

'$

其中在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是气溶胶在气候变化方

面的影响"表现为其在地气辐射系统中起到的重

要作用"即气溶胶的直接辐射强迫 &毛节泰等"

C??!

'$在大气中"气溶胶可散射太阳的短波辐

射"使到达地面的热量减少"产生冷却效果 &石

广玉"

IMM@

'"而另一方面对长波辐射的吸收又可

导致大气加热率的改变"从而产生增温效果 &胡

波等"

C??K

'$气溶胶粒子自身的复杂性#分布和

变化的不均匀性"以及下垫面反射特性的不同等

因素"使得气溶胶的直接辐射强迫也复杂多变$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大气气溶胶粒子的排

放量"导致粒子污染日益严重"随之引起的气候

效应越来越明显"所以对气溶胶的研究也尤显

重要$

对气溶胶辐射特性的观测手段"包括太阳光

度计测量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浊度仪测量散射

系数和黑碳仪测量吸收系数以及从空间利用卫星

遥感观测等方法 &毛节泰等"

C??C

'$其中"利用

浊度仪观测地面气溶胶散射系数是一种相对简单#

经济并且有效的手段$

:342*+(,-

&

C??K

'研究

比较了积分浊度计测量的大气消光系数与
D>C$!

的质量浓度变化"发现两者成较好的线性关系"

从而验证了积分浊度仪这种测量方法的可靠性"

说明其可成为一种更简单的大气颗粒物浓度测量

手段$国内对于气溶胶浊度的观测研究起步较晚"

胡波等 &

C??K

'曾对兰州城市不同天气条件下的

浊度变化特点进行讨论$本文利用北京上甸子大

气成分本底国家野外站连续
K

年的积分浊度仪观

测数据"对区域本底的地面气溶胶散射特性进行

分析"初步获得了上甸子本底站气溶胶散射系数

的年变化#季节变化和基本日变化特征以及气象

因素对其变化的影响$最后"利用小时浓度数据"

讨论了气溶胶散射系数的本底值$

#

!

观测方法和数据获取

观测所用仪器为澳大利亚
J8#+*8<

公司生产

的
>M??K

型积分式浊度仪"测量波长为
!C!2/

$

观测地点位于上甸子区域大气本底站 &

F?HKMk"

"

IIOH?OkJ

'"海拔
CEO/

$作为反映我国华北及京

津地区大气本底成分及其变化的观测站"上甸子

本底站位于密云县境内"距北京城区约
I!? /̂

"

远离市区和主要公路"周围无明显污染源$本底

站的观测室坐落在上甸子村北侧的缓坡上"北面

和东面为连续的丘陵山峰"西南方向的坡地为耕

地"以南
IC??/

左右为上甸子村居民生活区"与

本底站的相对高差约为
!?/

$浊度仪安装在观测

室内"采样口位于工作站屋顶"距地面
O/

高"

顶端装有
D>I?

的空气动力学切割器$

分析所用散射系数 &

%

;

9

'数据为
C??F

!

C??@

年的观测资料$仪器的数据记录频率为
!/)2

$观

测过程中"每
I?

天对仪器进行一次常规的零检查

&

f*3#8<*8̂

'和跨检查 &

;

9

(28<*8̂

'"当零检查

值或跨检查值超出允许范围时"对仪器进行校准$

零检查使用经仪器内置高效颗粒过滤器过滤的环

境空气"跨检查使用
Q=IKF(

标准气体$由于气溶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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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8)*2+(+A<(2

1

7)(2f)---

胶对水汽的吸收极大地影响其散射特性 &孙景群"

IMEK

%杨军等"

IMMM

%

a),,)(/*+(,-

"

C??I

'"在

受湿度影响粒径增加
I

倍时"湿气溶胶的消光系

数为干气溶胶的
F

倍$所以仪器装有加热进气管"

当进气湿度超过
@?L

时"仪器可自动控制加热器

工作"可使测量腔内的湿度维持在
@?L

以下$数

据处理时根据零检查值对初始观测数据进行适当

的零点补偿"并根据日常的检测记录"对异常值

进行剔除$例如"由于局地#人为等因素的影响"

可能导致散射系数出现几分钟至半小时时间尺度

上的数据突增#突减%零检查或跨检查前后受影

响的数据%以及因仪器维护#维修#仪器重启等

原因造成的不合理数据$所得到的散射系数数据

与站上同期观测的
D>C$!

