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环!!境!!科!!学
+,-./0,1+,23456.+,6+

-7;B*"$,7B%
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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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气象部门 $ 个酸雨观测站资料*安徽及周边部分省份煤耗量*卫星观测的对流层 ,0’ 柱含量资料$分析了安徽酸雨

的空间分布*发展趋势及酸雨发生频率上升的原因’同 时$借 助 轨 迹 分 析 和 聚 类 分 析 的 方 法 分 析 了 输 送 形 势 对 各 地 酸 雨 的 影

响B’((% g’((& 年间安徽酸雨频率表现为夏季低*秋季高$* G降水均值呈酸性$其中合肥*安庆*马鞍山和蚌埠为中度酸性B在

空间分布上表现为皖南到江淮之间最为严重$向北递减B阜阳*铜陵和黄山的降水 O]值比较集中$各有 $)h以上位于 %‘(( g

$‘)("阜阳#*)‘(( g%‘(("铜陵#和 )‘(( g%‘)("黄山#’其它测站的 O]值分布范围比较大$峰值分别位于 E‘(( gE‘)("合肥和

安庆#*)‘(( g)‘)("马鞍山#和 )‘)( g%‘(("蚌埠#B与 "( G前相比$各地酸雨发生频率都大幅度上升B后向轨迹D聚类分析结果

表明$酸雨发生频率与污染物的外来输送密切相关$各 地 都 是 来 自 偏 东 南 到 偏 东 北 方 向$尤 其 是 经 过 江 苏 或 浙 江 的 气 团 对 应

着最高的中度以上酸雨发生频率$说明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对安徽酸雨有较大贡献B统计分析发现

合肥酸雨变化趋势与安徽*浙江和江苏的煤耗量*对流层 ,0’ 柱 含 量 的 变 化 趋 势 都 很 一 致"相 关 系 数 均 大 于 (‘$#$再 次 说 明

该市酸雨增多*变强与区域污染物排放有密切联系B

关键词!安徽省’酸雨’降水 O]值’燃煤量’对流层 ,0’ ’后向轨迹’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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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酸雨日益成

为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也成为政府和科学家们关

注的重要课题B过去 ’( 年$中国南方酸雨经历了一

个以 "### 年为转折年由强到弱并再次增强的过程$
强酸雨区由西向东扩展$继西南强酸雨区之后$长江

三角洲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强酸雨区 +"$’,B’(()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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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的降水年均 O]值为 E‘E#$最低值为 ’‘#)$酸雨

发生频率为 $"h$与 "##& 年 相 比$平 均 O]值 下 降

了 "‘’’ 个 O]单 位$意 味 着 酸 度 上 升 了 ") 倍 +*,B
"##’ g’(() 年 江 苏 出 现 酸 雨 的 程 度 由 北 向 南 快 速

加重 +E,B浙江酸雨发生频率在经历了 "##) g’((( 的

小幅度下降之后迅速 上 升$’(() 年 已 经 达 到 #(h$
全省几乎都被酸雨覆盖 +),B

安徽省处于南北过渡带上$东部与亚洲经济最

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三角洲接壤$北边与我

国酸雨前体物 50’*,0’ 排 放 量 都 比 较 大 的 华 北 地

区相邻 +",B近 ’( 年来$安徽省酸雨也引起不少学者

的关注 +% g#,B研究认为 ’((( 年之前$安徽酸 雨 主 要

发生在皖南山区到沿江部分城市$淮北平原基本上

没有观测到酸雨$’( 世纪 #( 年代$多数城市酸雨发

生频率都有下 降 趋 势B最 近$唐 先 干 等 +"(, 分 析 了 皖

南山区 ’(($ 年 E g"" 月降水的酸性特征$发现皖南

地区 的 酸 雨*强 酸 雨 频 率 都 较 高$分 别 为 #’h和

EEhB邱明 燕 等 +"", 分 析 了 合 肥 市 "##’ g’(($ 年 酸

雨年*季变化特征$发现合肥酸雨也经历了减弱再加

强的过程$转折年为 "##& 年B
虽然以上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安徽及长江下游地

