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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季温州雁荡山杉木林臭氧质量浓度垂直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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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森林中臭氧浓度不仅影响林木生长! 也影响游憩环境质量! 是森林康养环境研究的热点之一%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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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春夏两季对温州雁荡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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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不同垂直高度臭氧浓度及气象因子昼夜
!: ;

同步监测数据! 分析了不同高度臭氧浓度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除春季
<

'

"林冠上层&臭氧质量浓

度日最大
% ;

均值达到中国二类环境功能区质量要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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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季节中其余各高度臭氧质量浓度日最大

% ;

均值及小时均值均达到中国一类环境功能区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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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夏两季各高度臭氧质量浓度从小到大

依次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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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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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中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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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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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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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质量浓度日均值差值高于夏季) 两季各高

度臭氧质量浓度均为日间高* 夜间低! 且高值出现于
88-55"84-55

! 低值出现于
4-55

) 春夏两季各高度臭氧质量浓

度小时均值与温度* 风速呈正相关! 与相对湿度呈负相关) 春季各高度臭氧质量浓度与气压呈负相关% 总体来讲!

在雁荡山杉木林环境中! 以臭氧质量浓度变化规律为游憩及游憩设施布设标准! 在时间的选择上! 夏季比春季更

适合出游! 且夜间优于白天) 在空间的选择上! 建议选择林下及树冠中部布置游憩设施! 如林下栈道及空中栈道

或森林木屋等设施% 图
:

表
8

参
'6

关键词! 环境学) 杉木林) 垂直梯度) 臭氧浓度) 变化特征) 雁荡山

中图分类号!

?68%.4

)

@%!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5$4!564)

"

!58$

&

5!!5!$%!5$

BC+3D E+3ED3FGHF,+32 +I F;GDD *,IIDGD3F JDGF,EHK =GH*,D3F2 I+G H

7#%%-%.*&8-& '&%9+"'&5& I+GD2F ,3 2LG,3= H3* 2M>>DG HF NH3*H3=

O+M3FH,3 PHF,+3HK Q+GD2F RHGS9 TD3C;+M

?BPU NH3=

#9!

9 TAPU V;D3=

89!

9 WXAB W,H3=

'

9 YZAP TD30M3

89!

9 <AP YH3

89!

9 @Z ?;H32;H3

89!

9

YZ [,H3

89!

9 TAPU <H3

89!

%

81 \D] WH^+GHF+G] +I _GDD `GDD*,3= H3* VMKF,JHF,+3 +I PHF,+3HK Q+GD2FG] H3* UGH22KH3* A*>,3,2FGHF,+39 aD2DHGE;

X32F,FMFD +I Q+GD2FG]9 V;,3D2D AEH*D>] +I Q+GD2FG]9 `D,0,3= 8555$89 V;,3Hb !. ZG^H3 Q+GD2F aD2DHGE; VD3FDG9 PHF,+3HK

Q+GD2FG] H3* UGH22KH3* A*>,3,2FGHF,+39 `D,0,3= 8555$89 V;,3Hb '. NH3*H3= O+M3FH,3 PHF,+3HK Q+GD2F RHGS9 TD3C;+M

'!4)8:9 c;D0,H3=9 V;,3H

&

!"#$%&'$( aD2DHGE; +3 +C+3D E+3ED3FGHF,+3 ,3 I+GD2F2 ;H2 ^DE+>D H ;+F HGDH +I I+GD2F GDEGDHF,+3 ^DEHM2D +I ,F2

,3IKMD3ED +3 I+GD2F =G+dF; H3* D3J,G+3>D3FHK eMHK,F]. _;D JHG,HF,+3 +I +C+3D >H22 E+3ED3FGHF,+3 HF *,IIDGD3F

JDGF,EHK ;D,=;F2 ,3 I+GD2F D3J,G+3>D3F ;H2 H =M,*,3= G+KD ,3 I+GD2F GDEGDHF,+3 HEF,J,F,D2. BC+3D E+3ED3FGHF,+3 H3*

>DFD+G+K+=,EHK IHEF+G2 ,3 F;GDD *,IIDGD3F JDGF,EHK =GH*,D3F2

%

_;D I+KK+d,3= HGD DfLGD22D* ^] <

#

9 <

!