数据比较"作为其可信

度考察的一个方面"二者的相关度在不同季节有

所变化"但都具有较一致的变化趋势"其中冬季

的相关度最高"可达
M!L

以上 &基于小时平均值

数据"超过
CC??

个样本点'"说明观测数据具有

可信度$同期的气象数据来自上甸子本底站自动

气象站观测资料和每日人工观测所得数据$

C??F

年
I

月#

!

月和
@

月有效数据获取率低于
O!L

"

未包括在月统计分析中$此外"除了
C??F

年
F

月

和
O

月有效数据获取率为
E?L

和
MKL

"其他月份

都在
M!L

以上$

!

!

年!季节散射系数变化特征

气溶胶散射系数的变化主要受粒子浓度和粒

子尺度等因素影响"可以作为了解一个区域大气

粒子状况的参数$根据
C??F

!

C??@

年的小时平均

数据"计算得出逐月平均散射系数及其
!L

#

C!L

#

!?L

#

O!L

#

M!L

百分位的散射系数值"

如图
I

所示$

C??F

年
I

月#

!

月和
@

月数据缺失

较多"未参与月变化的讨论$总体来看"

C??F

和

C??!

年的年气溶胶散射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IO!

#

IOF>/

WI

"两者基本持平"而
C??@

年升高为
CIM

>/

WI

"具体表现在春季和夏季中的散射系数值较

前两年同期有所增长$从逐月统计值来看"

K

年

的月平均值在
C??>/

WI上下波动"但
!?L

统计

值低于月平均散射系数值"为
IF?>/

WI左右"同

时
M?L

百分位值会出现较高的峰值$这说明上甸

子地区气溶胶浓度通常状况下会维持在较低水平"

是因为观测站局地排放源少"但也会受到污染因

素的干扰"从而引起散射系数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与北京市郊颗粒物变化的分析 &王淑英等"

C??C

'

相比"市区及近郊区颗粒物浓度由于沙尘和燃煤

采暖等因素"在春季和冬季呈现较高水平"而在

夏#秋季由于降雨的清洗作用使得颗粒物浓度相

对较低$但上甸子观测区的情况与之不同"从图
I

中看到"年度变化特点为冬#春季的月平均值和

!?L

#

O!L

的统计值相对较低"如
C??F

年
C

!

F

月"

C??!

年
I

!

F

月#

IC

月"和
C??@

年
C

#

K

#

IC

月的月平均值都在
I??>/

WI以下%而较高的散射

系数值多出现在夏#秋季节"较明显的表现为

C??F

年
O

#

I?

月"

C??!

年
O

!

I?

月"和
C??@

年

O

#

E

月"月平均值超过
C!?>/

WI

$

在冬季"上甸子观测站周边没有明显的燃煤

排放源"主导风向为东北东 &如图
C(

'"主要城镇

等污染源处于观测站的下风方向"且冬季平均风

力较弱"外地源的输送活动比较弱"从而本地及

外源的影响几率都大大减少$另外"气象资料显

示"冬季晴天较多"降水少$晴天中本地垂直对

流较强"有利于污染物的向上扩散"这些条件使

得冬季的散射系数多维持在较低水平$如
C??!