区酸性降水分布*发展趋势和影响因子的了解$但是

研究的年限大都在 ’(() 年之前$在讨论人为污染物

排放对酸雨 的 影 响 时 普 遍 是 从 概 念 上 进 行 定 性 阐

述$很少使用具体资料进行论证$即使使用污染物排

放资料$也仅仅使用局地排放源数据或局地污染物

浓度数据’在讨论气象条件的影响时大多考虑的是

局地气象因子$而酸雨前体物是可以随着气流远距

离输送的 +"’, $即一个地方排放的污染物可导致其他

地方产生酸雨B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汽

车拥有量升高$我国东部地区的大气污染已经由过

去的点状分布发展到面上分布$如用卫星观测到对

流层 ,0’ 含量*气溶胶光学厚度等在安徽北边的华

北* 东 边 的 长 江 三 角 洲 都 存 在 大 范 围 的 大 值

区 +"*$"E,B因 此$在 分 析 安 徽 酸 雨 成 因 时 仅 仅 考 虑 局

地因素是不够的B
笔者在研究中 发 现$最 近 * G安 徽 省 酸 雨 和 强

酸雨的发生频率都显著增加$而且南北各地都观测

到 O]值低于 E‘) 的 强 酸 雨B为 进 一 步 了 解 安 徽 酸

雨变化趋势及影响因子$本研究综合利用中国气象

局布设在安徽境内 $ 个酸雨观测站的资料以及已有

的结果分析了安徽酸雨时*空分布和发展趋势’借助

后向轨迹和聚类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大尺度输送条件

对安徽省降水酸度*酸雨出现频率的影响’使用安徽

及周边 部 分 省 份 的 逐 年 煤 耗 量$及 [01+"V;7RG;
7f78@ F78A97LA8V @JO@LAF@89# +"), 和 56.3136]Z
" NMG88A8V AFGVA8V GRN7LO9A78 NO@M9L7F@9@L S7L
G9F7NO:@LAMM:GL97VLGO:<# +"%, 观 测 的 对 流 层 ,0’ 柱

含量资料"4@T@;’# " :99O!PPQQQB9@FANB8;POL7?>M9NP
87’‘:9F;#分析了 安 徽 酸 雨 发 生 频 率 迅 速 上 升 的 原

因B[01+和 56.3136]Z的 仪 器 都 是 装 载 在 与 太

阳同步的卫星上$56.3136]Z是 [01+的继续$其

观测的 ,0’ 柱含量资料已得到广泛应用 +"*$"$ g"#, $其

中包括估计全球或区域 ,0Q排放 +"&$"#,B

MN酸雨观测站网及研究方法

MOM!酸雨观测站网

气象系统布设于安徽省境内的酸雨观测站由南

向北分别位于黄山*安庆*铜陵*马鞍山*合肥*阜阳

及蚌埠"表 "#$常规观测降水 O]值和电导率 S值B
各站都位于气象观测场内$除黄山外基本上位于城

郊结合部$黄山站位于光明顶$海拔" &E( F$其余观

测站海拔都在 )( F以下B合肥的酸雨观测有效资料

始于 "##’ 年 " 月$马鞍山始于 ’(($ 年 " 月$蚌埠始

于 ’((% 年 % 月$其余测站始于 ’((% 年 " 月B
MOP!研究方法

表 MN各测站资料及 PTT! cPTTV 年酸雨状况

2GR;@"!UGNAMNA9>G9A78NG8? N9G9AN9AML@N>;9N7SGMA? LGA8 ?>LA8V’((%D’((& G9@GM: N9G9A78

测站名
各级酸雨出现频率Ph

强 中度 弱
平均 O]

平均电导率

P&5-MFj" 样本数
酸雨观测降

水量PFF 土壤 O]

