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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中加权法选取典型气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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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在计算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中选取典型气象日，根据典型日的定义，利用２００５年西安基
准气候站气象观测资料和西安市环境监测站ＳＯ２、ＮＯ２和ＰＭ１０日平均污染物质量浓度资料，分析
西安市大气污染特征与气象条件的关系，按照不同气象要素确定权值选取典型气象日，对比西安
市典型日天气现象与环境空气质量。加权法确定筛选的西安市典型气象日一般都出现在冬季，其
风速、湿度都较小，计算得到的混合层高度也较小，基本符合污染严重的条件。结果表明大气环
境影响评价中用加权法筛选典型日提高了计算精度，更真实地反映该地区的实际气象条件对大气
污染物分布浓度的影响情况，基本上是可行的，能够为大气环境评价预测日平均质量浓度提供可
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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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中，为了评价建设项目
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情况，需要预测和计
算日平均质量浓度等指标。计算日平均质量浓度的
方法有保证率法、典型日法、换算法等，通常采用
典型日法分析典型日气象条件下，建设项目或区
域项目对环境敏感点和评价区域的最大环境影响，
分析是否超标、超标程度、超标范围和位置，此类
日气象条件发生的概率和最大持续发生时间。所谓
“典型日”是指高质量浓度污染日。由于大气对污染
物的扩散稀释能力随着气象条件不同而发生很大
变化，在不同气象条件下同一污染源排放所造成的
地面污染物质量浓度相差几十倍乃至几百倍［１］，在
相似的气象条件下，污染趋势也相似［２］，采用“典
型日”计算日均质量浓度，应注意选择有代表性的
污染气象条件。本文利用２００５年西安基准气候站
逐时气象观测资料和西安市环境监测站ＳＯ２、ＮＯ２
和ＰＭ１０日平均污染物质量浓度资料，运用加权的
方法来筛选２００５年的典型日。
加权法［］

加权法用权系数来描述各目标之间的重要

性，分别设定加权数：犽１，犽２，…，犽牕。首先根据
各气象参数的数据来确定加权值，然后求和，从
而得到一个时次的加权和牠牐：

牠牐＝∑
牕

牏＝１犽牏， （１）
式中，牠牐是第牏时牕个气象参数的加权值之

和，犽牏是第牕个气象参数第牏时的加权值。
再根据式（２）可以求得一天的加权数牆牑：

牆牑＝∑
２４

牐＝１牠牐， （２）
式中，牆牑代表第牑天加权值和。最后比较一

年内每天的牆牑，牆牑最大的一天作为典型气象日。
典型气象日选取
２１筛选气象因子

首先确定影响空气污染物质量浓度的空间分
布和随时间的变化的气象因子。将２００５年西安基
准气候站逐时气象观测资料和西安市环境监测站
ＳＯ２、ＮＯ２和ＰＭ１０日平均污染物质量浓度资料与
风速、混合层高度、降水量、湿度、温度、气压
等气象因子计算作相关分析［４］（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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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年西安市冬季气象要素与污染
物质量浓度相关关系表

气象要素 相关系数 显著性水平
风速 －０３２９５８ 相关

混合层高度 －０１９２７７ 相关
相对湿度 ０４１８２６９ 相关
降水量 －０１２０５ 接近无关
总云量 －００８４７８ 接近无关
低云量 －０１０９４５ 接近无关
气压 ００００５５８ 接近无关

地面温度 ００３５１２５ 接近无关

由表１可知，风速、混合层高度、相对湿度
与影响污染物质量浓度的相关性均通过了α＝
０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而总云量、低云量、气压
等与污染物质量浓度接近无关。

风向决定了污染物的输送方向，位于下风向
的地区将可能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和污染。本文
采用西安市５个测点质量浓度的平均值，而５个
测点分别位于西安市东、南、西、北郊和城中心
钟楼，故本文对风向的影响暂不考虑。

另外，降水的湿清除过程能有效清除大气中
的气溶胶粒子，从而净化空气［５］。虽然地面温度本
身对污染扩散没有直接的物理影响，但由于西安
是北方城市，采暖季当地面温度较低时，采暖增
加排放量，污染质量浓度随气温降低而增大［６］。

因此，确定风速、混合层高度、相对湿度、降
水量、地面温度为影响污染物质量浓度的主要气
象因子。
２２确定加权值

影响大气污染物散布的气象因子主要有：动
力因子（风和湍流是影响大气扩散能力的主要动
力因子）、热力因子（太阳辐射量、大气层结稳定
度、气温的垂直分布）、大气中的水分（湿度、云、
雨、雪、雾等）以及混合层高度等［７］。

风速的大小和大气稀释扩散能力的大小之间
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风速大，表示大气稀释
扩散能力强，引起地面污染物质量浓度减少；风
速小，表示大气稀释扩散能力弱，引起局地污染
物质量浓度增加［８］。因此，选静小风时权值较大，

风速较大时权值较小。
大气层结稳定度对地面污染物质量浓度的影

响更为显著，地面污染物质量浓度随着逆温强度
和厚度的增加而加大。观测表明：混合层顶上下
两侧的污染物质量浓度可相差５～１０倍，混合层
厚度越小，差值越大。混合层高度越小污染越严
重，确定混合层高度越小，权值越大，反之权值
越大。

