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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调查马鞍山市城区主干道近地面空气质量状况 ,马鞍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于 1999 年 1 月19日~ 1 月 21 日

对城区 3 条主干道的 5 个监测点近地面空气质量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 在城市整体环境空气质量良好的情况下, 交通干

道近地面空气污染较严重,主要污染源是机动车尾气, NOx、CO、TSP是特征性污染物, 其中 NOx 平均分布浓度与车流量近

似成正相关,从时间分布上看, NOx平均分布浓度早上最高,晚上次之, 中午最低。指出,为改善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 必须

加强对机动车尾气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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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Near Ground Air Quality of Urban Main Roads of Maanshan

WANG L-i he, QIN Bo

( Maanshan Envir onmental M onitoring Center , M aanshan, A nhui 243011, China)

Abstract: From January 19, 1999, to Januar y 21, 1999, the near ground air quality o f three urban main roads and fiv e mon-i

toring sites in Maanshan were monito ring by Maansh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in order to investig ate t he state of near

g round air quality of urban main roads. Monitoring results indicated that near ground air of urban main r oads was heavy polluted.

Main pollut ion sources w as motor vehicle exhaust, NOX , CO , TSP were the char acteristic pollutants. According to time sequence,

concentr at ion o f NOx w as highest in morning , second in noon, and lowest in evening . I t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er 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motor v ehicle exhaust to improve urban ai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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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鞍山是一座重工业城市, 近年来, 随着交通

运输工具的迅速发展, 机动车尾气污染也越显突

出。为了解主干道近地面空气污染状况、分布特

征,马鞍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以下简称监测中心

站)对城区 3条主干道的 5个监测点近地面空气质

量进行了监测。

1  研究方法
111  布点

选择 3条交通主干道,布设 5个监测点, 分别

是湖东路北段的矿院、湖东路中段的监测中心站、

湖东路南段的珍珠园、解放路的市医药公司、湖南

路的商业大厦点。这 5个测点周围除机动车外,没

有工厂等其他污染源,点位设在主干道与人行道之

间,距地面 115 m处。

112  监测时间、项目和方法

于 1 9 9 9年1月 1 9日~ 1月2 1日连续采样

3天,每天采样 3次(分别为早晨 7: 30、中午11: 45、

晚上 17: 30) , 每次 30 m in, 监测项目为 NOX、CO、

TSP、SO2、车流量,监测方法按文献[ 1]。

2  大环境空气质量

上述 5个测点分布在马鞍山市城市空气质量

监测区域范围内,其中监测中心站点也是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监测点之一。为了便于研究主干道近地

面空气污染状况,选监测中心站点的环境空气质量

资料作为对照。1999年第 1 季度空气质量监测结

果显示, 城市空气质量状况良好, NOX 达5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6 ( GB 3095- 1996) 二级标准,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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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SP、SO2达一级标准。(说明: 监测中心站的环境

空气质量监测点与交通干道上监测中心站监测点

相距很近,约为 30 m, 采样高度为 10 m。)

3  主干道近地面空气中机动车尾气污染状况

311  机动车尾气污染状况

主干道各测点污染物监测结果见表 1。

表 1  各测点污染物 3 日平均值 mg/ m
3

测  点 NOX CO TSP SO 2

矿院 01 310 517 01 594 01 034

监测中心站 01 503 919 01 691 01 033

珍珠园 01 203 819 11 161 01 045

商业大厦 01 260 815 01 650 01 105

医药公司 01 181 613 01 424 01 023

监测中心站(对照点) 01 074 115 01 199 01 025

由表 1可见,除 SO2 外, NOX、CO、TSP 3日均

值均超过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6 ( GB 3095- 1996)

中二级标准, NOX 均值最大超标为 4103 倍, CO均

值最大超标为 1148倍, T SP 均值最大超标为 2187
倍。表明机动车尾气污染已使马鞍山市城区主干

道近地面空气质量恶化。

312  污染指数、污染分担率、污染负荷比[ 2]计算

结果分析

根据单因子指数法及污染指数、污染分担率、

污染负荷比计算公式, 采用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6

( GB 3095- 1996)二级标准, 对 NOX、CO、T SP 评

价参数进行计算,结果见表 2。

污染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 i = Ci / Co ( 1)

式中: P i ) ) ) 单项污染指数;

C i ) ) ) 实测浓度;

Co ) ) ) 某物质的评价标准。

污染分担率计算公式为:

K i = P i / E P i ( 2)

式中: K i ) ) ) 污染分担率;

P i ) ) ) 某一区域第 i 个污染因子单项污染指数;

E P i ) ) ) 某一区域各污染因子单项污染指数

之和。

污染负荷比计算公式为:

K 0i = P i / E P i ( 3)

式中: K 0i ) ) ) 污染负荷比;