H3* <

'

GD!

2LDEF,JDK]. <

#

2FH3*2 I+G #.4 > IG+> =G+M3*9 <

!

,3*,EHFD2 F;D ED3FGHK LHGF +I EH3+L]9 <

'

>DH32 F;D ^+M3*HG]

^DFdDD3 EH3+L] H3* HF>+2L;DGD.

&

,3 NH3*H3= O+M3FH,3 dDGD >+3,F+GD* I+G !: ; ,3 F;D 2LG,3= H3* 2M>>DG +I

!5#6. _;D,G E;H3=,3= IDHFMGD2 H3* ,3IKMD3E,3= IHEF+G2 dDGD HK2+ +^2DGJD* HF F;D 2H>D F,>D. X3 F;,2 DfLDG,>D3F9

+C+3D 2H>LKDG dH2 M2D* F+ 2H>LKD F;GDD S,3*2 +I +C+3D >H22 E+3ED3FGHF,+39 H3* F;D *HFH dDGD LG+ED22D* ^]

收稿日期'

!5#%!5'!#'

# 修回日期'

!5#%!54!5%

基金项目' (十三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5#4`AY56`5)

&

作者简介' 宋阳" 博士研究生" 从事城市森林研究*

g!>H,K- :#''6$)$%hee.E+>

* 通信作者' 王成" 研究员"

从事城市林业+ 森林康养+ 森林生态等研究*

g!>H,K

'

dE;%')#h#)'.E+>



第
!"

卷第
#

期

$%&'%()* %(%+,-'- %(. /0+1'2+* )3/2%&'-3( %(%+,-'-4 5*-0+1- '(.')%1*. 16%1 16* /*%( $%+0* 37 8 6 /%9'/0/ 3!

:3(* )3()*(1&%1'3( '( 16&** .'77*&*(1 $*&1')%+ ;&%.'*(1- %++ %)6'*$*. 16* 2&'/%&, -1%(.%&. 73& %/<'*(1 %'& =0%+'1,

-1%(.%&.-

!

>?@ !;

"

/

"!

#

*9)*21 73& 16* 132 37 A

!

!

>@!4@! !;

"

/

"!

#

.0&'(; 16* -2&'(;4 B:3(* )3()*(1&%1'3(

)6%(;*- 73& 16* .'77*&*(1 $*&1')%+ ;&%.'*(1- C%- A

>

＜A

#

＜A

!

'( <316 -2&'(; %(. -0//*& C'16 .'77*&*()*- '( 16*

.%'+, /*%( 3:3(* )3()*(1&%1'3( <*1C**( A

>

%(. A

#

%(. A

!

<*'(; 6';6*& '( -2&'(; 16%( '( -0//*&D 16*&* C%- %

-';('7')%(1 .'77*&*()* <*1C**( A

#

%(. A

!

!

!＜@E@F

#

G H0&'(; 16* 3<-*&$%1'3( 2*&'3. 73& 16* 1C3 -*%-3(-D 16*

.%'+, 3:3(* )3()*(1&%1'3( '( 16* .'77*&*(1 $*&1')%+ ;&%.'*(1-

!

A

>

D A

#

D %(. A

!

#

%++ *96'<'1*. % -'(;+* 2*%I )0&$*D

C'16 16* 6';6*-1 )3()*(1&%1'3( 3))0&&'(; '( >>J@@">FJ@@D C6*&*%- 16* +3C*-1 3))0&&'(; '( FJ@@4 K6* /*%( $%+0*

37 16* 630&+, 3:3(* )3()*(1&%1'3( 73& A

>

D A

#

D %(. A

!

.0&'(; 16* 1C3 -*%-3(- C%- 23-'1'$*+, &*+%1*. C'16 1*/2*&!

%10&* %(. C'(. -2**. %(. (*;%1'$*+, C'16 60/'.'1, %- C*++ %- 2&*--0&*4 L( )3()+0-'3(D K%I'(; 3:3(* )3()*(!