阜阳 )‘% )‘% %‘% )‘’% )’‘$ "#& ’ #$"‘E $‘#

蚌埠 #‘& "*‘( ’)‘E E‘## EE‘& "#* * *(&‘E %‘(

合肥 **‘# ’(‘" "*‘& E‘)’ E%‘E ’*# ’ )&%‘( %‘)

马鞍山 "(‘& ’)‘* *%‘" E‘&% )*‘% "%% ’ ("*‘" %‘"*

铜陵 "‘" $‘$ *#‘’ )‘*" &#‘’ ’$* * $E#‘’ )‘)

安庆 *(‘# "&‘* ’’‘) E‘)) )*‘" ’%’ * ***‘’ %‘’*

黄山 %‘( $‘) ’)‘& )‘’# ’’‘E 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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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用汤洁等 +’(, 提出的 SDO]不等式方法

对所有资料进 行 质 量 控 制$去 掉 不 满 足 SDO]不 等

式的记录B根 据 中 国 气 象 局 酸 雨 观 测 业 务 规 范 +’", $
采用降水体积 加 权 平 均 计 算 年*季 降 水 O]值 和 电

导率 均 值B为 了 描 述 不 同 酸 度 降 水 的 年P季 变 化 特

征$对降水酸 度 进 行 分 级 统 计 处 理$具 体 分 级 标 准

为!强酸性"O]iE‘)#*中度酸性"E‘))O]i)‘(#*
弱 酸 性 " )‘( ) O] i)‘% # 以 及 非 酸 雨 " O]’
)‘%# +’’,B由于 O]值低于 )‘( 的中度以上酸雨能对

生态系统产生明显负面影响 +’’, $本研究将重点讨论

中度以上酸雨发生频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子B
后向轨迹能较好地表示污染气团到达接收地之

前所 经 过 地 区 +’*,B邱 明 燕 等 +"", 利 用 合 肥 酸 雨 观 测

站建站以来的资料分析了各级酸雨出现频率与不同

高度气团来向的关系$发现" )(( F高度不同来向气

团对应的酸雨发生频率差别最大B为研究输送条件

对安徽酸雨的影响$首先应用美国 ,033研制的轨

迹 模 式 ]Z5W4.2E " :<RLA? NA8V;@OGL9AM;@;GVLG8VAG8
A89@VLG9@? # +’E, 和 [X35" " V;7RG;?G9GGNNAFA;G9A78
N<N9@F$分辨率!水 平 方 向 "vt"v$垂 直 方 向 从 地 面