年

IC

月"晴好天气有
CK

天"高于其他月份"其散射

系数月均值也达到
K

年中最低"为
MK>/

WI

$但

在图中也看到
C??@

年
I

月的平均值高于往年"分

析其原因是因为在当月中下旬整个华北地区出现

了一次持续小风#高温#多雾天气"十分不利于

污染物的扩散"散射系数日均值出现了
C

次高于

I???>/

WI的峰值"说明天气条件对气溶胶的变

化有重要的影响$

春季各月的散射系数均值较冬季有所升高"

主要是小峰值出现频率高于冬季$北京春季气候

特点为干燥#多风"其中
F

月的平均风力为全年

最强 &如图
C5

'"在强风条件影响下"西南部的

农田在春耕前由于土地裸露"易产生局地扬尘$

另外主导风向转为西南西 &如图
C(

'"由于上甸子

本底站西南多是城镇#市区"使得城镇源的输送

有所增加"导致散射系数升高$除此之外"

K

月

和
F

月是北京地区扬尘和浮尘天气的多发时期"

这对气溶胶的增长也存在影响$比较
K

年春季的

气溶胶散射系数变化"

C??@

年明显高于前两年"

其中
F

月最高$根据上甸子气象站的观测数据统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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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

上甸子本底站
C??F

!

C??@

年散射系数月平均变化特征及
!L

#

C!L

#

!?L

#

O!L

和
M!L

统计值$图上折线上各点为每月平均值%上

下
g

点为每月最大值和最小值%线段的上#下端点为每月
M!L

和
!L

统计值%方框的上#下线及中线分别为
O!L

#

C!L

#

!?L

统计值

R)

1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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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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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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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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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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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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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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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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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

上甸子区域风向风速特点!&

(

'各季节平均风向频率玫瑰图%&

5

'

K

年平均月风速

R)

1

$C

!

.<(3(8+*3);+)8#TU)27(3#427A<(2

1

7)(2f)

!&

(

'

a)277)3*8+)#23#;*/(

9

)2*(8<;*(;#2

%&

5

'

/*(2U)27;

9

**7#T*(8</#2+<#T

C??F

"

C??!

"

(27C??@

计"

C??F

#

C??!

和
C??@

年春季发生浮尘#扬沙天

气的天数分别为
?

#

F

和
IC

天"其中
C??@

年有
M

天发生在
F

月"发生期间"散射系数有明显升高

的过程$频繁的沙尘天气是使
C??@

年春季粒子散

射系数高于以往的主要原因$

夏季的散射系数值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其影

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降雨对气溶胶粒子有

一定沉降作用"表现为降雨开始后"粒子的散射

系数会有显著降低$另一方面"夏季气温较高"

气溶胶易发生气粒转化过程"生成二次气溶胶"

且随着辐射的加强"反应过程会加剧"使得气溶

胶粒子浓度在夏季"尤其是午后时段会有增加的

趋势$除此之外"北京地区夏季天气闷热"风力

较弱"静风出现频率增加"这样的天气状况"大

气粒子的扩散能力较差"加上高湿的环境"使气

溶胶粒子易于在区域凝结悬浮增长 &

&(2*,*+(,-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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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EI

'$这些因素可导致夏季散射系数出现连续多

天高浓度的情况$所以从总体上看"夏季散射系

数的平均水平要高于其他季节"也反映出后两种

影响因素对夏季气溶胶的变化起主导作用$

进入秋季"降雨减少"气温开始回落"湿度

降低$从图
I

中看到"秋季的散射系数平均值依

然偏高"并且
K

年的最高日平均散射系数都出现

在秋季"较明显的为
C??F

和
C??!

年
I?

月"粒

子散射系数月平均值均达到全年最高$但秋季的

C!L

统计值较夏季有所降低"说明秋季的散射系

数水平趋于降低$除了天气因素的影响"一些特

殊源在此季节中的影响不可忽视$秋收过后"上

甸子附近农田以及北京#河北区域的农田普遍会

出现焚烧秸秆的现象"污染源范围较广"受影响

的范围也会较大$在观测记录中"

C??F

及
C??!

年上甸子村从
M

月开始出现焚烧现象$当出现焚

烧现象时"如果观测站处于下风方向 &西南西

风'"散射系数有显著的增长$在
C??!

年
I?

月

出现了几次严重污染过程"当时北京以及周边地

区出现了持续的稳定性天气"风力小"湿度偏

大"不利于污染的扩散"加之焚烧产生的污染"

使得峰值达到
I???>/

WI

$进入
II

月后"焚烧

现象逐渐结束"天气条件也趋向于对大气扩散有

利的方向"使得散射系数升高的频率减少"从而

月均值也减小了$

C??@

年"北京对焚烧现象加

强了控制"上甸子秋季散射系数值没有出现像往

年的高值过程$所以在对秋季散射系数分析中"

要考虑外源的影响"但在今后"这种情况将会有

所减少$

图
K

!

