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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透明度光谱和浑浊度的观测
‘

毛节泰
、

王 强
、

赵柏林 **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提 要

利用 1 9 80 年 7 月一1 9 8 1 年 7 月在北京大学用多波段太阳直接辐射强 度 的 观 测 资 料
,

分析了这一年中大气透明度光谱和埃斯屈朗浑浊度的变化
。

从实测的气溶胶光学厚度随波长

变化的关系中可以推断
,

在这一期间
,

80 %的场合气溶胶谱分布应符合或非常接近 Ju n gc 分

布
,

在一般情况下
,

Ju n g e 分布的参数
,
与埃斯屈朗浑浊度 刀之间有反相关关系

。

一
、

引 言

大气浑浊度是表示大气中气溶胶含量 (不包括云雾粒子 )的大气光学参数
,

常用来监

测空气污染的状况
。

事实上空气污染给人们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大气变得浑浊不清
。

由于大

气气溶胶的增加影响到地气系统的热平衡
,

有可能影响到全球长期的气候状况
,

因此近

年来受到各国的关注
。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对浑浊度进行了系统的观测和分析
〔‘一 “」,

国际

气象组织也对浑浊度观测作过规定山
。

从对太阳直接辐射的观测可以得出大气浑浊度
。

目前用于表示 浑蚀度的 参数 有两

种
:

一是浑浊度系数
,

它是 0
.

5 井m 波长整层大气气溶胶的垂直光学厚度
。

即把地面测到

的太阳直接辐射写成

I ,
= I , 0 5 10 一 (r , , “注

一丁 “, , 十 B “ )
‘

价 (i )

取 久二 0
.

5 拼m
, B 即为浑浊度系数

,

上式中 几
。
为大气外界太阳辐射的强度

,
召为 日地距

离订正数
, 二 , ,

和
: 2 , ,

分别为分子大气的散射和吸收所构成的光学厚度
,
m 为大气光学质

量数
,

习惯上 (1) 式以 10 为底
,

而不是以
“为底

沪
具体测量时只需测出地面 D

.

5 拌m 波长

太阳直接辐射的强度
,

而
r , , 。

.

。和 : 2 , 。
.

。可以作为常数处理
。

第二种是埃斯屈朗浑浊度
。

埃斯屈朗
〔8 〕
指出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 随波长 的变化可

写为
: (只)一 刀只

一“

(2 )

并规定 刀为埃斯屈朗浑浊度
。

波长指数 a 在平均情况下可取 1
.

3
。

埃斯屈朗浑浊度实际上

是波长为 1 拼m 处整层大气气溶胶的垂直光学厚度
,

如果 a 取标准值 1
.

3 ,

则刀和 B 之间

本文于 1 9 82 年 3 月 2 7 日收到
,

1 9 8 2 年 1 2 月 6 日收到修改稿
。

1) 王强同志 目前在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工作
;

2) 亲胜基
、

景荣林同志参加部分观测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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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确定的关系
。

这时 刀也可以通过测量 0
.

5 拜m 波长处太阳直接辐射强度来确定
。

但若

同时考虑 a 和刀两个参数
,

则埃斯屈朗浑浊度包含了比 B 更丰富的内容
。

Bul lri c hL93 指

出
,

由于尺度为 0
.

3一 0
.

7 召m 的气溶胶粒子对大气消光起最主事的作用
,

只要在这一段中

粒子的大小服从 Ju n ge 分布
,

光学厚度随波长的变化将满足 (2) 式
,

并有
, 二 a 十 2

。

这里
,
是 Ju n ge 分布中的指数

。

这样
,

如果从大气透过率光谱的观测中能证实确实能满足 (2 )

式
,

则不仅可以知道大气气溶胶含量
,

而且对其大小分布也有一定的了解
。

本文根据 1 9 8 0 年 7 月至 1 9 8 1 年 7 月在北京大学用多波段太阳辐射计观测大气透过

率光谱的资料分析埃斯屈朗浑浊度的变化
。

仪器和观测方法

用于大气透过率光谱测量的多波段太阳辐射计是由一台小型天文望远镜配上干涉滤

光片
、

光电接收器
、

电压放大器和记录仪器组成
。

望远

镜 口径为 68 m m
,

焦距为 8 40 m m
。

光电接收器采用

ZD U IB 硅光二极管
,

其受光面直径为 1 m m
,

故仪器的

视场角仅为 4’
,

由于张角小
,

可基本上消除夭空散射

光的影响
。

2 D U IB 的光谱敏感范围为 0
.

4一 1
.