到 ’ IWG分为 ’* 层$时间!* : 一次#资料计算各测

站 ’((% g’((& 年所有降水日降水过程中间时刻$距

地面" )(( F高 度 "黄 山 为 )(( F# 的 E& : 后 向 轨

迹B然后$采用 X7L;A8V等 +’), 提出的聚类分析的方法

对所有降水日后向轨迹进行客观分类B该方法根据

气团水平移动速度和方向对大量轨迹进行分组$分

组的原则是!达到组间差异极大$组内差异极小B在

分组的基础上进一步统计每一组内轨迹所对应的各

级酸雨出现的频率和平均电导率等B

PN安徽酸雨分布现状

POM!’((% g’((& 年 安 徽 酸 雨 空 间 分 布 和 各 站 O]
值分布

鉴于大部分观测站的有效观测始于 ’((% 年$计

算了 ’((% g’((& 年各测站各级 酸 度 降 水 发 生 情 况

"表 "#B表 " 同时还给出了各地土壤 O]值$来自各

测站按照中国 气 象 局 酸 雨 观 测 业 务 规 范 +’", 制 作 的

环境报告书B各站都有酸性降水出现$降水 * G平均

O]值均低于 )‘%$即 降 水 平 均 呈 酸 性$其 中 合 肥 与

安庆接近强酸性’马鞍山与蚌埠为中度酸性B合肥*
安庆和马鞍山 酸 雨 频 率 较 高$均 在 $(h上 下$阜 阳

酸雨频率较低""$‘&h#B中度以上酸雨出现频率居

前 * 位的分别为合肥")E‘(h#*安庆"E#‘’h#和马

鞍山"*%‘"h#$铜陵出现中度以上强度酸雨频率最

低" i"(h#B

虽然黄山 * G降 水 平 均 也 呈 弱 酸 性$但 由 于 黄

山测站位于海拔" &E( F的光明顶$这里酸雨受局地

污染的影响较小$主要反映外来污染物输送的影响$

不反映皖南 地 区 的 普 遍 情 况B根 据 文 献 +"(,$’(($

年 E g"" 月$皖 南 地 区 的 酸 雨*强 酸 雨 频 率 分 别 为

#’h和 EEhB另 外$根 据 本 研 究 对 安 徽 各 站 酸 雨 季

节分布的统计结果$铜陵以外的各站都是夏季酸雨

发生频率最低$可以推测皖南的酸雨和强酸雨年均

出现频率应该在 #’h和 EEh附近或更高B沿江 * 个

测站中$安庆和马鞍山的酸雨发生频率均较高$但铜

陵酸雨发生频率较低$中度以上强度酸雨频率居全

省之末$这可能与当地的有色金属工业排放污染物

中碱性离子浓度比较高有关$这一点可以从该站降

水电导率一直居全省之首得到证明B汤洁等 +’, 最近

的研究也指出$我国很多地方近地层的大气气溶胶

粒子对酸雨有中和作用B可见$铜陵酸雨发生频率较

低可能属于局地现象B因此$安徽酸雨空间分布表现

为皖南到江淮之间最为突出$向北递减B

表 " 表明沿江到淮北大部分城市"合肥*蚌埠*

安庆*马鞍山和阜阳#的平均电导率差别不大$都约

为 )( &5-MFj"$黄山最低"’’ &5-MFj" #$说明黄山

降水中离子浓度比较低$也说明该地降水受污染程

度低B中度以上酸雨出现频率最低的铜陵$平均电导

率几乎是沿江其他城市的 ’ 倍$说明该市降水虽然

酸度不高$但受污染程度很高B

图 MNPTT! cPTTV 年各站 $:值分布

=AVB"!XAN9LAR>9A78N7SLGA8QG9@LO]TG;>@G9

@GM: N9G9A78 ?>LA8V’((%D’((&

各站 O]值分布显示$阜阳*铜陵和黄山的降水

O]值比较集中B阜阳 $)h以上位于 %‘(( g$‘)("偏

碱性#$铜陵 $)h左 右 介 于 )‘(( g%‘(( "弱 酸 到 中

性#$黄 山 以 )‘)( g%‘(( 出 现 的 频 率 最 高$约 $$h

介于 )‘(( g%‘)("弱酸到中性# "图 "#B其他测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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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值分布范 围 比 较 宽$但 合 肥 和 安 庆 峰 值 出 现 在

E‘(( gE‘)("强酸性#$马鞍山的 O]值峰值在 )‘((
g)‘)("弱酸性#$其次是 E‘)( g)‘(("中度酸性#B

蚌埠 的 O]值 峰 值 在 )‘)( g%‘(($其 次 是 )‘(( g
)‘)(B另外$合 肥 以 外 的 测 站 都 出 现 过 O]值 q$‘(
的 偏 碱 性 降 水$ 尤 其 是 阜 阳 " "$‘$h# 和 蚌 埠

