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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部巨盐核分布及盐碱土源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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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

从盐核地区分布的观点来看
,

盐核源地和气象条件对盐核的分布和变化都是很里要的
,

关于大气盐

核与气象条件和海洋派地的关系
,

过去已有较多研究‘
,一 , 〕,

而对陆上该 的研究却很少
。

在我国北方和

邻国地面复盖着广闷盆孩土
,

它如同海面
,

在风的作用下
,

将土族盐粗带人 空中大气并扩徽传播
,

从而影

晌我国东部盐核分布
。

本文利用我国东部地面和商空巨盆核观侧资料
,

结合地面盐核派地和 气

候坏流等因案的分析
,

粉盆讨论了东部地区巨盐核来派间翅
,

分析结果得出
,

从该地区巨盐核浓度的地

理分布和季节变化以及共他盐核该地的特征表明
,

这个地区的盐核不仅与我国南海和东海洋面谏地有

关
,

并且还与北方广阔盐玻土城有关
。

观侧地点
、

时向和资料处理

我国东部
’

以东 长期多点积累的巨盐核观洲资料列在表

表 巨盆技砚洲资料

观观 侧 地 点 纬度
,

经度 时 问问 高度 口 次 数数

北北京 ‘ , , ,

月 时 地面面
河河北固安 , ‘

, 。 。

一 日日 地面面

大大连
, , ,

 月月 地面面

稼稼洋岛
, , ,

 一 日日 地面面 名名

郑郑州 ‘
, , ,

一 日日 地面面
一一
南京

, ,
峨

,
 月月 地面面

庐山
。 , , ,

一 月月 一

庐庐 
, ,

一
,

一 月月 地面面 多多

长江下游和上海海 一 月月    !   

屯屯澳
, , 产

一 月月 一  

合合肥
, , ,

 月 ,  ! 一 月月     

新新安江 ”
, , ,

一了 日日 地面面    

南南。
。 · ,

,
。 ,

鑫昙慕慕
月

, , ,

日日    

寨寨山
, , ,  !

,
, 分 一 月月 一

一 月 时   

 一了月 时 地面面

日日

带
“ ”

的是用等压法观洲
,

其它均是班点法观侧
。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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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分析讨论直径大于 产 的特大巨核向题
,

根据计 算本文 所用的 几种观侧方

法
,

除郑州和新安江要作捕获订正外
,

其他均可不作捕获订正
。

在我们资料中
,

取样方法

有两类
,

一是等压法
,

一是斑点法
,

在斑点法中又有两种不同的放大系数
,

我们认为这种放

大系数的差别
,

可能是由于标定环境条件的不同所造成的
。

为了对各种测量方法的观测

结果进行比较
,

都以 臼〕的放大倍数 进行统一换算
。

我国东部巨盐核浓度的地区分布和季节变化

将我国东部多站观测的巨盐核浓度资料
,

分地面和高空两类进行 整理
,

结果列于表

和表
,

从表 中 个地面站来看
,

就地区而言
,

北京
、

固安
、

郑 州和海洋岛 地区浓度最

大 江南屯溪
、

庐山南岳地区浓度最小 多大连
、

上海
、

长江下流
、

南京等沿海地区浓度中等
,

这是我国东部巨核分布的一般特点
。

季节变化大体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沿 海地区冬小夏

大的海洋型
,

以南京为例
,

另一类是冬春 大而夏季小的陆地型
,

华北和南岳属于这种类

型
。

表 地面巨核月平均浓度 已千 “ 个

一一拍
份月声

地

北京

固安

郑州

屯溪

庐山

南岳

大连
海洋岛

南京

长 江
游和上

州川州

台
。

。

卜

下海

表 高空巨核月平均浓度 千 郊 个

味味户气气
一 555 666 7一 888 1作作

奉奉山(1500功)))

!!!

2
.
6333 < 0

.
0222 0

.
5555 0

。

0 0 777

郑郑州 (10习0一1600m ))) ee o
。

555 1

.

8 22222
~

1

。

000 1

.

1 555

长长江下游和上海海 ee 0
.
000 0

.
0 144444 0

.
0666666

(((1000一1500m ))) 。
.
‘2

…
。
.
222 0

.
2 11111 ~ 0

.
0 55555

庐庐山 (1 100- 12幻m ))))))))) 1
.
633333

新新安江江江江江江江

合合肥(300皿)))))))))))))

南南岳(12 66皿)))))))))))))

表 3是我国东部高空巨盐核月平均浓度
,

由表可见
,

在春季华北地 区巨盐核浓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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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地区和南岳都大
;
在夏秋沿海地区和南岳高空巨盐核浓度比华北大

,

而合肥
,

庐

山
,

新安江地区上空巨盐核浓度
,

似乎全年都偏小
。

3

.

东部盐核滚地的初步探讨

1) 从局地风向与盐核浓度关系来看东部南
、

北盐核的来源问题
,

以南岳和泰山二高

山站为例
,

将南岳
、

奉山两站各自按陆上风向和海上凤向进行统计
,

结果列于表 4
,

表中风

表 4 南岳
、

奉山巨盐核浓度与海上
、

陆上风向关系

\ \

琪
点

项 目
\ \ \

奉 山 (162 次.) 南 岳 (327 次)

风向类别 梅上风向 N E , S SE
( 14次)

陆上风向S , N
( 148 次)

级数(% )

直径(卜m )

浓度(个/L )

浓皮(d> 10协m )

浓度(d) 4 卜m )

8

d ) 4

2
.
2 6

6

吐> 1

1
.
3 3

9 1
.
4

d ) 4 己

2
.
加 1

.
> i

32

海上风向
E N E斗SS W
( 165)

50
.
5

d > 4 d > 10

1
.
1 0 0

.
2

海
.
- 防过渡
SW

,
N E

( 7 1 次)

21.7

d > 4 d > 10

0
,

6 6 0

。

1 2

阶上风向
W S W 咋N N E
(, 1次)

27
。

吕

d ) 4 d > 10

0
。

8 0 0

。

1 1

0

.