1 “m
,

峰值在 0. 9 产m
。

配合干涉滤光片的消次峰范围
,

可

以保证每次测量单一波长的辐射
。

在实验室中曾对硅

光二极管的线性度和温度特性进行了测试
,

表明满足

观测的要求
。

干涉滤光片的特性列出于表 1
。

根据滤

光片生产单位 (北京玻璃研究所 )提供的资料
,

在常温

范围内
,

滤光片透过率的变化小于 1一 2%
,

中心波长

位置在温度升高时向长波方向漂移
,

其温度漂移率小

于 0
.

2一 0
.

3 人/
。

e
。

整个仪器安装在北京大学物理楼六楼平台上
。

海

拔高度约 50 米
。

测量时各个波段轮流进行
,

每次周期

约为 8一10 分钟
。

.

图 工 多波段太阳辐射计

表 1 干涉滤光片特性

中 心 波 长 伽 二) I 半 宽 度 (入) } 透 过 率 (% ) } 消 次 峰 范 围 伽 m )

5 2

6 7

4 7

7 5

5 8

5 4

5 2

0
.

4一1
.

3

0
.

4一1
.

3

0 4一1
.

3

0
.

4一1
.

3

0
.

4一1 3

0
.

4一1
.

3

0
.

4一2
.

5

八�由a10八U10内U工�J
,冲土了,J10曰勺J从n乙1,1,土,�,止月山0

.

5 0 0 0

0
.

5 9 4 0

0 7 1 5 0

0 7 4 6 5

0
.

8 4 2 0

0
.

9 1 9 5

1
.

0 6 0 0

仪器用 B o u g u “r一L a n gl
“y 方法进行定标 (图 2 )

。

选取全年每个月中稳定的天气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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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质量数 m

图 2 用 B 一L 方法确定仪器常数 C ,

(图中每一条直线对应于一个波段
,

直线在纵轴上的截距即为 C :
值)

B
一
L 方法测出各波段的仪器常数

,

然后取平均值供全年使用
。

仪器定标的相对偏差值在

~ 年中不大于 4%
。

在决定了仪器常数 C , 以后
,

每一时刻的大气光学厚度可由

: , 一

斋〔
, n e , 一‘n l

孟 + ‘n “: (3 )

算出
,

其中 I
,

为仪器的指示值
,

S 和饥分别为 日地距离订正和 大气 质量数
,

分别采用

sP e n c e r〔, 。〕
和 K a s t e n 〔‘’〕的经验公式算出

。

从总的大气光学厚度中扣除分子大气的散射和吸收
,

即可得到大气气溶胶的光学厚

度
。

各波段分子大气的光学厚度值取自大气物理所的计算结果
〔‘2〕,

其数值列于表 2 ,

其中

包含了分子散射
、

臭氧和水汽的吸收
。

表 2 分子大气的光学厚度

又(拜m ) 1 0
.

5 0 00 1 0
.

5 9 4 0 } 0 7 1 5 0 1 0
.

74 65 } 0
.

8 4 2 0 }
_

0
.

9 19 5 } 1
.

0 6 0 0

0
.

1 5 10 1 0
.

10 6 0 0 } 0
.

4 2 0 0 } 0
.

0 3 19 1 0
.

0 4 2 2 1 0
.

1 85 0 1 0
.

0 0 6 8

三
、

观测结果及分析

从 1 9 8 0 年 7 月到 1 9 8 1 年 7 月
,

共观测 1 15 天
,

其中大部分是晴朗的反气旋控制夭

1
.

大气光学厚度的 日变化和年变化

图 3 , 4 分别给出 1 9 8。年 12 月 5 日和 1 9 8 1 年 6 月 4 日各波段总的大气光学厚度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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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的情形
。

每小时地面测风记录也标注在图上
。

测风记录取自海淀气象站
,

位于观测

点西南约一公里处
。

分析以上两图初步可以看出 日变化的情形比较复杂
,

取决于各夭具体的气象条件和

周围环境的变化
。

一般来讲上午大气光学厚度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
,

下午大气光学厚

度往往增大
,

而且变化幅度比较大
。

在冬季大部分时间里
,

早上的
, *
往往稍大

,

中午以后

也会逐渐增大
,

这意味着整层大气透过率在中午最好
。

在其它季节里
,

一般从早晨开始
r :

/
,

0
.

5 00 0

0
.

5 940

0
。

7 150

.