1&%1'3( %- &*)&*%1'3( -1%(.%&.D -0//*& (';61- C%- /3&* -0'1%<+* 73& 2*32+* 13 1&%$*+4 L1 C%- %.$'-%<+* 13 )633-*

16* 0(.*&-13&, %(. 16* /'..+* 37 16* )%(32, 13 %&&%(;* &*)&*%1'3( 7%)'+'1'*-D -0)6 %- % 2+%(I &3%. '( 16* 0(.*&!

-13&, 3& 3$*&6*%. %(. % C33.*( 630-* '( % "# $%&'()$%*% 73&*-14

$

M6D N 7';G > 1%<G !O &*7G

%

!"# $%&'() *($'&3(/*(1 -)'*()*P "+&&,&-.%/,% $%&'()$%*% 73&*-1P $*&1')%+ ;&%.'*(1P 3:3(* )3()*(1&%1'3(P

)6%(;'(; )6%&%)1*&'-1')-P Q%(.%(; R30(1%'(

近年来中国臭氧!

B

!

#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近地面高浓度臭氧已成为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气

体$

>

%

' 高浓度臭氧会对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造成危害& 如刺激鼻黏膜( 呼吸道( 视觉神经( 损害中枢神

经系统$

#"F

%

& 以及破坏植物形态& 影响植物生理生化功能和生长发育状态等' 目前& 关于臭氧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前体物( 气象因子( 典型天气等影响因素与其的关系& 浓度的监测& 预测模型的建立& 对植物

单体及农作物产量的影响等方面' 城市森林既是植物生长的载体又是人们日常康养( 休闲的重要场所$

"

%

&

进行林内不同垂直高度的康养活动以及建立不同高度的康养设施有利于人们更加科学合理地使用森林环

境& 因此对城市森林内不同垂直高度的臭氧浓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 中国目前关于森林内臭氧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背景地区& 对城市森林内臭氧的研究还极为缺乏' 此外& 城市森林内植物有机挥发

物$

O"8

%

( 太阳辐射强度$

S

%

( 气象因子$

>@

%等在不同垂直高度的差异可能会引起林内臭氧浓度沿垂直梯度的变

化' 然而& 现有研究还未见对城市森林内不同垂直高度臭氧浓度的研究' 因此& 本研究以雁荡山国家森

林公园内杉木
"+&&,&-.%/,% $%&'()$%*%

林为对象& 研究春夏两季不同高度杉木林环境臭氧质量浓度变化

规律& 分析臭氧质量浓度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为科学开发和利用森林游憩环境& 为人们合理选择游憩时

间( 空间提供理论依据'

>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

研究区概况

雁荡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北部海滨& 属北雁荡山风景区范畴& 距温州市区约
F8

I/

& 东南临近乐清湾& 西南与大龙湫雁湖景区相接& 北接卓南乡' 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园内

地形较为平坦& 四周崖壁陡峭& 山谷( 缓坡地带分布成片人工杉木林& 有少量阔叶树分布& 群落层次明

显& 有乔木( 灌木和草本等' 季节性降雨明显& 春末
F""

月为梅雨季节& 阴雨连绵& 雨量占全年的

#"TU#8T

& 夏季
O"S

月受台风影响& 多雷阵雨或大暴雨'

*+,

研究方法

>4#4>

样地选择 杉木林是温州地区较为典型的山地森林植被类型' 温州雁荡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杉木林

是
#@

世纪
F@U"@

年代营造的人工林& 树龄相对一致& 树高大致相同'

本次试验的样地面积约
O "8@4# /

#

& 林分郁闭度约
@4O@

' 杉木平均高度为
>#4!" /

& 平均胸径为

>>4" )/

) 林下灌木主要有少量檵木 0)1)2(*%$+/ '.,&(&3(

和杜鹃
4.)5)5(&51)& 3,/3,,

等' 按照人体高度

A

>

!

>4F /

#& 林冠层中部高度
A

#

!

"4@ /

#和林冠冠层顶部
A

!

!

>#4@ /

#等
!

个高度设置观测点'

>4#4#

测定方法 每个监测高度选取正方形竹梯边线相交点观测&

!

