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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统计分析汉台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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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酸雨观测资料*相关地面观测资料%结果显示&近
#"9

汉台

区年平均酸雨量
!",&+;;

%占总降雨量的
!!&!4

)共出现酸雨
#)-O

%酸雨发生频率为
#,&,4

)酸

雨日数和酸雨发生频率呈波动递增趋势)

-

'

##

月是汉台区酸雨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段)汉台区发生

的酸雨主要为弱酸雨%酸雨发生的频率随着降水量级的加大而减少)酸雨日的地面主导风向为偏

东风)降水
0

值集中在
#""

"

F

-

S;

内(

关键词!酸雨)变化特征)气象条件)汉台区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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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雨是
B

W

值小于
)&+

的降水%会使水体酸

化%土壤变得瘠薄%森林衰退%农作物减产%生态系

统遭到破坏%建筑物和文物古迹被腐蚀等(酸雨已

和+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一起%被认为是当今人

类面临的三大灾难性的环境挑战#

#

$

(我国是继欧

洲和北美之后的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强酸雨面积

最大%酸雨区呈范围扩大*强度稍有减弱的趋势%部

分地区的酸雨强度持续增强#

#8!

$

(汉台区气象局从

!"")

年
)

月
#

日起开始酸雨观测试运行业务%从

!""+

年
+

月正式按国家酸雨观测标准业务运行(

本文利用
!""+

'

!"#)

年度酸雨观测资料%分析汉

中酸雨变化特征及其与气象条件的关系%为酸雨防

治和未来开展酸雨潜势预报提供参考(

!

!

资料和方法

酸雨监测资料来自汉台区酸雨观测站%气象

观测资料来自汉中国家基本气候站(资料统计时

段均为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酸雨观测点设置在汉台区地面观测场%降水采样

桶安置在距地面
#&!;

处(酸雨采取逢雨采样%

每天
".

时到次日
".

时为一个酸雨采样日%雨量

采取全样混合%酸雨观测项目为降水量*电导率*

B

W

值%分析方法采用电极法(

酸雨观测资料按照中国气象局颁布的/酸雨

观测业务规范0

#

,

$中有关降水
B

W

和
0

值的计算

方法进行统计(气象观测资料按照中国气象局颁

布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0

#

%

$中有关观测记录的统

计方法进行处理(

"

!

酸雨发生频率分析

!&#

!

酸雨量年变化

由表
#

可看出%

!""+

'

!"#)

年汉台区年平均

降水量
-#)&,;;

%年平均酸雨量
!",&+;;

%酸

雨量占年平均降水量的
!!&!4

(近
#"9

中%

!"#)

年酸雨量最多%为
!--&$;;

%占年总降水量的

,)&)4

)其次为
!"#,

年%酸雨量为
!-+&-;;

%占

年总降水量的
!.&!4

)

!""$

年酸雨量最少%为

-#&#;;

%占年总降水量的
##&%4

(

!&!

!

酸雨发生频率年变化

汉台区
!""+

'

!"#)

年共出现酸雨日
#)-O

%

酸雨发生频率为
#,&,4

(酸雨日数和酸雨发生

频率呈波动式递增趋势!图
#

"%酸雨日数和酸雨

发生频率在
!"#)

年达到最高%分别为
!$O

和

!#&#4

%分别高于
#"9

平均值
##&#O

和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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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汉台区
"%%(

#

"%!)

年各年酸雨量及总降水量

年份
!""+ !""$ !"". !""- !"#" !"## !"#! !"#, !"#% !"#)

平均值

酸雨雨量-
;; #$!&) -#&# !+%&) !"$&$ #+$&% !#-&. ##.&# !-+&- #-.&) !--&$ !",&+

总降水量-
;; $#$&+ $-+&$ -,$&$ .%$&+ -"#&+ #!-$&+ .$#&, #")!&) ..)&- .%%&) -#)&,

酸雨占比-
4 !%&" ##&% !.&! !%&) #.&+ #+&- #,&+ !.&! !!&% ,)&) !!&!

图
#

!

汉台区
!""+

'

!"#)

年酸雨

日数及发生频率年变化

!&,

!

酸雨频率月变化

从图
!

可以看出%汉台区
-

月酸雨发生频率

最高%为
!%&.4

)其次为
##

月%酸雨发生频率为

!"&+4

)第三为
#"

月%酸雨频率为
#-&.4

(即

-

'

##

月是一年中酸雨发生最集中的时段(

)

月

酸雨发生频率最小%仅为
%&!4

)其次为
$

月%酸

雨频率为
)&!4

(

!&%

!

酸雨强度变化

根据酸雨等级划分标准#

%

$

!强酸雨为
B

W

#

%&"

%较强酸雨为
%&"

"B

W

#

%&)

%弱酸雨为
%&)

"B

W

#

)&+

"%汉台区
!""+

'

!"#)

年共出现强酸

雨
)O

%占总酸雨日数的
,&#4

)较强酸雨
#$O

%占

总酸雨日数的
#"&$4

)弱酸雨
#,$O

%占总酸雨日

图
!

!

汉台区
!""+

'

!"#)

年酸雨

出现日数和发生频率的月变化

数的
.+&!4

(从表
!

可见%

)

次强酸雨分别出现

在
!""$

*

!"".

和
!"#"

年%

!"##

年以后未出现强

酸雨(总体来说%汉台区
#"9

中出现的酸雨绝大

多数为弱酸雨%较强酸雨和强酸雨出现最多的年

份是
!""+

年%共
)

次%占年酸雨日数的
)"4

!表
,

"(

表
"

!

汉台区
"%%(

#

"%!)

年强酸雨统计表

序号 时间
B

W 0

值-!

"

F

-

S;

" 降水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汉台区
"%%(

#

"%!)