7 465
。

9195

11 12 13

北京时
14 15 16

图 3 1 980 年 12 月 5 日大气光学厚度的日变化

会逐渐增大
,

即早上整层大气透过率优于一天中其它时间
。 : ,

日变化的幅度较大
,

一般在

士 0
.

1一。
.

3 ,

有时可达 士 。
.

5
,

相当于平均值的一倍左右
。

根据对日变化情况的分析
,

选取上午大气状况比较稳定时刻的
: ,

值为代表
,

对全年

进行统计
,

各波段月平均值的变化绘于图 5 和图 6
。

图 5 给出 0
.

5 户m 波段
r ,

的各月平均值在一年中的变化
。

全年总平均值为 0
.

45 2
。

分子大气所构成的光学厚度为 0
.

1 5 1 ,

故气溶胶的影响是重要的
。

0
.

5 # m 波段的大气光

学厚度直接和浑蚀度系数 B 相联系
,

只要扣除分子大气的影响并把以
已为底 换为 以 10

为底
,

即可得到浑浊度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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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给出 0
.

5 户m 波段
r ,

的各月平均值在一年中的变化
。

全年总平均值为 0
.

45 2
。

分子大气所构成的光学厚度为 0
.

1 5 1 ,

故气溶胶的影响是重要的
。

0
.

5 # m 波段的大气光

学厚度直接和浑蚀度系数 B 相联系
,

只要扣除分子大气的影响并把以
已为底 换为 以 10

为底
,

即可得到浑浊度系数
。



3 期 毛节泰等
:

大气透明度光谱和浑浊度的观测

l奋0
.

Z 日
一 9 10 1 1 1 2 1 2 3 4 5 6

月

图 6 j9 8仓年 7 月一1 9 8 1 年 7 月各波段大气光学厚度的年变化

0
。

吕

O
。

了

19 81
。

6
。

4
0

。

8

0
。

7
19 8 1

.

5
.

18

7 :
45

召U�毖d
�

⋯
八“八“n

0
。

5

梦
。

.

4

0. 2‘一‘-
~

六一一
t

波长

图 7

六产一 0. 2

波长 单 m )

大气气溶胶的光学厚度随波长的变化

从图 5 , 6 可以看出在这一年中大气光学厚度的峰值出现在 5 月
。

因为这一年春季北

京降水很小
,

空气干燥
,

加上凤沙天气较多
。

次峰值出现在 3 月
,

相对来说 4 月的
二 ,

值偏

低
,

这是由于这个月有几次阴雨天气过程
,

雨后气溶胶要减少
,

但全月平均值仍高于其它

季节
。

全年
二,

最低值出现在秋季到初冬
,

即 9一 n 月
。

这段时间北京秋高气爽
,

能见度

最好
。

从月变化幅度比较小也表明这段时间比较稳定
。

2
.

大气气溶胶的光学厚度随波长的变化

图 7 给出大气气溶胶的光学厚度
r , , 。

随波长变化的两个例子
。

从图中可以看到
,

在

半对数坐标中
, 0

.

5 0 0 0
, 0

.

5 9 4 0
, 0

.

7 4 6 5 和 0
.

8 4 2 0 拼m 四个波段的
r , , 。

值近似在一条直线

上
,

即满足 ( 2) 式
。

用最小二乘法可算出这条直线的截距和斜率
,

即埃斯屈朗浑浊度 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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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指数 a 。

从统计学角度出发
,

这条直线配得有意义
,

必须保持数据的相关系数大于 一

定的水平
。

如果选取置信度为 5%
,

则相关系数应大于 0
.

9 50
,

若取置信度为 1 %
,

则相关

系数应大于 0
.

99 0
。

根据这一要求
,

对各组观测资料分月进行了统计
。

表 3 中给出各月

中相关系数小于 0
.

9 90 和 0
.

9 50 的比例及全年平均值
。

前面已经指出
,

对满足(2) 式的场

合
,

气溶胶的谱分布可以用 Ju n
ge 分布表示

,

或至少在 0
.

3一0
.

7 拜m 这一段是满足 Ju ng
e

表 3 满足( 2 )式分布的统计

。观测次数

{
相关系数 ,J

、

于 。

一
的次数(百分” )

礴

⋯
”关系数,J、于 。

一
的次”‘百分”)

6 8

3 5

7 9

3 9

1 8

3 8

3 8

6

1 1

5 1

7

4 2

(6 1
.

3写 )

(4 9
.