")‘$h#$出现碱性降水的频率向南递减B
POP!’((% g’((& 年安徽酸雨的季节变化

图 ’ 给出了各站中度以上酸雨发生频率的季节

变化B可见$各站酸雨都呈明显的季节变化$其中$夏

季发生频率低$秋冬季发生频率高B只有安庆表现出

冬季最高$其他测站都是秋季最高B电导率的季节分

布与中度以上酸雨的季节分布一致B酸雨*电导率的

这种季节分布与季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B夏季雨水

充沛$且降水频繁$大气中酸性前体物清除较快$不

容易形成酸 雨’春 季 北 方 沙 尘 暴 发 生 频 繁 +’%, $本 地

盛行西北风 +’$, $北方沙尘气溶胶的输入对酸雨有一

定的中和作用 +"(,B另 外$对 安 庆 多 年 (&!(( 探 空 资

料的统 计 分 析 发 现$安 庆 冬 季 近 地 层 逆 温 频 率 达

%(h$逆温频率*逆温强度和逆温厚度都远远超过秋

季$而阜阳的秋冬季节逆温差别不如安庆大B这可能

是安庆冬季酸雨发生频率超过秋季的原因$具体原

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B

图 PNPTT! cPTTV 年安徽各测站中度以上酸雨发生频率的季节分布

=AVB’!5@GN78G;?AN9LAR>9A78N7S7MM>LL@8M@SL@c>@8M<7S

OL@MAOA9G9A78 QA9: O]i)‘( G9@GM: N9G9A78 ?>LA8V’((%D’((&

QN安徽酸雨变化趋势及其可能原因

QOM!变化趋势

’((( 年之前$合 肥 的 年 均 降 水 O]值 总 体 呈 上

升趋势$酸雨发生频率在 "##% 年为一峰 值$之 后 下

降$"##& 年最低 "图 *#$与 中 国 其 它 地 方 的 酸 雨 变

化趋 势 一 致 +"$’, ’但 ’((( 年 之 后 即 呈 明 显 上 升 态

势$尤其中度以上酸雨的出现频率在 ’(() 年之后显

著增加$’((& 年超过 %(hB另外$表 ’ 给出了不同年

代安徽各地酸雨发生频率$包括文献报道和本研究

的统计结果B可见近 "( 年来安徽各地酸雨发生频率

普遍上升B

图 QN合肥市各级酸雨发生频率及年均降水 $:值演变趋势

=AVB*!2L@8?N7SG88>G;SL@c>@8M<7SGMA? LGA8 7S@GM: VLG?@G8? G88>G;GT@LGV@O]A8 ]@S@A

表 PNMWWR cMWWV 至 PTT! cPTTV 年安徽各地酸雨发生频率变化情况

2GR;@’!6:G8V@NA8 SL@c>@8MA@N7SGMA? LGA8 A8 38:>A

SL7F"##$D"##& 97’((%D’((&

城市
’((( 年之前 ’((( 年之后

酸雨频率Ph 年份 酸雨频率Ph 年份

阜阳 (‘( +$, "##& "$‘$!! ’((% g’((&
蚌埠 "$‘) +$, "##& E"‘& ’((% g’((&
合肥 ’%‘* +$, "##& %&‘& ’((% g’((&
马鞍山 ""‘% +$, "##& $’‘* ’((% g’((&
安庆 &‘" +$, "##& $’‘* ’((% g’((&
铜陵 *&‘% +$, "##& E&‘’ ’((% g’((&
黄山市 )‘# +$, "##& *#‘* "光明顶# ’((% g’((&
泾县 EE‘( +), "##$ #’‘( +#, ’(($

QOP!大尺度输送条件对安徽酸雨的影响

图 E 给出了各测站降水日 E& : 后向轨迹分 组

结果$即各组的平均水平轨迹分布$在每根平均后向

轨迹终点给出了分组序号"图 E 括号外数字#$相应

输送条件下 的 酸 雨 观 测 次 数"括 号 内 左 边 的 数 字#

和中度以上酸雨发生频率"括号内右边的数字#B轨

迹的长短反映气团移动的速度$轨迹的方向反映气

团的来向B图 E 表明$造成各地降水的气团主要来自

西南方向*东南偏东和东北偏东$其他来向的气团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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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SN各观测站 PTT! cPTTV 年降水日 SV 0后向轨迹各组内平均轨迹分布及酸雨观测次数$括号内左边数字%