个点分别位于东北角( 西南角( 东

南角!图
>

#' 臭氧质量浓度采用新西兰产的
V*&3W0%+X*&'*- F@@

臭氧检测仪' 该仪器测定范围为
@U@GF@@

宋 阳等* 春夏季温州雁荡山杉木林臭氧质量浓度垂直变化特征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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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因子包括温度% 相对湿度% 露点温度% 气压% 平均风速等指标" 采用美国产
./012/3 4-&& 567)/1

8/91:/2 ;/1/2

便携风速气象测定仪# 温度测定精度范围为
!!$*<& "

# 相对湿度测定精度范围为
-=*

$-=

# 风速测定精度范围为
&+>*%&+& '

!

0

!#

$ 光照强度采用中国台湾产
?@A##44!B

光照仪# 测定范围为

&*!$#&

-

3C

"

图
#

杉木林内测量竹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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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数值单位为
'

北半球环境空气中高浓度臭氧污染事件多发生在春夏季节&

GG

'

# 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提供的空气质量

报告中#

!"G<

年
-

月及
,

月温州臭氧污染为首要污染# 根据候温划分法结合监测期间当地气温# 于

!"G<

年
-

月初%

,

月(即春夏两季)每月选取多云或晴的
4 H

# 从
$L""

到次日
$L""

# 对杉木林内
4

种高

度# 共
$

个观测点的臭氧质量浓度及气象因子进行昼夜
!% :

同步监测# 隔
! :

监测
G

次# 各观测点安

排
!

人读取和记录数据# 每个观测点同一时段连续读取
>

次数据# 每次读取待仪器稳定并间隔
! 'EJ

"

各观测点共获取臭氧质量浓度数值
G !$>

个"

为科学比较杉木林环境内
4

种垂直高度空气质量# 以中国环境保护部
!"G!

年修订的
MN 4&$-!!&G!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臭氧质量浓度日最大
, :

均值(指
G H

中最大的连续
, :

平均质量浓度的算术平均

值)以及小时均值作为衡量标准" 观测期间的温州市区臭氧质量浓度背景值数据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提供"

!

结果与分析

!"#

杉木林内不同高度臭氧质量浓度的总体特征

如图
!

所示, 杉木林内各高度臭氧质量浓度最大
, :

均值为
<-+%&*GG>+4- !(

!

'

!4

"

O

G

#

O

!

和
O

4

各

高度差异显著(

0＜&+&-

)# 其中
O

G

臭氧质量浓度最低#

O

4

最高" 这可能是由于
O

4

处于冠层上部边界#

是与对流层大气交换最为强烈的区域# 一方面外源环境臭氧垂直输送的前体物最先到达
O

4

# 导致其臭

氧质量浓度最高$ 另一方面# 冠层上部光照强度及紫外辐射最强# 为臭氧的生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O

!

处于树冠中部# 冠层中部为叶片相对集中区域# 且植物气孔主要分布在叶片的上下表皮&

G!

'

# 而气孔是臭

氧进入植物体并发生毒害作用的主要通道&

G4

'

# 所以在
O

!

处叶片吸收部分臭氧# 其质量浓度相对较低$

O

G

由于处于距地面
G+- '

处# 臭氧通过
O

!

和
O

4

高度处植物的吸收# 到达
O

G

的通量最少" 另外# 臭氧

与土壤的相互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O

G

高度的臭氧质量浓度"

!"!

杉木林内不同高度臭氧质量浓度的季节变化特征

由图
4

可见,

O

G

春夏两季差异不显著"

O

!

和
O

4

春夏两季差异极显著(

0＜&+&&G

)# 且
O

G

#

O

!

和
O

4

各高度从春季到夏季分别下降了
G&,+-!=

#

G4$+&!=

和
!%G+<&=

"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远距离输送和对流

层向下传输有关, 一方面温州市区春季背景值高出夏季
GG+>G=

# 因此受温州市人为源输送影响# 春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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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质量浓度较高! 另一方面该研究区受东亚季风环流系统的影响"

$%

#

$ 春季光化学反应产生的高体积分

数臭氧$ 随西风带向东输送$ 同时夏季风侵入带来低臭氧体积分数的海洋性气团"

$$& $'

#

%

春夏两季
(

$

$

(

#

和
(

!