P i ) ) ) 第 i个区域某个污染因子单项污染指数;

E P i ) ) ) 某个污染因子在不同区域单项污染

指数之和。

表 2 评价参数的计算结果

测  点

NOX

污染
指数

污染分担
率  / %

污染负荷
比  / %

CO

污染
指数

污染分担
率  / %

污染负荷
比  / %

T SP

污染
指数

污染分担
率  / %

污染负荷
比  / %

矿院 31 1 471 7 2114 21 0 301 8 1619 11 4 211 5 1413
监测中心站 51 0 511 0 3415 21 3 231 5 1915 21 5 251 5 2515
珍珠园 21 0 241 7 1318 31 9 481 1 3310 21 2 271 2 2214
商业大厦 21 6 371 7 1719 21 2 311 9 1816 21 1 301 4 2114
医药公司 11 8 371 5 1214 11 4 291 2 1119 11 6 331 3 1613

  从表 2中每个测点各污染因子污染分担率看,

除珍珠园测点外, 其他各测点首要污染物均是

NOX,其次是 CO、TSP; 而从每个测点各污染因子

污染负荷比看, 监测中心站点 NOX、TSP 污染最严

重,珍珠园测点 CO污染最严重。

以上分析表明,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的污

染物浓度和主干道各测点近地面空气污染物浓度

差异很大,尤其是 NOX, 说明在城市整体环境空气

质量良好的情况下, 交通主干道近地面空气污染较

严重。

4  主干道近地面空气中机动车尾气的分布特征

在 NOX、CO、T SP、SO2 监测项目中, NOX 属首

要污染物,故选择 NOX 作为特征性污染物研究。

411  NOX 的平均分布浓度与车流量关系

各测点 NOX 3日均值及车流量见表 3。

以每个测点车流量记录对 NOX 平均分布浓度

作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NOX 平均分布浓度与车流

量近似成正比例(相关系数 r = 01769)。在车流量
大的测点, NOX 浓度相对较高; 车流量小的测点,

NOX 浓度相对较低。 (下转第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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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波长  K/ nm

图 4 去除干扰试验图谱

测定波长  K/ nm

图 5  测定差值与黄磷溶液比较图谱

以 0
#
柴油和 11

#
机油作为干扰油分, 分别做

氧化- 反萃取试验, 两组试验结果无显著性差异,

加标回收率在 88%~ 101%之间。

5  结果与讨论

511  检测限、准确度、精密度

以吸光值 01010所对应的浓度为检测限,则检

测限为 0102 mg/ L , 加标回收率为 95% ~ 103%。

6份平行样批内相对标准差为 117%。
512  现场萃取与快速测定

水中黄磷极不稳定,易挥发并被空气氧化, 水样

必须现场萃取,将萃取剂充满容器密封,尽快测定。

513  萃取时间、萃取次数

黄磷在正己烷中溶解度很高, 根据试验, 萃取

1次,振摇 2 min即可将水中 99%黄磷转移出来。

514  加标样的测定

样品加标,必须将吸管插入液面下, 加黄磷标

准使用液。黄磷在水中溶解度极低, 加标量较大

时, 黄磷会马上挥发逸出。加标后必须立即加塞密

封, 并尽快加入萃取剂振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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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NOx 3 日均值及车流量

测   点 珍珠园 医药公司 矿  院 商业大厦 监测中心站

NOX 平均浓度Q/ ( mg#m- 3 ) 01203 01 181 01 310 01 260 01 503

车流量 Q / (辆#h- 1) 780 2 058 2 992 3 280 3 890

412  NOX 的平均分布浓度与时间的关系

为从时间上反映主干道近地面空气中机动车

尾气分布特征, 选择早、中、晚 NOX 浓度 3日平均

值对各测点分布作比较分析, 见表 4。表 4表明,

NOX浓度早晨最高, 晚上次之,中午最低。

   表 4  各时间段、各测点 NOx 3 日均值 mg/ m3

时 间 矿 院 监  测
中心站

珍珠园 商业大厦 医药公司

7: 30 01 547 01 585 01230 01 335 01 232

11: 45 01 163 01 409 01135 01 186 01 160

17: 30 01 224 01 515 01242 01 260 01 151

5  控制对策

511  根据城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现状, 制定严格的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相关的管理法规;加强对

机动车尾气的监督监测,限期淘汰旧机动车辆,严

格实行新车生产许可证制度; 控制摩托车和出租车

的增长速度, 适当限制行驶时间和路线。

512  推广采用闭环控制的电喷发动机加装三元催

化器装置的/环保型0汽车,对在用车可安装尾气净

化装置, 推广使用无铅汽油和清洁燃料。

513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减少主干道车流量。

在城市人口密集地区可实行单行道,并严格限制货

车通行,以减少车流量, 达到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

总量的目的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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