3夕百)

(5 6
.

8夕百)

(3 0
.

2夕百)

(2 2
.

8% )

(3 7
.

3男 )

(4 5
,

2% )

(3 1
.

6多百)

(5 0
.

0夕若)

(6 1
.

4男 )

(4 6
.

7% )

(7 3
.

7% )

2

1 9

(1 2
.

6% )

(8
.

5% )

(1 8
.

7% )

(4
.

7% )

(6
.

3% )

(1 0
.

8% )

(8
.

3男 )

(0% )

(9
.

王% )

(2 2
.

9% )

(13
.

3% )

(17
.

5% )

1占
‘
土Odo时白口,自
J任O�n白,J工匀一了,上一了八J,�叮‘八”On

1.之山勺O八�11匀,上‘土
�多1注

创川州训洲川川川

全年 4 3 2 ( 4 7
.

4夕J ) 1 0 8 ( 11
.

9% )

分布的
,

如果取 5 %的置信度作为标准
,

则统计表明 88 % 的观测是满足 (2) 式要求的
。

即

对北京地区这一年的观测而言
,

有 88 %的

场合气溶胶分布可以认为是满足 Ju n ge 分

布的
。

如果取 1%的置信度
,

则有 50 % 以上

的场合可以认为是服从 Ju ng e
分布的

。

由

于由太阳直接辐射所观测到的这些参数都

是整层大气的综合结果
,

所谓气溶胶谱也

是整层大气柱中的平均结果
。

3
.

埃斯屈朗浑浊度的变化

了 5 9 20 1一 12 1 2 3
’

4 忘 6 夕月

图 8 埃斯屈朗浑浊度刀和 a 的年变化 图 9 波长指数 a 的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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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给出埃斯屈朗浑独度 刀和波长指数 a 月平均值的变化
。

可以看出 a 的峰值出

现在 9 月
,

而在 n 月到次年的 2 月则较低
。

a 值越大表示气溶胶分布中小粒子占优势
。

可以看到
,

在冬季
,

大粒子相对增多
。

刀的年平均值为 。
.

116
,

均方差 为 0
.

0 65
。

它在 9

月出现最低值
,

而在 5 月和 3 月出现峰值和次峰值
。

这和
二 ,

的变化相一致
。

图 9 给出 口 值的频率分布
。

全年平均值为 1
.

4 48
,

标准差为 0
.

31 2
。

a 最常出现在

1
.

2一 1
.

4 这 , 区间
。

比 1
.

0 小的 a 值出现很少
,

在 1
.

8一 2
.

0 这一区间出现的频率略多
。

这与其它各国的情况很相似
。

埃斯屈朗
〔幻曾提出 a 的标准值为 1

.

3 ,

集中在 1
.

3一 1
.

9 附

近
。

’

从图 8 也可以看出 刀和 a 值之间有负相关
。

图 10 是用 1 9 8 1 年 1一7 月的各次观侧

所作的点聚图
。

实线是用最小二乘法配的相关曲线
,

可写为

刀二 一 0
.

0 8 9 9 + 0
.

4 1 1 4 5 / a 一 0
.

0 8 9 5 / a Z (4 )
、

其相关系数为 0
.

6 16
。

为了研究埃斯屈朗浑蚀度和风向之间的关系
,

计算了每小时平均的 刀值
。

图 n 是 3 ,

6 , 9 ,

12 月以及全年万值在不同风向时的分布图
。

不同月份代表了不同季节的情况
。

从

全年总的结果来看
,

西北方向的风使万值偏小而西南风和南风则对应着较大的万值
。

这一

点和测站周围工业区和生活区的配置比较一致
,

表明很大一部分气溶胶粒子是由这些源

产生的
。

图 10 a ,

刀之间的相关图

令令/萨萨补丫井井添少⋯⋯袱牙牙

图
‘

n 刀值在不同风向时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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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讨 论 和 结 论

从上面的观测资料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

1) 从大气透过率光谱分布可以看出
,

北京地区在 88 % 的场合下
,

尺 度 从 0
.

3一 0
.

7

声 m 气溶胶的大小分布可用 Ju n g e
分布来表示

。

2) 埃斯屈朗浑浊度 刀和波长指数 a 之间有较好的负相关
,

表明当粒子增多时
,

大粒

子的相对比重也加大
。

3) 埃斯屈朗浑浊度 刀 的年平均值为 o
.

n 6 ,

最小值出现在 9 月而极大值出现于 5

月
。

波长指数 a 的年平均值为 1
.