臭氧质量浓度日均值均差异显著&

!＜)*+'

'% 春季
(

$

$

(

#

和
(

!

臭氧浓度为

',*$$-$+!*$# !.

(

/

!!

$

(

$

最低$

(

#

次之$

(

!

最高! 夏季
(

$

$

(

#

和
(

!

臭氧质量浓度为
!0*"%-"!*#$ !.

)

/

!!

$ 次序与春季相同% 虽然林内春夏两季臭氧质量浓度差异较大$ 但
(

$

$

(

#

和
(

!

臭氧质量浓度变化具

有一致性$ 可能是由于
!

种高度的光照强度不同$

(

!

处于林冠上部$ 光强最强$ 且冠层上部叶片截留

太阳总辐射多$ 会导致最终进入林下光能减少"

$"

#

$ 所以
(

$

处光照强度最弱% 与此同时$ 林内辐射通量

也间接影响林内温度$ 导致
(

$

$

(

#

和
(

!

处的温度差异% 那么假设在相同质量浓度臭氧前体物水平输送

入林内时$

(

!

生成臭氧的光化学反应最为强烈$ 致使其臭氧质量浓度升高%

图
#

各高度臭氧质量浓度总体最大
1 2

均值

34.567 # 879: ;

!<1 2

4: =>64:. 9:? =5//76 @A B76C4D9E .69?47:C

图
!

各高度臭氧质量浓度季节日均值

34.567 ! F94EG /79: B9E57 @A ;

!

4: B76C4D9E .69?47:C

!

最
大

1
2

臭
氧
H

&

!
.

)

/

<
!

'

!

臭
氧
I

&

!
.

)

/

<
!

'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季节不同
高度间差异显著&

!＜+*+'

'! 不同
小写字母表示同一高度不同季节
间差异显著&

!＜+*+'

'

夏季春季

!"#

杉木林内不同高度臭氧质量浓度的日变化特征

总体来讲$ 春夏两季
(

$

$

(

#

和
(

!

臭氧质量浓度呈单峰型变化$ 白天高$ 夜间低$ 但各季节
(

$

$

(

#

和
(

!

出现峰值和低谷值的时间存在差异&图
%

'% 与夏季相比春季臭氧质量浓度昼夜变幅较大% 具体为

春季峰值出现于
$!J++!$'J++

$

(

$

-(

!

分别达
$+'*"!

$

$!$*%#

和
$%'*#! !.

)

/

!!

$ 其中
(

#

和
(

!

峰值比
(

$

提前
# 2

$ 低谷值分别出现于
'J++

&

#!*+$ !.

)

/

!!

'$

#$J++

&

!#*$% !.

)

/

!!

'和
#!J++

&

,+*!$ !.

)

/

!!

'! 夏季

(

$

$

(

#

和
(

!

峰值均出现在
$$J++

$ 依次为
1$*$$

$

$+%*"+

和
$$0*+% !.

)

/

!!

$ 低谷值分别出现于
'J++

&

$'*#% !.

)

/

!!

'$

,J++

&

#+*'' !.

)

/

!!

$

!%*'# !.

)

/

!!

'%

!

臭
氧
I

&

!
.

)

/

<
!

'

图
%

各高度臭氧质量浓度小时均值

34.567 % (@56EG /79: B9E57 @A ;

!

4: B76C4D9E .69?47:C

!

臭
氧
I

&

!
.

)

/

<
!

'

!

臭
氧
I

&

!
.

)

/

<
!

'

从同一季节
(

$

$

(

#

和
(

!

臭氧质量浓度日变化曲线来看$ 各垂直高度的小时均值存在一定差异$ 除

,J++

外$ 各时段均为
(

$

＜(

#

＜(

!

% 经方差分析$ 春夏两季各时间段臭氧质量浓度差异不显著% 这一现

象的成因可能是杉木林内小气候相对稳定$ 各高度臭氧质量浓度小时均值差异相对稳定%

由日最大
1 2

质量浓度&

$$J++!$,J++

时'均值可知$ 春季
(

$

$

(

#

和
(

!