5 9

向范围的箭头指示是顺时针方向
,

由表 4 可见
,

泰山巨核(4
一
5 月份)90 % 以上是陆上吹

来的
,

海上风向吹来的不到 10 %
,

并且海上与陆上风向吹来 的巨核 平均浓度(d> 4 拼m

和 1 。拜m )都比较接近
,

因此这时期泰山巨盐核的主要来谏是陆上 ,南岳就全年来说
,

从侮

上吹来的约占一半
,

从陆上吹来的占 27
.
8%

,

对南岳巨盐核的贡献 是海 洋大于陆地
,

并

且从海上吹来的乎均浓度(d> 4 拜m
,

d
> 10

“m )都比从陆 上吹来的大
,

两者的 贡献大体

上是 5 比 2
。

2) 从冬春气候环流与巨核浓度的关系来看东部大阶巨盐核源地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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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60一1969 乍 l 月(a )4月(b)85O hPa 平均竿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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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a
,
b 是我国东部冬春季节 850 hPa 上 气 候(1960一1969 年)环流 等高线图

,

图中

部分等高线是参考 1000 m 高度上合成风画的
,

图中点 线区内 是盐 碱土地区
。

从 1 月气

候环流可见
,

东部地区均在西北大陆环流控制下
,

这时东部巨 核主要 从大陆输送来的
,

大陆北面为盐碱土
,

南面为非盐碱土
,

北方地面巨核 浓度大
,

远离盐 碱土的南岳巨核浓

度较小
。

从高空巨核浓度来看
,

与离北 方盐碱土的远近也有所反应
,

南京长江下游巨核

浓度比南方南岳大些
。

从 4 月份气候环流来看
,

北方泰山站处于西南气流中
,

郑州处于东北气流之中
。

由盐

碱土的分布位置明显可见
,

泰山
,

郑州两地的 环流来向
,

均 是来源 于盐碱 土地区
,

此时

(3 一5月)泰山
、

郑州高空和郑州
、

固安地面巨核浓度都很大
,

因此我们 可以认为这时华北

郑州
、

泰山一带的巨核主要是来源于北方盐碱土壤
。

4 月份由于北方南下的环流减弱
,

和

弱的西南气流的形成
,

致使海上和盐碱土两个源地对南岳的巨核输送均小
,

所以南岳这时

的巨盐核(高空和地面)都比 1 月份小
。

3) 从巨盐核浓度与陆上风力的关系来看大陆盐核源地的可能性
。

海面上空大气盐核

浓度与海面风力关系非常密切印
,

它是海洋源地重要标志之一
。

那么我们仿照海洋源地

的方法
,

将盐碱土附近郑州
、

泰山
、

北京三站的各月平均巨核浓度与平均风速模量和模量

大于7m /s 的频率
,

分别列于表 5
。

由表 5 可见各站巨盐核月平均浓度随平均风速模量的

增大而增大
,

并且月平均浓度与风速大于 7 m /s 所占的频率也有类似关系
,

浓度随频率的

增大而增大
,

这种关系与海上关系颇为相似
,

因此华北地面作为 巨盐核 源地是可能的
。

、户

表 5 巨盐核 (d千 > 4 卜爪) 浓度与 500 m 上风速关系

念念暑六六
4月月 5月月 7 月月 10月月 1 月月

郑郑州州 浓度 (个/L ))) 1
。

8 222 0

.

5 5555555

((( 高空))) 风速(m /s ))) 7
。

4 555 5

.

5 5555555

级级级率(% ))) 5 444 11
、

0000000

泰泰山山 浓度(个/L ))) 3
。

9 444 1 7 222222222

((( 高空))) 风速(m /s ))) 8
。

5 222 8

.

2 111111111

绷绷绷率(% ))) 8111 6777777777

北北京京 浓度(个/L))))))))) 1
。

000
3

。

444

((( 地面))) 风速(m /s ))))))))) 7
。

000 7

.

555

级级级率(% ))))))))) 4333 5666

4) 从北方盐碱土上盐核浓度及谱宽与海上盐核浓 度及谱 宽的比较来看盐碱土源地

的可能性
。

为了对陆上巨核浓度和谱宽与海上进行比较
。

我们将郑 州(地面)和泰山(高

空)的巨核浓度谱与海洋岛(海上)和大连(沿海)巨盐核 浓度谱一起绘于图 2( 巨核直径间

隔为 1 产m )
,

由图 2 可见郑州(地面)巨核浓度比近海的海 洋岛(9 月)还大 2 倍
,

比海岸站

大连则大得更多了
,

随着巨核直径的增大
,

陆上浓度大于海上则更为明显
。

如果海洋岛测

量的巨核浓度和谱宽可以代表当时海面源强度情况
,

那么郑州 和泰山 的地面和高空巨核

侬度和谱宽都比海洋岛大
,

则在春季北方盐碱土地 区作为源地 产生 的源强度将比海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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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日二

·
1\令)侧班

心么、

图 2 郑州(a)
、

琳山(b)
、

海洋岛(c)
、

大连(d) 巨盐核平均浓度讲(直径间距 1 卜m )

( 9 月)海面上所产生的派强还要大一些
。

综上分析可知
,

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巨核浓度分布和其季节变化的盐核源地
,

除南海

和东海的海洋源地外
,

确实还存在着陆上盐碱土城的盐核源地
。

它在冬春季节对华北一

带作用特别明显
,

对其他季节和地区的作用将逐渐减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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