4 4 8 ,

峰值出现在 9 月而在 n 月到次年 2 月其值较低
。

这种变化和大气光学厚度的年变化有相似的规律
。

4) 浑浊度 刀的平均值和风向有较明显的关系
。

对大气光学厚度和浑蚀度的观测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

首先这里关心的是

由于大气气溶胶粒子
,

而不是云雾粒子的作用
。

但实际上这两者常常难以区分
。

因此观

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光学厚度值
。

从研究当地气溶胶的变化规律来说
,

更有兴趣

:的是那些曾经出现过的光学厚度极小值
。

如果极小值有进一步减小的趋势
,

则表明当地

钓大气环境在改善
,

反之则污染情况在加重
。

把我们的观测结果和地面对气溶胶直接取样观测的结果进行比较
,

原则上是很有意

义的
,

但两者很难完全一致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包括地面和整层空气柱之间的差别
;
不

同仪器敏感的粒子尺度之间的差别等等
。

陆原等
「, “」
曾在北京城区和郊 区 分

.

别 用 CL J-

”6 型尘埃粒子计数器测量了粒子浓度的 日变化和年变化
。

图 12
,

13 是他们测得的粒

子浓度年变化和 日变化曲线
。

比较用光学方法和直接方法测量的 日变化曲线
,

两者 有重

要的相似之处
,

即一般都在中午时刻粒子浓度最低
,

而这一情况恰好与 Pet er so n 〔幻等在美

国 C ar ol in a 州中部测量的结果相反
,

他们统计浑浊度系数在中午最大
。

总可以找到足够

的理由来解释各自的观测结果
,

但作者认为在目前资料不甚充分的情况下
,

先保留这一观

测事实为好
。

比较用光学方法和直接测量的年变化曲线
,

两者有相似之处
,

但也有差别
。

如直接测量尘埃浓度在冬季最高
, 5 , 6 月次之

,

而光学方法测出的结果是 5 , 6 月光学厚

宇禅哭�洲经

图 12 在北京直接测量尘埃浓度的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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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在北京直接测量尘埃浓度的 日变化

度最大
,

而冬季次之
。

这里可能的原因是地面浓度和空气柱总浓度之差别
,

气溶胶谱分布

变化的影响等等
。

另一个原因是两者测量的时间和地点都不相同
,

局地的影响也难于估

计
。

因此今后进行有设计的对比观测取得更系统的资料是很必要的
。

, ~ 巴匕
参 考 文 献

L i 〕F o lw e r ,

E
.

C
.

e t
.

a l
. ,

A t m o sp h e r i e t u r b id ity o v e r t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

1 9 6 1一1 0 6 6
,

J
.

A夕夕1
.

万
e ‘e o , 二

8
,

1 9 55一1 9 62
,

1 9 6 9
.

〔2 〕K e i z o M u r a i
, 。t

.

a l
. ,

G r o u d 一b a s e d s p e c t r a l m e a s u r e m e n t s o f s o la r r ad i a ti o n ( 1) E x rin e tio n a n d

5 i z e d i s tr ib u t io n o f a e r o so l p a r t i e le s in th e a tm o sp h e r e ·

p a 夕
·

万
e t

·

G e o , hy。,

2 8 ,
69一z e 4 ,

1 9 7 7
,

〔s 〕K i n g
, .

M
.

D
. a n d D

.

M
.

B yr n e ,
sp o c 生r a l v a r i a t io n o f O p t ic a l d e p th a t T u c so n A r iz o n a b e tw e e n

A u g e s t 1 9 75 a n d D e e e m b e r 1 97 7
一

J
.

A夕夕乙
.

卫
吧‘e o r

. ,

1 9
,

7 2 3一7 3 2
,

1 9 7 8
.

〔凌〕K in g
,

M
.

D
. a n d D

.

M
.

B yr n e ,

A e r o s o l s iz e d i st r i b u t io n o b t a in e d by i n v e r s i o n o f sp e e tr a l o p t ie a l

d e P亡h m e a s u r e m e n rs ,

J
.

A t协0 5
.

刀e f
. ,

3 5 ,
2 15 3we 2 1 6 7

一
1 9 7 8

.

〔5 〕 p e t e r s o n ,

J
.

T
.

a n d E
.

c
·

F lo w e r s ,

A t m o sp h e r ic t u rb id ity o v e r c e n t r a l n o r th C a r o lin a ,

J
.

A 夕, 1
.

