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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资料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有着广泛应用，
是很多部门设计、决策的科学依据。这与气象资
料的观测、气象观测场地的选择的准确性、规范
性密不可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四
条规定：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对城市规划、
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和
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进行
气候可行性论证。对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大气环境
影响评价时，应当使用气象主管机构提供或者经

其审查的气象资料。为了更好地发挥气象资料的
基础性作用，对环境影响评价中气象资料提供作
简要介绍。
环境影响评价中气象资料的提供原则

环境影响评价中气象资料的提供包括两个部
分，一部分是用于说明自然环境特点的气候资料，
一部分是用于污染分析预测的污染气象资料。提
供污染气象资料，首先要确定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的等级。不同的评价级别项目气象资料提供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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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旬邑雷达回波综合参量判别统计
序次观测

月日 牁 降雹实况 秩次
１０５１５ ２５ －５５
２０５１５ ７０
３０５１５ ３５
４０５１６ ０５中灾（雹径５～１０ｍｍ）－１
５０６２９－３０重灾（雹径５～３０ｍｍ）－７５
６０６２９ ３５
７０６２９ １５重灾（雹径５～２０ｍｍ）－２５
８０７０２ ３５
９０７０２ ４０
１００７２３ １５ 轻灾 －２５
１１０７２５ ３０轻灾（雹径２～５ｍｍ）－７５
１２０７２５ ２５轻灾（雹径２～５ｍｍ）－５５
１３０８０１ ６０
１４０８０１ ２０ －４
１５０８２３ ３５
１６０８２４ ４０
１７０８２９ ４５

防雹作业效果
１７次防雹作业中，有６次作业后受灾，２次

牁值小于临界值３０，因此防雹效果
犣＝（１７－８）燉１７＝５３％。

小结
６１经过物理统计检验，２００２年旬邑高炮及火
箭防雹效果是显著的，综合作业效果为５３％。
６２对１７次作业前后雷达回波及降雹实况的对
比分析得出，雷达回波变化参量的临界值为３０，
这一临界值可用于快速检验旬邑每次防雹作业后
的作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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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同。评价项目的级别取决于主要污染物排放
量、周围地形的复杂程度以及当地执行的大气环
境质量标准等因素。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划分
为一、二、三级。项目周围地表特征可分为平原
和复杂地形两类。复杂地形系指：山区、丘陵、沿
海、大中城市的城区等。

《陕西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气象资料使
用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建设项目地点与周边
气象台站的直线距离，平原地区２０ｋｍ、丘陵山区
５ｋｍ以远时，不能直接应用周边气象台站的气象
资料，应委托专业气象机构建立临时气象观测点，
进行现场实测。”一、二、三级评价项目，大气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的边长，一般分别不应小于１６～
２０ｋｍ、１０～１４ｋｍ、４～６ｋｍ。平原取上限，复
杂地形取下限，对于少数等标排放量较大的一、二
级项目，评价范围应适当扩大。
１１气象资料可直接利用性的判别与处理

对于一、二级评价项目，如果气象台（站）在
评价区域内，且和该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地理条件
基本一致，则其大气稳定度和可能有的探空资料
可直接使用，其它地面气象要素可作为该点的资
料使用。三级评价项目，可直接使用建设项目所
在地距离最近的气象台（站）的资料。

对于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建设项目所在地附近
的气象台（站）资料，必须按规定进行观测，并
在与现场观测资料进行相关分析后方可考虑其使
用价值。相关分析方法建议采用分量回归法，即

将两地的同一时间风矢量投影在牨（可取Ｅ—Ｗ
向）和牪（可取Ｎ—Ｓ向）轴上，然后分别计算其
牨、牪方向速度分量的相关。一、二级评价项目至
少应有冬、夏两个季节的代表月份，每日观测次
数，除北京时间０２、０７、１４、１９时４次外，应在
黎明前后、上午和傍晚增加观测２～８次。用求得
的线性回归系数牃、牄值，对气象台站的长期资料
进行订正。一级评价项目，相关系数牜不宜小于
０４５，二级评价项目、复杂地形的三级项目不得
小于０３５。
１２评价工作的分级

经过对建设项目的初步工程分析，选择１～３
个主要污染物，计算其等标排放量爮牏（下标牏为第
牏个污染物），然后再划分评价级别。爮牏的定义为：

爮牏＝爯牏爞ｏ牏×１０
９。 （１）

式中：爮牏为等标排放量，单位为ｍ３燉ｈ；爯牏为
单位时间排放量，单位为ｔ燉ｈ；爞ｏ牏为大气环境质量
标准，单位为ｍｇ燉ｍ３。爞ｏ牏一般选用ＧＢ３０９５中修
改后二级标准的１ｈ平均值（见表１）计算。对该
标准中未包含的项目，可以照ＴＪ３６－３７中的相
应值选用，如已有地方标准，应选用地方标准中
的相应值，对某些上述标准中均未包含的项目，可
参照国外有关标准选用，但应做出说明，报环保
部门批准后执行。爯牏应符合国家或地方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