和中度以上酸雨频率$]*括号内右边数字%

=AVBE!XAN9LAR>9A78N7SM;>N9@LDF@G8 E& : RGMID9LGH@M97L<78 LGA8<?G<NG9@GM: N9G9A78 QA9: 9:@OL@MAOA9G9A78 9AF@N

G8? M7LL@NO78?A8VSL@c>@8MA@N7SGMA? LGA8 QA9: O]i)‘( A8 9:@OGL@89:@N@N

多$这与安徽省的季风气候是一致的’不同来向后向

轨迹所对应的中度以上酸雨的频率差别显著$如果

不考虑发生次数较少"少于 ) 次#的轨迹组$发生频

率最高的都是经过江苏或浙江的偏东方向的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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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频率次高的轨迹组仍然有一部分测站对应着偏

东轨迹$如蚌埠*铜陵和黄山B合肥和安庆的酸雨发

生频率居全省各测站之首$且这 ’ 市本地轨迹对应

的中度以上酸雨发生频率居各组中第二或第三$这

与其他测站不同$说明这 ’ 个城市本地排放源对酸

雨的贡献较其他城市大B每一个测站$来自西南方向

的轨迹都有 ’ 组$一长一短$短轨迹对应的中度以上

酸雨发生频率远高于长的轨迹组$这说明移动缓慢

的气团有利于酸雨前体物的累积B中度以上酸雨发

生频率的这种 分 布 形 势 与 文 献+"$, 的 图 E 中 对 流

层 ,0’ 柱含量的分布形势一致$即经过 ,0’ 柱含量

高值区的气团往往对应酸度较高的降水’这也说明$
外地污染物排放对安徽省酸雨的贡献有重要作用$
酸雨治理必须考虑区域或大范围内的减排措施B

从图 E 中还可以看出$各测站都有一组来自西

北*能到达蒙古边界*发生次数不多的后向轨迹B其

对应的中度以上酸雨发生频率在淮河以北的 ’ 个测

站"阜阳和蚌埠#为 ($在合肥*马鞍山和铜陵分别为

’(‘(h*"E‘*h和 (‘(h$居 各 组 之 末$但 在 安 庆 和

黄山分别为 )E‘)h和 "(‘)h$在各组中偏低$但 非

末尾$这一方面说明北方沙尘气溶胶的中和作用向

南减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本省污染物排放对酸雨

的贡献B
QOQ!安徽酸雨与区域大气污染的关系

QOQOM!安徽酸雨发生频率与安徽及周边省份 燃 煤

量的关系

如 *‘’ 所述$各地都是经过江苏*浙江的气团轨

迹对应着最高的中度以上酸雨发生频率$为分析安

徽酸雨发生频率上升的原因$笔者从各省统计年鉴

中搜集了安徽*江苏和浙江 "##( 年之后逐年煤耗量

"见图 ) #$ 因 为 燃 煤 量 直 接 反 映 大 气 污 染 物 " 如

50’#的工业排放量B由图 ) 可见$’((* 年之前$各省

煤耗量缓慢上升$之后迅速上升$尤其是江苏B统计

表明合肥各级酸雨发生频率与安徽*江苏和浙江的

煤耗量之间均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表 *#$相关

系数都超 过 (‘$$通 过 信 度 ,s(‘(" 检 验B与 此 对

应$降水的年均 O]值 与 煤 耗 量 的 变 化 趋 势 明 显 相

反B值得注意的是$合肥中度以上酸雨及年均 O]值

与浙江*江苏的煤耗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超过了与安

徽煤耗量之间的相关程度B这表明近年来合肥日益

严峻的酸雨形势与安徽省及周边省份工业污染物排

放量增加有密切联系B
QOQOP!安徽酸雨与对流层 ,0’ 柱含量关系

图 %给 出 了"##$ *’((*和’((&年 安 徽 及 周 边

图 UN安徽&浙江和江苏煤耗量与安徽及周边地区

上空年均对流层 =CP 柱含量演变趋势

=AVB)!2L@8?N7SOL7TA8MAG;M7G;M78N>FO9A78 A8 38:>A$ \:@HAG8V

G8? CAG8VN>$ G;78VQA9: G88>G;GL@GF@G8 9L7O7NO:@LAM,0’