降水的冲刷作用能使大气中的污染物质量浓
度显著减低，雨水对污染物的清除作用非常重要，
而且同样的降水量，雪的冲刷能力比雨大。降雨
量为０（包括无降水和降水量为００ｍｍ）时对污
染物质量浓度没有影响，权值为０，随着降雨量的
增加，对污染物质量浓度的清除作用越明显，权
值越小。

当空气中湿度增加时，硫化物、烟尘等污染
物的质量浓度就会升高。随着相对湿度的增加权
值加大。

采暖季当地面温度较低时，采暖增加排放量，
故温度低则权值大。

考虑以上气象因子对污染物质量浓度的影
响，得到了气象要素加权值（表２）。

表年西安市气象要素加权值
气象要素 取值范围 加权值

混合层高度燉ｍ
＜１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３０１～９００
＞９００

３
２
１
０

地面风速燉（ｍ燉ｓ）
＜０５
０５～１５
１５～４
＞４

４
２
０
－２

降雨量燉ｍｍ
＜０１
０１～１
１～２
＞２

０
－１
－２
－３

相对湿度燉％
≤４０
４０～７０
＞７０

０
１
２

温度燉ｏＣ
＜－５
－５～－２
－２～０
＞０

３
２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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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云量与太阳高度角按表３查出太阳辐
射等级，再由太阳辐射等级与地面风速按表４查
找稳定度等级［９］。大气稳定度等级可采用修订的
帕斯奎尔（Ｐａｓｑｕｉｌ）稳定度分级法，分为强不稳
定（Ａ）、不稳定（Ｂ）、弱不稳定（Ｃ）、中性
（Ｄ）、较稳定（Ｅ）和稳定（Ｆ）六级。最后根据ＧＢ燉
Ｔ１３２０１－９１中利用常规气象地面气象资料的方
法计算混合层高度。

牎＝牃牞牣１０燉牊 （３）
牎＝牄牞（牣１０燉牊）１燉２ （４）

若稳定度为Ａ、Ｂ、Ｃ、Ｄ，用（３）式计算，牃ｓ
值分别为００７３、００６０、００４１、００１９；若稳定
度为Ｅ、Ｆ，用（４）式计算，牄ｓ值分别为１６６、０７０；
牣１０为１０ｍ高度处的平均风速（单位：ｍ燉ｓ），大于
６ｍ燉ｓ时取为６ｍ燉ｓ；牊为地转参数，西安市
牊＝０００００８２３２４９。

表太阳高度角和云量确定太阳辐射等级
云量燉（１燉１０） 太阳高度角

总云量燉低云量 夜间 牎０≤１５° １５°＜牎０≤３５°３５°＜牎０≤６５° 牎０＞６５°
≤４燉≤４ －２ －１ １ ２ ３
５～７燉≤４ －１ ０ １ ２ ３
≥８燉≤４ －１ ０ ０ １ １
≥５燉５～７ ０ ０ ０ ０ １
≥８燉≥８ ０ ０ ０ ０ ０

表太阳辐射等级和地面风速确定大气稳定度等级
地面风速
燉（ｍ燉ｓ）

太阳辐射等级
３ ２ １ ０ －１ －２

≤１９ Ａ ＡＢ Ｂ Ｄ Ｅ Ｆ
２～２９ ＡＢ Ｂ Ｃ Ｄ Ｅ Ｆ
３～４９ Ｂ ＢＣ Ｃ Ｄ Ｄ Ｅ
５～５９ Ｃ ＣＤ Ｄ Ｄ Ｄ Ｄ
≥６ Ｄ Ｄ Ｄ Ｄ Ｄ Ｄ

由计算出的混合层高度以及其他气象因子，
可通过表２查出其相应的加权值犽牏，然后由式

（１）可求得牠牐，再根据式（２）可以求得一天的加
权数牆牑。全年计算结果见图１。

图１２００５年西安市气象条件确定加权值曲线

２１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７（５）



２３典型日确定
按照权重大小排序，选取牆牑最大的一天为典

型气象日。２００５年在１月１３日、１月１２日、１２
月２９日的牆牑分别为１７５、１７２和１７３，为全年牆牑
最大的３ｄ，可选取它们作为典型日。
西安市年实际空气质量情况

利用西安市环境监测站提供的２００５年６个测

点（钟楼、开关厂、兴庆小区、纺织城、小寨、草滩）
ＳＯ２、ＮＯ２、ＰＭ１０的质量浓度资料（自动监测结果），
用空气污染指数ＡＰＩ法（Ａｉ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简
称ＡＰＩ）计算２００５年的空气污染指数爛［１０］，得出
２００５年首要污染物为ＰＭ１０，其中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０
日和１月１３日为中度污染，２００５年１月７日、１
月１２日等１２ｄ为轻度污染（图２）。

图２ＡＰＩ法评价西安市２００５年空气质量

结论
４１应用加权法筛选得出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２日、１
月１３日，１２月２９日为２００５年西安市典型气象
日，基本与２００５年实际空气质量情况相符，表明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中加权法筛选典型日是可行
的。
４２典型气象日的风速、湿度都较小，计算得到
的混合层高度也较小，基本符合污染严重的条件。
４３由于冬季光照较弱，日照时间短，逆温频率
及强度比夏季高，大气对流不活跃，而风速较小，
逆温层稳定，不利于空气中污染物质扩散，并且
气温低，采暖增加排放量，西安市典型气象日一
般出现在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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