表常见大气污染物体积浓度限值 ｍｇ燉ｍ

污染物名称 二氧化硫
ＳＯ２

总悬浮颗粒物
ＴＳＰ

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

二氧化氮
ＮＯ２

一氧化碳
ＣＯ

臭氧
Ｏ３

取值时间 １ｈ平均 日平均 日平均 １ｈ平均 １ｈ平均 １ｈ平均
二级标准 ０５０ ０３０ ０１５ ０２４ １０００ ０２０

评价工作的级别共划分三级。当等标排放量
分别为爮牏≥２５×１０９、２５×１０９＞爮牏≥２５×１０８、
爮牏＜２５×１０８时，复杂地形对应的级别分别为一
级、二级和三级；平原地区对应的级别则为二级、
三级、三级。爮牏按公式（１）计算。如污染物数大
于１，取爮牏值中最大者。

如某一位于山区燃煤电厂，其ＳＯ２排放量为

１５ｔ燉ｈ，则ＳＯ２的等标排放量：
爮牏＝１５０５×１０

９＝３×１０９（ｍ３燉ｈ），
故其评价等级为一级。
可以根据项目的性质，总投资和产值，周围

地形的复杂程度，环境敏感区的分布情况，以及
当地大气污染程度，对评价工作的级别作适当调
整，但调整幅度上下不应超过一级。对于三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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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项目，如果爮牏＜２５×１０７ｍ３燉ｈ，其评价内容可
进一步从简。调整或从简结果应征得环保主管部
门同意。
气候资料的提供

重点应调查当地的长期气候特点。选用地理
条件基本一致、距建设项目地近的气象台站的气

候要素资料（最近５ａ以上的平均值），列表载明
逐月及全年的气压、气温、降水、湿度、日照、蒸
发量、平均风速、主导风向、大风、雷暴、雾日、
扬沙等项内容（其中蒸发量、雷暴、雾日、扬沙
等项目视地区气候特点而定），如表２为某地气候
资料。

表某地常年各月及年不同气象要素（有删减）一览表（—年）
时间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月全年

气压燉０１ｈＰａ１０１８１１０１６６１０１２２１００６６１００１８９９７３９９５０９９７７１００５５１０１１９１０１６１１０１８１１００８１
…… …… …… …… ……
气温燉ｏＣ－０７１４ ７４１４４２０３２４７２６６２６２２１３１５５８１ １５１３９

污染气象资料提供
３１一级评价项目污染气象资料提供

一级评价项目应至少包括以下各项：年、季
（期）地面温度，露点温度及降雨量；年、季
（期）风玫瑰图；月平均风速随月份的变化（曲线
图）；季（期）小时平均风速的日变化（曲线图）；
年、季（期）各风向，各风速段，各级大气稳定
度的联合出现频率及年、季（期）的各级大气稳
定度的出现频率。所用资料至少应为最近３ａ。
３２二级和三级评价项目污染气象资料提供

二级和三级评价项目应至少包括以下各项：
年、季（期）风玫瑰图；年、季（期）各风向，各
风速段，各级大气稳定度的联合出现频率及年、季
（期）的各级大气稳定度的出现频率。所用资料至
少应为最近１ａ。
各风向、各风速段、各级大气稳定度的联合出
现频率的计算
４１所需数据

所需数据有：建设项目所在地经度、纬度；各
观测时次的时间（年、月、日、时分）、总云量、
低云量、风向、风速。
４２主要步骤

首先，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与时间计算太阳高
度角；根据风速、总云量、低云量进行稳定度分
类，并设Ａ，Ｂ，Ｃ，Ｄ，Ｅ，Ｆ类的稳定度值牞牠分
别为１，２，３，４，５，６；设北风Ｎ，北东北风ＮＮＥ，
东北风ＮＥ，…，静风Ｃ的风向值牥牆分别为１，２，
３，…，１７；设风速段＜１５ｍ燉ｓ，１５～３ｍ燉ｓ，３１

～５ｍ燉ｓ，５１～７ｍ燉ｓ，＞７ｍ燉ｓ的风速段值牥牤分
别为１，２，３，４，５；然后，定义三维数组牃牞牞牗
（牥牤，牥牆，牞牠）并赋０；

对于牔组（年）、月、日、时（分）、总云量、
低云量、风向、风速数据，做牔次循环，每次都
计算出稳定度、给出风向值、风速段值并设牃牞牞牗
（牥牤，牥牆，牞牠）＝牃牞牞牗（牥牤，牥牆，牞牠）＋１。

如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１４时，风速０７ｍ燉ｓ，则
牥牤＝１；Ｎ风，则牥牆＝１；稳定度是Ｂ类，则牞牠＝
２，这样牃牞牞牗（１，１，２）＝牃牞牞牗（１，１，２）＋１

……
最后，就可统计出各风向、各风速段、各级

大气稳定度的联合出现频率。
结语

在环境影响评价中，提供所有反映当地气候特
点的气象要素至少应是近５ａ以上的平均；一级评
价区需要的气象资料较多，且至少是近３ａ的；二、
三级评价项目至少应进行最近１ａ的年、季（期）风
玫瑰图和年、季（期）各风向、各风速段、各级大
气稳定度的联合出现频率，以及年、季（期）的各
级大气稳定度的出现频率两项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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