C??F

!

C??@

年 &

(

'各季节中散射系数"&

5

'三年平均温度#湿度#风速逐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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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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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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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散射系数日变化特征

B"$

!

年度总体日变化特征及季节特点

图
K

中分别显示了上甸子区域
C??F

!

C??@

年

四个季节散射系数的平均日变化曲线以及温度#

湿度和风速三年平均的日变化曲线$可以看出"

上甸子区域气溶胶散射系数总体变化趋势为白天

低夜间高"最低值出现在
IK

时 &北京时间"下

同'前后"最高值出现在夜间$这种变化趋势与

天气要素以及大气层结的日变化规律有很好的相

关性$白天随着辐射强度的增强"气温升高"湿

度减小"近地层对流活动逐渐增强"

IK

!

IF

时达

到最强$气象信息显示 &如图
K5

'"温度和湿度

分别在
IF

时左右达到一天中的最大和最小值$平

均风速从日出后开始加强"

I!

时左右达到一天中

的最高值"较好的扩散条件使散射系数在日间减

小$而后随着日照逐渐减弱"相对湿度增大"地

面散失热量较快"近地层对流减弱"风力也逐渐

减小"夜间
?

时前后"平均风速降到最小"夜间

的大气层结多处于稳定状态"不利于粒子的向上

输送"使得粒子浓度在夜晚通常较高$

另外"气溶胶散射系数的季节变化显示"夏

季和秋季的平均值要高于冬#春两季$此结果符

合前面年变化讨论中的季节变化趋势$一天之中

散射系数日夜的差值"在秋季和冬季较大"春季

和夏季的日变化曲线相对平缓$从气象条件的影

响来看"夏季温度高"日夜温差相对减小"夜间

逆温不易形成"在扩散能力上使得日夜间的差别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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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所以白天与夜晚散射系数差也相对较小$

其次"夏季散射系数在中午时分出现峰值"主要

原因是夏日的高温#光照导致气粒转化产生二次

气溶胶$一天中随着日照的增强"污染物转化的

光化学过程也逐渐增强"直至午后$但午后风力

达到最大"各种综合影响的结果"使夏日散射系

数在正午时分出现峰值$

冬季的散射系数日变化平均值最低"说明冬

季污染较其他季节少$另外"冬季出现晴天的次

数较多"大气透明度较好"日间的辐射使低层大

气的垂直对流较强烈"对地面的气溶胶颗粒物扩

散非常有利$而在夜间"地面热量散失很快"大

气的对流逐渐减缓"甚至发生逆温情况"造成地

面大气颗粒物的堆积$大气在冬季日夜间的这种

明显差异"也使得气溶胶散射系数表现出明显的

日夜差异$除此之外"冬季气溶胶日变化还表现

出不同于其他季节的一个特点!在
M

!

I?

时出现

一个小峰值$对城市气溶胶的研究中 &王淑英等"

C??C

%王京丽等"

C??F

'"显示出气溶胶粒子浓度

在
E

#

M

时也会出现一个小峰值"并认为这是由于

交通早高峰造成的"但由于上甸子区域远离这种

人为污染源"其清晨风速通常较弱"所以其产生

原因与城市有所不同$冬季"位于观测站西南方

向山谷处的上甸子村"会因燃煤取暖产生一定污

染"夜间的逆温使污染气团聚集于山谷$日出后"

地面混合层由于加热作用逐渐向上发展"产生爬

坡风"将聚集的污染气团带至观测站的高度"造

成散射系数在这一时段的升高$而其他季节中"

村中不存在燃煤现象"产生的污染少"且在夜间

逆温的频率少"故发生此现象的几率较少$

春季和秋季的特点介于两者中间"在此不再

赘述$

B"#

!