处日最大
1 2

均值依次为

宋 阳等* 春夏季温州雁荡山杉木林臭氧质量浓度垂直变化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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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

##+)(#

和
#+,)+* !-

"

.

!+

# 夏季
/

0

!

/

!

和
/

+

处日最大
' 1

均值依次为
(%)"'

!

'0)''

和
$*)+% !-

"

.

!+

$ 各季节日最大
' 1

均值不仅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0(" !-

"

.

!+

! 且春季小时均值分别低于国家标准

0')0$23'%),"2

! 夏季低于国家标准
(%)+'230%$)(*2

! 说明杉木林内
/

0

!

/

!

和
/

+

处臭氧质量浓度符合

中国风景区等空气清洁地区的水平! 可以提供相对清洁的空气质量环境! 适合进行森林康养% 休闲游憩

等活动$

!"#

杉木林内不同高度臭氧质量浓度与气象因子的关系

将各高度臭氧质量浓度的小时均值与春夏两季气象因子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
0

所示$ 春季
/

0

!

/

!

和
/

+

处温度% 风速与臭氧质量浓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0

'! 相关系数分别为
")'+$4 &)'+$5 &)'!,

和

&)($$5 &)*%05 &)*(!

# 与相对湿度% 气压呈极显著负相关&

!＜&)&0

'! 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

!&)'+$

和
!&)(,&5 &)*%0

!

&)*(!

# 夏季同样与温度% 风速呈极显著正相关&

!＜&)&0

'! 相关系数分别为

&)'0'5 &)*%05 &)'&%

和
&)'!%5 &)'+'5 &)'0&

# 与相对数度呈极显著负相关&

!＜&)&0

'!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

!&)$0(

!

!&)'*%

$

表
$

春秋季节杉木林不同高度臭氧质量浓度与小气候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6789: 0 ;<==:97>?<@ A<:BB?A?:@>C <B <D<@: A<@A:@>=7>?<@ 7@E .:>:<=<9<-?A79 B7A><=C ?@ F:=>?A79 -=7E?:@>

季节 垂直梯度 温度 相对湿度 气压 风速 光照强度 紫外辐射

/

0

&)'+$GG !&)'$,GG !&)(,&G &)($$G !&)!!+ !&)+#%

春季
/

!

&)'+$GG !&)$&$GG !&)**(GG &)*%#GG !&)!#( !&)!$+

/

#

&)'#'GG !&)''#GG !&)&'% &)'!%GG !&)+&* !&)+#%

夏季
/

!

&)*%#GG !&)$#(GG !&)#&, &)'+'GG !&)##' !&)#,+

/

+

&)'&%GG !&)'*%GG !&)#*' &)'#&GG !&)#,+ !&)#(*

/

+

&)'!,GG !&)'+$GG !&)'+$GG &)*(!GG !&)+%$ !&)%&,

说明(

G

表示在置信度&双侧'为
&)&,

时显著相关#

GG

表示在置信度&双侧'为
&)&#

时极显著相关

由表
#

结果可知( 春夏两季杉木林环境内! 各高度臭氧质量浓度与气象因子相关性存在一定差异!

其中温度% 相对湿度% 风速与臭氧质量浓度在两季相关性一致# 但气压在春季与臭氧有显著相关性! 然

而夏季相关性不显著# 光照强度与紫外辐射在春夏两季均与臭氧质量浓度无显著相关$ 一定程度下温度

升高使臭氧质量浓度升高! 其原因可能是! 臭氧的生成和运输达到一定温度阈值后! 促进杉木林内植物

挥发物释放! 同时加强光化学反应速率)

#'

*

! 形成空气湍流引起气体交换! 进一步输入氮氧化物&

HI

"

'等

人为源$ 森林环境内可在一定程度起到增湿的作用$ 林内水汽增加! 提升臭氧的光化学消耗! 在对流层

中水汽与臭氧的反应起到汇的作用! 反应生成的自由基也是大气光化学过程的重要触发机制$ 风速对于

臭氧质量浓度的积累通常与其传输特质有关! 林内风速增大! 垂直动量输送加强! 有利于近地面层臭氧

向林内输送$ 另外! 风速越大湍流作用越强! 越有利于光化学反应速率的提升$

+

结论与讨论

%&$

讨论

+)#)#

雁荡山杉木林环境臭氧质量浓度总体低于温州市区环境臭氧质量浓度的原因分析 与温州市区内

春夏最大
' 1

均值
#(% !-

"

.

