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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安泾河基准气候站逐日地面常规气象资料!采用统计方法!对比

分析西安地区日最大混合层厚度的变化特征及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西安年平均混合

层厚度日变化在
%'.

!

%,&,=

之间!呈现出夜间小!正午前后大的变化趋势)日最大混合层厚

度总体呈逐年递增趋势!

#$%%

年有所减小!冬半年低夏半年高)年平均日最大混合层厚度与同

期降水日呈反向变化!日最大混合层厚度与空气污染物质量浓度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混合层厚度)变化特征)空气污染物)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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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表面加热作用!促使大气增温使上*

下层空气产生对流运动!大气层结趋近于绝热递

减率!此层大气称为混合层!其高度称为混合层

厚度 "或高度#(最大混合层厚度反映了污染物

在垂直方向上由于湍流和对流运动!稀释和扩散

能达到的高度(近年来!混合层厚度被更多的应

用于空气污染潜势预报和环境评价中$

%6#

%

(近些

年我国学者对混合层厚度的计算方法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

,6+

%

!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结果$

)6%%

%的基

础上!计算西安市逐日最大混合层厚度!分析日

最大混合层厚度年际和季节变化等基本特征!研

究日最大混合层厚度分别与降水日和污染物质量

浓度的关系!以期为大气环境规划和环境治理提

供依据(

!

!

资料及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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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计算混合层厚度和降水日数的资料取自西安

泾河基准气候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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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逐日地面常规气

象资料!该站是西安地区唯一的基准气候站!位

于距离西安市中心
#$V=

的泾河工业园区内!

周围环境属于城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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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日空气污

染物质量浓度资料来自西安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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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

利用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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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方

法 "以下简称国标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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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逐时混合层高度!

挑选出最大值!得到逐日最大混合层厚度(其公

式为&

当大气稳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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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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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混合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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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测期间西安

市泾河基准气候站同步观测的
%$=

高度处
%$=RT

平均风速!当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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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时取
+=

-

J

)大气稳定

度等级采用修订的帕斯奎尔 "

38J

d

QRbb

#稳定度分

级法!分为强不稳定*不稳定*弱不稳定*中性*

较稳定和稳定六级!分别表示为
5

*

H

*

1

*

P

*

2

*

M

(确定等级时首先由云量和太阳高度角查出

太阳辐射等级数!再由太阳辐射等级数与地面风

速查找稳定度等级(

8

J

*

:

J

为混合层系数!根据

大气稳定度和西安所在区域取值!大气稳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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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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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取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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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稳定度为
2

*

M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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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取值为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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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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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安泾河气象站的地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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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层厚度的日变化特征

从西安
#$$)

'

#$%%

年平均混合层厚度的日变

化 "见表
%

#可看出&混合层厚度在一天中呈单

峰型变化(一天中的厚度值变化在
%'.

!

%,&,=

之间!其中!最大值出现在
%,

时!最小值在
#%

时!呈现出夜间小*正午前后大的变化趋势(

#&

小时的平均值为
'+$=

(这种变化是由于夜间没

有太阳辐射!空气的对流运动弱!早晨随着太阳

的升起!地面接收的太阳辐射逐渐增加!空气的

对流运动加强!混合层厚度逐渐增大!在太阳光

最强的正午及午后 "

%$

'

%+

时#混合层厚度最

大!之后随着太阳辐射的减弱!混合层厚度会逐

渐减小!在
#%

时'次日
$'

时混合层厚度值最小!

且变化不大(西安最大混合层厚度
'8

极大值出

现在
#$$)

年
#

月
%&

日
%,

时!为
,,'-=

)极小

值出现在
#$%%

年
%#

月
#-

日
#%

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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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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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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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混合层厚度的日变化

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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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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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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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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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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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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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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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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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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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层厚度-
= %+$ %'- %+& %'- %+$ %+$ %-. ,$, &-% .,+ %%%# %##)

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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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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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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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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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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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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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大混合层厚度的季节变化特征

从图
%

可看出&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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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最大

混合层厚度春季 "

,

'

'

月#最大!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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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夏季和秋季!冬季最小!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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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大混合层厚度
&

月最大!为
%.),=

)

'

月次之!为
%.)#=

)

%#

月最小!为
%%,)=

)

%

月次小!为
%,$$=

(日最大混合层厚度呈冬半

年低*夏半年高的变化趋势(由于西安属于内陆

城市!气候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混合层厚度的

季节变化与湍流运动的季节变化基本相似(春季

和夏季西安太阳辐射强!大气能见度好!导致湍

流运动强!混合层厚度大(而西安的秋季多连阴

雨!天空云量较多!抑制了太阳辐射到达地面的

热量!使湍流运动减弱!混合层厚度较小(冬季

太阳辐射最小!相应的地面湍流弱!所以混合层

厚度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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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最大混合层厚度的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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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大混合层厚度的年际变化特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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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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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最大混合层厚度

年平均与年降水日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
'8

年

平均日最大混合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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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呈递增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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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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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有所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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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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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大混合层厚度与年降水日的关系

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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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在日最大混合层厚度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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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平均日最大混合层厚度

与年降水日的变化

!

混合层厚度最大的
#$%$

年年降水日最少!

#$%%

年的混合层厚度减小而年降水日增多(说明
'8

中西安年平均日最大混合层厚度与年降水日呈反

向变化(由于降水产生时多为阴天!云量多!高

空湿度大!地面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少!湍流运动

弱!混合层厚度减小)另外!由于产生对流性降

水时!大气迅速释放能量!混合层厚度减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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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大混合层厚度与空气污染物质量浓度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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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组数据中!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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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完整数据的散点图!并且分析逐日最大混

合层厚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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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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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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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质量浓度变化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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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空气污染物质量浓度与日最

大混合层厚度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其中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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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C

%$

的负相关关系较明显(即污染物质量浓度越

大!日最大混合层厚度越小)反之!污染物质量

浓度越小!则日最大混合层厚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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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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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混合层厚度值一天中的变

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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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最大值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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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日最大混合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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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逐年递增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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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所减小(日最大混

合层厚度春季最大!其次为夏季和秋季!冬季最

小!冬半年低夏半年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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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递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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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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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最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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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平均日最大混合层厚

度与年降水日呈反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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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大混合层厚度与空气污染物质量浓

度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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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地处渭河平原东部!粮食总产量居全

省前列!素有 +陕西粮仓,之称(冬小麦是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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