晴天及阴天天气条件下散射系数日变化

对上甸子气溶胶的数据统计中发现"大部分

晴天的散射系数平均值偏低"而高浓度的污染状

况"多发生在阴天多云的天气条件下$于是分别

对晴天和阴天的散射系数日变化做分析 &图
F

'"

对晴天与阴天的判断分别以当日云量在
K

以下和
E

以上为标准"结果发现阴天中的平均散射系数要

比晴天状态下高
I??

!

C??>/

WI

$且晴天中的散

射系数日变化较好地符合气象要素日变化规律"

即在午后最低#夜间最高"而阴天则没有这样的

图
F

!

上甸子本底区域晴天#阴天平均散射系数日变化

R)

1

$F

!

B)432(,P(3)(+)#2#T(*3#;#,;8(++*3)2

1

8#*TT)8)*2+)2;42=

2

6

(278,#47

6

7(

6

;

规律"其变化较晴天的小"最大值出现在
C?

时左

右"入夜后有所降低$上述差异一方面与晴天阴

天中大气对流强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不同

天气系统对区域气溶胶的影响作用各异$由于观

测站周围环境是土地和植被"且位于南坡面"受

辐射影响比较敏感"使得晴天与阴天中的低层大

气对流强弱有明显区别"从而影响到低层气溶胶

粒子的扩散程度$而在没有外源影响的条件下"

这种本地的扩散活动是影响气溶胶浓度的一个主

要因素$在上甸子区域"晴天出现率在冬季和秋

季都为
KFL

"而春季和夏季只有
IEL

和
I!L

%与

之相对"阴天出现率在春季和夏季高"分别为

COL

和
KKL

"冬季和秋季都只占
CIL

$这也是秋

季与冬季具有晴天日变化特点"而春季与夏季逐

时散射系数变化趋于阴天特性的原因$

(

!

风向对散射系数的影响

外源污染的输送对上甸子区域散射系数存在

较明显的影响"风向的改变通常会引起散射系数

发生变化$图
!

显示了
K

年中各风向出现频率以

及各风向上气溶胶散射系数的平均值"

Aaa

风

向上的平均散射系数是
""J

风向上的
C$!

倍左

右"足见不同方向来源的气团性质差异之大$上

甸子区域的主导风向为
"JJ

"次主导风向为

Aaa

"分别占全年风向比例的
KM$FL

和
KI$ML

$

其中冬季的主要风向为
"JJ

"春季的主要风向为

Aaa

"秋季和夏季这两种风向所占比率各半$从

图中可以看到"在
aAa

风向上和静风时的平均

散射系数最高"而在东北风向时较低$从本底站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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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上甸子区域风向频率及各风向上平均散射系数值

R)

1

$!

!

S<*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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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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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6

*(3;

(27/*(2;8(++*3)2

1

8#*TT)8)*2+;)2*(8<U)277)3*8+)#2

所处的地理环境来看"北部到东部方向上"几十

公里内主要为山地等自然环境"人为污染因素较

少"使得东北方向风的含尘量较少"较干净%而

像密云#怀柔等郊区城镇以及北京城市地区都处

在上甸子观测站的西南方向"较多排放源的存在"

使气团中的粒子污染物含量也较高"导致西南风

向时"本地大气中粒子含量大大增加$

图
@

!

C??F

!

C??@

年气溶胶散射系数小时平均值出现频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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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WC??@

通过对气溶胶散射系数和风向的时间序列做

比较"发现气溶胶的变化随风向的变化规律较明

显$在西南风时"散射系数呈升高趋势"且发生

较重污染情况时的主导风向也大都处在西南风"

风向转为东北风时"散射系数则通常出现下降趋

势$这种浓度随风向的变化"反应时间通常在
C

!

K<

以内$如果按照平均风速
C$!/

.

;

WI计算"

污染物传输距离可达到
IE /̂

左右"西南方向上

包括了几个郊区县城以及北京城区$说明在西南

风的作用下"上风方向的城市#乡镇等地的排放

源输入对观测区域的粒子散射系数的增加产生影

响$可以看出"城市化发展及人类活动所造成的

气溶胶浓度升高是不容置疑的"城镇源的输送对

上甸子区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U

!