!+

&

,

月
#*+ !-

"

.

!+

!

'

月
#,, !-

"

.

!+

'相比!

/

#

!

/

!

和
/

+

臭氧质量浓度分别

低于市区
##*),&2

!

(*)*$2

和
%&)$,2

$ 说明杉木林总体环境臭氧质量浓度与温州市区内相比更清洁!

其原因可能有
!

个方面( 一方面是森林植物自身的削减作用! 当植物进行呼吸作用时! 臭氧随植物呼吸

进入植物叶片细胞间隙! 植物消耗% 吸收部分臭氧! 降低林内臭氧质量浓度# 另一方面! 可能是由于雁

荡山所处地理位置与城市人为源区距离较远! 臭氧前体物气团在长距离输送过程中! 一部分通过重力或

者垂直运动作用与植物% 地面 &土壤'相碰撞! 从而被捕获或被表面吸附吸收! 成为干沉降&其去除途径

量级与平流层臭氧的输入量相当'! 一部分直接进行光化学反应形成臭氧! 只有少部分到达林内进一步

反应生成臭氧$ 虽然植物排放的
JKI;

&植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与
LKI;

&人为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相

比更具有反应活性)

0$

*

! 但台州地区对不同植被类型
JKI;

排放的研究表明)

!"

*

( 杉木林排放强度仅为建成

区的
%")%%2

$ 臭氧生成量和生成速率不仅和
KI;C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浓度有关! 也与
HI

"

和
KI;C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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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有很强的非线性关系!

#$

"

# 主要表现为
%&'()*&

!

较高# 臭氧生成受
*&

!

控制$ 反之亦然$ 从污染较为

严重的城市%温州市区&到相对清洁的地区# 随着
*&

!

减少# 臭氧生成会从
%&'(

控制转为
*&

!

控制!

##

"

#

所以雁荡山杉木林内臭氧质量浓度与温州市区相比偏低可能也与林内
*&

!

较低有关$ 此外# 王自发等!

#!

"

和
+,-..,+

等!

#/

"对臭氧污染模拟研究发现' 由于周边地区向研究地及其远郊输送污染物# 其贡献率可

达
#012"01

# 同时表明# 受周边地区输送污染物的影响# 研究地远郊的污染天数高于市区内# 说明雁

荡山杉木林在外界输送的污染量有可能大于温州市区的情况下# 仍能吸收消耗部分臭氧# 使整体浓度保

持较优水平$

!3$4#

杉木林臭氧质量浓度春季高于夏季的原因分析 目前# 对于臭氧浓度季节变化的研究结果主要分

为
#

类' 其一是夏季臭氧浓度为年最大值( 其二是春季臭氧浓度为年最大值!

#5

"

$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

能与所研究地区所处背景环境洁净度) 与高浓度污染区域的输送程度# 以及局地光化学产生的速率有

关$ 北半球多为人类活动直接影响较小的地区# 近地层臭氧以春季为全年最高!

#"

"

( 苏彬彬!

$6

"对华东森林

及高山背景区域臭氧浓度研究发现'

/

月最高
$

月最低# 且有较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由高到低依次为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认为其产生季节性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 地面臭氧作为一种二次污染物# 需

要氮氧化物) 一氧化碳和挥发性有机物在光照条件下生成# 因此光照和温度是最为重要的外界环境( 侯

雪伟等!

#6

"对低纬度# 中纬度及高纬度清洁背景区臭氧浓度季节变化进行研究# 发现近地层臭氧春季高)

夏季低是广泛存在的现象( 也有研究表明' 森林地区夏季植物生长旺盛# 能降低臭氧浓度!

#7

"

$ 但同样有

不少研究表明!