M7;>F8N7T@L38:>AG8? N>LL7>8?A8VGL@GN

表 QN合肥各级酸雨发生频率及年均 $:值与图 U 中各省

煤耗量和对流层 =CP 柱含量的 2%J&,+(相关系数

2GR;@*!67LL@;G9A78 M7@SSAMA@89NR@9Q@@8 O]$ SL@c>@8MA@N7SGMA? LGA8

A8 ]@S@AG8? OL7TA8MAG;M7G;M78N>FO9A78N$ 9L7O7NO:@LAM,0’ M7;>F8N

影响因子
酸雨

O]i)‘%
中度以上酸雨
O]i)‘(

强酸雨
O]iE‘)

年均
O]值

安徽煤耗量 (‘$$ (‘$% (‘$* j(‘%&

江苏煤耗量 (‘$* (‘&" (‘$% j(‘$$

浙江煤耗量 (‘$& (‘$# (‘$) j(‘$"
对流层 ,0’ 柱含量 (‘&& (‘&) (‘$E j(‘$$

地区年均对流 层 ,0’ 分 布$其 中$图 % 范 围 内 的 逐

年平均已在图 ) 中给出B由图 % 可见$安徽及周边地

区上空 ,0’ 柱 含 量 呈 东 北 及 沿 江 高$西 南*皖 南 低

的分 布 形 势$且 最 近 几 年 上 升 迅 速B统 计 表 明 ,0’
柱含量与合肥市各级酸雨的发生频率呈非常显著的

正相关$与 O]值呈明显的负相关"表 *#B这表明近

年来合肥日益增多的酸雨与安徽及周边地区对流层

,0’ 含量的升高有密切联系B

SN结论

""#’((% g’((& 年$安徽省 $ 个测站均 出 现 不

同程度的酸雨$酸雨发生频率夏低*秋高$* G平均的

降水 O]值均为 酸 性$其 中 合 肥*安 庆*马 鞍 山 和 蚌

埠为中度酸雨B空间分布表现为皖南到江淮之间最

为突出$向北递减B
"’#阜阳*铜陵和 黄 山 的 降 水 O]值 比 较 集 中$

阜阳 $)h以上位于 %‘(( g$‘)($铜陵 $)h左右位于

)‘(( g%‘(($黄山 以 )‘)( g%‘(( 出 现 的 频 率 最 高$
约 $$h位于 )‘(( g%‘)(’其他测站的 O]值分布比

较宽$合 肥 和 安 庆 峰 值 出 现 在 E‘(( gE‘)($马 鞍 山

的 O]值峰 值 在 )‘(( g)‘)($蚌 埠 的 O]值 峰 值 在

)‘)( g%‘((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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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蚌埠$*‘合肥$E‘安庆$)‘铜陵$%‘马鞍山$$‘黄山’ 单位!"(")分子-MFj’ ’[01+!"##$’ 56.3136]Z!’((*$ ’((&

图 !N安徽上空对流层 =CP 柱含量分布

=AVB%!XAN9LAR>9A78N7SG88>G;DF@G8 9L7O7NO:@LAM,0’ M7;>F8 7T@L38:>AOL7TA8M@

!!"*#边界层上部输送条件对各地酸雨都有重要

影响B各测站都是来自偏东南到偏东北方向*尤其是

经过江苏或浙江的气团对应着最高的中度以上酸雨

发生频率$这 与 东 亚 ,0’ 分 布 形 势 非 常 吻 合B说 明

长江三角洲*华北等经济发达地区的酸雨前体物排

放对安徽酸雨有不可忽视的贡献B
"E#与 "( G前相比$各地酸雨发生频率普遍上

升B合肥中度以上酸雨发生频率在 ’(() 年之后显著

增加B合肥酸雨发生频率与安徽及周边省份燃煤量

和对流层 ,0’ 柱含量之间都存在显著正相关$相关

系数均大于 (‘$$意味着该市酸雨频率增加*强度变

强与区域污染物排放有密切联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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