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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容量核定方法与案例》

内容概要

《大气环境容量核定方法与案例》阐述了大气环境容量的基本原理与核定方法，大气环境容量是空气
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基础，包括空气污染总量控制区的确定、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空气污染源分析
、污染气象特征分析、环境容量核定。《大气环境容量核定方法与案例》以昆明市大气环境容量核定
为例对核定方法进行较全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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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4用模拟逼近估算环境容量 本书介绍的第二种环境容量测算法就是模拟逼近法。
首先选用对所要监测的城市经过验证的扩散模型，在特定的污染源布局和气象条件下，建立污染物排
放总量与空气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控制目标和约束条件确定空气质量是否达标，
如果未达标，则根据有关的削减方案对排放清单中的源强进行削减，重新模拟，检验是否达标，如此
反复，最后确定空气质量达标情况下排放清单中污染物的排放量即为环境容量。 5.4.1模型简介 从20世
纪70年代起，欧洲、北美就开始了对大气扩散模式的研究，并且编制了相应的软件。Thompsom（1971
）通过观测示踪物随实际风的运动来模拟污染物的扩散。Pielke（1983）提出了一个适用于海岸地区和
复杂地形情况计算污染物浓度的实用模式。Segal（1988）提出了一个由三维中尺度气象模式和一个三
维拉格朗日扩散模式组成的中尺度大气扩散模式系统。Uliasz（1993）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几百千米范围
内复杂地形上模拟大气运动和污染物扩散的中尺度扩散模式系统，系统包括一个三维中尺度气象模式
、一个拉格朗日扩散模式和一个K理论下求平流扩散方程数值解的欧拉网格扩散模式。在对美国东海
岸复杂地形下进行了数值模拟，得到了非常满意的效果。Scheffe（1993）提出了一个城市烟流模式，
这个模式已成为美国环保局评价城市地区臭氧空气质量的工具。 中国对空气污染数值模式的研究工作
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也取得了很多成果。自从1975年我国首次采用高斯大气扩散模式对北京西郊地
区SO2的扩散规律进行了模拟之后，又提出了“变尺度面源模式”，并将其应用于北京东南郊地区，
取得了良好效果。此后，雷孝恩、张美根等（1997）发展了一个高分辨率对流层化学模式，简
称HRCM，是一Euler型输送、扩散、迁移和转化模式，它包含了许多化学、物理和生物过程，已用于
重庆市大气污染预测和控制，效果良好。陈长和等（1997）利用地形坐标系下的三维边界层模式及大
气扩散模式，模拟了兰州市区冬季边界层风、温场特征，以及SO2的地面浓度分布。徐大海、朱蓉等
（1998）提出了大气平流扩散的非静稳多箱模式，用来预报污染潜势和污染指数，模式预报的空气污
染潜势能较好地反映实际气象条件下的通风扩散稀释和干、湿沉降清除大气污染物的总能力，空气质
量指数的预报公式和方法对源强和浓度监测的要求灵活，已用于城市大气污染预测业务，达到预期效
果。邓玉珍、雷孝恩等（1990）发展了一个多源的，包括输送、扩散、迁移和转化的Lagrange型物质模
式，称为Monte—Carlo多源模式。实验表明，Monte—Carlo模式与中尺度—β气象模式、干湿沉积模
式流场诊断模式和新的PBL湍流统计量参数化关系相互耦合，在反映污染物浓度的非均匀和非平稳过
程方面有好的效果。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1993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就推荐了
一些空气质量模式，基本上都是移植国外的高斯系列模式。陈万隆等（2000）发展的南京气象学院一
上海气象局空气污染数值预报业务系统，通过实验，其结果与实测值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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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气环境容量核定方法与案例》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对从事大气环境容量研究及管
理的人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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