$78 #9

"

' 由于夏季的太阳辐射强度较强# 平均日照时间和平均气温全年最高# 臭氧极高值经

常出现而导致夏季浓度整体偏高$ 虽然森林背景下植物挥发物是臭氧的前体物# 是提升臭氧浓度的主要

因素# 但是本研究中即使在夏季高温) 高辐射等有利于臭氧光化学反应的条件下# 夏季臭氧质量浓度仍

低于春季# 说明城市森林环境内植物挥发物作为前体物生成的臭氧并不是林内臭氧浓度变化的主导因

素# 造成春季臭氧质量浓度高于夏季的原因# 主要由于背景环境洁净度和高浓度污染区域的输送$

!4$4!

臭氧质量浓度日动态变化特征原因分析 形成日变化的原因可能是# 清晨到正午# 随着太阳高度

角升高# 林内光照强度增强# 一部分前体物来源于外界输送# 另一部分来源于林内植物有机物的挥发#

臭氧的光化学反应增强# 植物对臭氧的吸收也不断增强!

#7: !;

"

# 但当温度达到一定限值后# 植物为了避免

蒸腾作用消耗水分# 关闭气孔# 降低对臭氧的吸收作用# 致使环境中臭氧质量浓度达到峰值# 夏季质量

浓度峰值较春季提前
# <

# 可能是由于夏季林内温度较高# 在光合抑制和高温胁迫的双重作用下# 气孔

提前关闭# 正午过后太阳辐射降低# 光强) 温度随之下降#

=%&'(

释放速率在光强超过
/; ;;; >?

后释

放速率开始减少!

!$

"

# 臭氧的光化学反应强度降低# 整体呈下降趋势$ 土壤微生物活动是不可忽视的一氧

化氮排放源# 一氧化氮占土壤微生物排放物的
95@

以上# 一氧化氮与臭氧夜间化学反应'

&

!

A*&!*&

#

A

&

#

!

!#

"

# 使臭氧质量浓度于日出达到低谷# 而局部时段臭氧质量浓度波动变化可能是由于风速等气象因子

变化引起的$ 本研究与徐敬等!

$5

"对夏季局部地区环流对北京下风向地区臭氧输送的影响) 白建辉等!

!#

"对

鼎湖山森林地区臭氧浓度的日变化及刘建等!

!!

"对珠江三角洲臭氧污染的影响研究一致# 均表现为单蜂分

布# 且白天远高于夜间( 苏彬彬!

$6

"对武夷山背景点的研究表明' 臭氧较高浓度出现在午夜或凌晨# 并认

为光化学反应不是决定臭氧浓度的主导因素# 而是由于日夜交替引起的气象条件所致# 说明决定臭氧浓

度变化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

!4$4/

臭氧质量浓度与气象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与谈建国等!

$9

"对上海) 陈魁等!

!0

"对天津市) 郑冬

等!

!$

"对大连市) 陈漾等!

!/

"对广州市) 齐冰等!

!5

"对杭州市) 刘姣姣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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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近地面臭氧时空变化及其与气象因子的关系!

,

"

R

中国环境监测
- !&/'- ''

#

%

&

. $$

! /&$R

U0J< WF9@- 70;<= ,69E3- 01;<= 73OCF?R `EFH6FX"H4DE?NFX MFN6FH6?9 ?I K3NIFG4 ?O?94 69 =3F9@OC?3 F9A 6HK N4XF"

H6?9K 56HC D4H4?N?X?@6GFX IFGH?NK

!

,

"

R %&'7()& ?)&7- <=7&5- !&/'- ''

#

%

&

. $$ ! /&$R

!

+b

" 齐冰
-

牛文
-

杜荣光
-

等
R

杭州市近地面大气臭氧浓度变化特征分析!

,

"

R

中国环境科学
- !&/'- '"

#

!

&

. %%+ !

%b/R

]\ 869@- <\1 W3549- >1 V?9@@3F9@- 3- 5"R UCFNFGH4N6KH6GK ?I K3NIFG4 ?O?94 G?9G49HNFH6?9 69 3NYF9 K6H4 ?I 0F9@OC?3

!

,

"

R <=7&5 %&'7()& 8>7- !&/'- '"

#

!

&

. %%+ ! %b/R

!

+[

" 刘姣姣
-

蒋昌潭
-

宋丹
-

等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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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臭氧时空分布特征的飞机探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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