对
e t o 了

. ,

2 0
,

2 29一2 4 1
,

19 8 1
.

〔6 〕Sh a w
,

G
.

E
.

A e r o s o l a t Ma n n a L o a : O P ti e a l Po Pe r t i e s ,

J
.

A 考仍。夕
.

泞c i
. ,

8 6
,

8 62一8 6 9
,

1 9 79
.

仁7 j W MO o Pr a ti o n s 垃 a n u a l f o r sa m Plin g a n d a n a lys i s t e e h n i q u e s fo r ch e m i c a l e o n st iru e n t s i n a ir

a n d Pr e e iPi t a ti o n ,

W MO 一2 9 9
,

19 7 4
.

〔8 〕A n g s t r o m
,

A
. ,

T h e P ar a m e t e r s o f a tm o sPh e r i e t u r b i d i ty
,

少e llo s ,

16
,

6 4一7 5
,

1 9 6 4
.

〔9 〕B u llr ie h
,

K
. ,

S e a t t e r e d r a d i at i o n i n th e a t位 o sp h e r e a n d th e n a tu r a l a e r o s o l
,

A d”
.

G o o 尹hy ,
. ,

1 0
,

1 0 1一 25 7
,

1 9 64
。

〔1 0〕SP e n e e r ,

J
.

W
.

F o u r i e r s e r i e s r e Pr o s e n t a t io n o f th e P o s it io n o f th e s u n ,

召。a r ch
,

2
,

1 72
,

1 9 7 1
.

[ 1 1〕F a ste n ,

F
. , A n e w t a b le a n d a PP r o x im 时e fo rm u la f o r th e r e l以 iv e OP ti e a l a ir m a ss ,

A r e h
-

M e t e o r o l
.

G e o Ph ys . ,
B io k li m a t o l

,

S e r .

B
,

1 4 ( 2 )
,
2 0 6ee 2 2 3

,
19 6 6

.

tl 幻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

可见光和红外辐射在大气中的透过率 (一 ) ,
1 98 。

。

〔13〕陆原等
,

我国大气含尘浓度测定及分析报告
, 《工业企业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协编制组
,

油印本
,

1 9 81
。

;, 、 .



3 32 气 象 学 报 41 卷

T H E O B S饱R V A T IO N O F T H E A T MO SPH E R IC

T R A N S PA R E N CY S P E CT R U M A N D T H E T U R B ID IT Y

M a o Jieta i
,

W
a n g Q ian g

,

Z h a o B o lin

(D 印 a r t仇 e兄 t of 口e
叩hy 。艺e s ,

P ek io g U 祝乞妙e , sf云J )

A b s t r a e t

U sin g the d a t a o f m u ltib a n d so la r d ir e e t r a d ia tiv e in te n sity o b se r v e d in Ju ly

19 8 0 t o Ju ly 1 9 8 1 a t P ek in g U n iv e r sity
,

th e v a r ia tio n o f th e a tm o sPh e rie t ra n s一

Pa r e n t sPe etr u m an d the A n g , t r o m t u rb id ity w e r e a n a ly se d
.

A e e o r d in g t o th e

e h a n g e o f th e a e r o so ls
, o Ptic a l d ePth w ith w a v elen g th

,

it w a s sh o w n ,

in a b o u t

8 8%
e a ses ,

th e siz e d is t r ib u tio n o f th e a e r o so ls w er e th e s a m e o r v e ry elo se t o the

Ju n g e d is tr ib u tio n
.

U s u a lly
,

th e Pa r am et e r v o f th e Ju n g e d istr ib u tio n a n d the

A n g s t r o m t u r b id ity 刀 h a v e a in v e r s e r ela tio n
.

新 书 消 息

〔5 5
一 8〕

大 3 2

中国气象史 (中国农业丛刊气象之部 ) 农业版

气象学类 洪世年
、

陈文言编著

开 10 0 千字 77 页 平装 估价
: 0

.

98 元

8 3 年 10 月出版 书号
: 1 6 1 4 4

.

2 6 1 8

我国有关气象的历史资料
,

十分丰富
。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

评述我国几千年

来气象科学发展的情况
,

从而体现我国气象科学已经取得的成就
,

达到古为今用的 目的
。

本书内容分春秋以前
、

战国以后
、

明清
、

近代直到新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等
,

总结了历史经

验
,

指出今后发展的方向
。

读者对象
:

有关气象
、

天文
、

地理大专院校师生
、

科研人员和气象工作者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