本底浓度分析

大气本底成分值反映的是在远离城市及工业

区而不受局地污染影响下的大气平均情况$对本

底地区的观测可以监测到在较大范围内"因人类

活动而造成的大气成分变化$上甸子大气本底观

测站是设在我国华北地区的唯一大气本底站"该

站的观测结果可以充分反映中国华北地区大气成

分本底状况$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上甸

子区域气溶胶散射系数变化受到不同方位的外地

源输送和本地对流扩散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其影

响强度和持续时间也都不尽相同$对于气溶胶散

射系数本底值的分析"本文参考了汤洁等 &

IMMM

'

对瓦里关山地区黑碳本底浓度的分析方法"即拟

合黑碳浓度出现频率分布曲线"选取最大分布频

数的浓度值$对上甸子本底气溶胶散射系数情况

的统计"利用
K

年的小时平均值数据"以
!>/

WI

的间隔进行分组"并分别计算了
K

年的浓度频数

分布"如图
@

$散射系数的小时平均值范围是
?

!

IOI?>/

WI

"由于讨论集中在最大频数浓度部分"

且大于
K??>/

WI的出现频数依然是逐渐递减趋

KF!



气
!

候
!

与
!

环
!

境
!

研
!

究

.,)/(+)8(27J2P)3#2/*2+(,Q*;*(38<

IF

卷

0#,$IF

势"故图中只显示了
?

!

K??>/

WI范围$可以看

出"

K

年出现频数最高的散射系数小时平均值都

集中在
I?

!

C?>/

WI

"可以认为其代表了华北地

区气溶胶粒子的散射系数本底值范围$但也可以

看到
C??@

年散射系数值在这一范围出现的次数明

显低于
C??F

和
C??!

年"并且最高出现频率处的

散射系数值较前两年有所升高$同时"在
!?

!

I??>/

WI范围内的出现频率有所升高$这说明

C??@

年上甸子区域"污染因素和气象条件对大气

的干扰有所增加"虽然是在轻微污染范围"但也

使得散射系数的本底值有所增加$

W

!

结论

利用上甸子
K

年的气溶胶光散射系数的观测

资料"对华北地区本底站气溶胶粒子散射特性的

年变化#季节变化#日变化特点进行统计分析"

并根据小时均值对华北地区气溶胶散射系数本底

值进行讨论$得出主要的结论为!

I

'上甸子本底站气溶胶散射系数的月平均值

在
C??>/

WI左右"

C??@

年散射系数比
C??F

年和

C??!

年的散射系数有所增加"主要表现为春季气

溶胶平均浓度增长较多"除了其他干扰过程"

C??@

年沙尘天气增多是主要原因$

C

'气溶胶散射系数季节变化"表现为春季多

风干燥"易受到外地污染源输送的影响"轻微污

染发生频率较高%夏季高温潮湿#气压较低以及

二次污染过程是导致散射系数升高的主要原因%

秋季受到局地及周围区域中焚烧秸秆现象的影响"

伴随稳定性天气过程会产生较严重的污染过程%

冬季寒冷干燥"气压高"多晴天"气象条件利于

污染物的扩散"使得散射系数为全年最低$

K

'本底区域散射系数平均日变化为白天低"

夜间高$最低值出现在
IK

时"最高出现在
CK

时

左右"这种变化与气象因素及大气层结的日变化

规律有较好的一致性$

F

'上甸子本底站全年平均的主导风向为东北

东和西南西$由于上甸子西南方向主要以城镇#

大城市群居多"其污染物的排放量大"西南风时"

散射系数平均值较高"而东北风时"浓度很低$

!

'根据最大出现频数统计得出"上甸子气溶

胶本底散射系数范围在
I?

!

C?>/

WI

"且
C??@

年

较前两年有所升高$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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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甸子本底站的工作人员周怀刚#王振发#董

提供了详尽气象资料和大气成分的观测信息"对数据的

处理有很大帮助%徐晓峰副研究员为文章提供了
D>C$!

分析数据"徐敬工程师对文章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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