年各年
B

W

#

&,)

的酸雨日数及出现概率

年份
!""+ !""$ !"". !""- !"#" !"## !"#! !"#, !"#% !"#)

合计

B

W

#

%&)

日数-
O ) ! % % # , # #

'

# !!

总酸雨日数-
O #" #! #+ !" #, #- #" #) #$ !$ #)-

出现概率-
4 )"&" #+&$ !)&" !"&" $&$ #)&. #"&" +&$

'

,&$ #,&.

!!

从表
%

可知%汉台区
-

月是出现较强酸雨和

强酸雨日最多的月份%达
-O

)其次为
#

月和
#"

月%各出现
,O

(从各月出现较强酸雨和强酸雨的

概率来看%一年中的
#

月*

#!

月*

-

月位居前三%但

不容忽视的是%

#!

月酸雨日仅有
!O

%其中
#

次即

为较强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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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台区
"%%(

#

"%!)

年各月
B

W

#

&,)

的酸雨日数及出现概率

月份
# ! , % ) + $ . - #" ## #!

合计

B

W

#

%&)

日数-
O ,

' ' ' '

# # ! - , ! # !!

总酸雨日数-
O + . #% #, ) #" $ #) ,% !) !" ! #)-

出现概率-
4 )"&"

' ' ' '

#"&" #%&, #,&, !+&) #!&" #"&" )"&" #,&.

!&)

!

降水
0

值分析

0

值表示降水导电能力的大小%能反映大气

降水洁净程度(

0

值越低%表示大气降水越洁净(

从图
,

可以看出%汉台区
!""+

'

!"#)

年降水
0

值在
,&-

!

,%!&.

"

F

-

S;

之间%多数集中在
#""

"

F

-

S;

内%属于中低
0

值(

'

!

酸雨与降水量和风向

,&#

!

酸雨与降水量

表
)

为汉台区
!""+

'

!"#)

年出现的
#)-O

酸雨日及对应的
!%

小时!

".

'

".

时"降雨量量

级(由表
)

可看出%酸雨发生时%

+!&-4

的降水量

级都是小雨%大暴雨量级的可能性仅为
#&!4

%即

随着降雨量等级的加大%酸雨发生的频率在减少(

图
,

!

!""+

'

!"#)

年汉台区酸雨
0

值散点分布图

有研究认为%酸雨在暴雨以上级别降水时几乎不

会出现#

)

$

%汉台区在暴雨*大暴雨日
$

次出现弱酸

雨%酸雨与降水量关系及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表
)

!

汉台区
"%%(

#

"%!)

年酸雨日对应的降雨量级分布

雨量等级
小雨

#

"&#

%

#"&"

"

;;

中雨

#

#"&"

%

!)&"

"

;;

大雨

#

!)&"

%

)"&"

"

;;

暴雨

#

)"&"

%

#""&"

"

;;

大暴雨

#

#""&"

%

!)"&"

"

;;

酸雨日数-
O #"" ,% #. ) !

发生频率-
4 +!&- !#&% ##&, ,&# #&!

,&!

!

酸雨与风向

风不仅对污染物有输送的作用%同时对污染

物也起着扩散和稀释的作用(一般来说%污染

物在大气中的质量浓度与污染物的总排放量成

正比%而与平均风速成反比#

+

$

(利用地面风观

测资料!酸雨降水开始前
,:

至降水结束时段内

的最多
!;GI

风向"统计发现%

!""+

'

!"#)

年%

汉台区酸雨日的地面主导风向为偏东风!

/N

*

N/N

*

N

*

N5N

*

5N

*

55N

"!表
+

"%出 现 频 率 为

++4

(

表
(

!

汉台区
"%%(

#

"%!)

年酸雨日对应风向频率

风向
/N N/N N N5N 5N 55N 5 55Z Z5Z 5Z Z /Z

频率-
4 #+ !, $ . ! #" ## , $ , $ ,

&

!

结论

!

#

"

!""+

'

!"#)

年汉台区年平均酸雨量

!",&+;;

%占年平均降雨量的
!!&!4

%降水
0

值

在
,&-

!

,%!&.

"

F

-

S;

之间(

!"#)

年酸雨量最

多%为
!--&$;;

%占总酸雨量的
,)&)4

)

!""$

年

酸雨量最少%为
-#&#;;

%占总酸雨量的
##&%4

(

!

!

"

!""+

'

!"#)

年汉台区共出现
#)-O

酸雨%

酸雨发生频率为
#,&,4

%其中
.+&!4

的酸雨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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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有效支撑陕西省精细化气象格点预报业务运行%从底层架构和数据流分析入手%提出

了基于
1V>V55

标准框架的精细化格点预报数据环境的设计方案(包括硬件平台*数据清单*数据

存储*数据共享*数据管理等关键环节%并遵循+冷热分离*读写分离*集中化管理*多样化共享,的

原则%给出了优化实现方法(

关键词!精细化格点预报)

1V>V55

)数据环境)共享管理

中图分类号!

K%"-

!!!!!!

文献标识码!

2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

高%传统的城镇*乡镇站点预报已经不能完全适应

防灾减灾工作的需求%以时空分辨率更高*要素定

量化和多样化*预报精准*服务贴心*无缝隙*智能

化为特征的精细化格点!智能网格"预报技术将是

未来天气业务发展的主要方向(为了推进和支撑

精细化格点预报技术研究及业务运行%需要搭建

规范*合理的基础数据环境(该数据环境除了满

足预报业务的需求外%还需要符合全国综合气象

信息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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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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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气业务数据资源纳入省级集约化

数据环境奠定基础(

!

!

数据环境介绍

陕西省精细化气象格点预报数据环境旨在建

立以基础数据接收*加工处理*存储管理*共享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