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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收稿（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１， ２０１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４７１０５８， ４１６４１００３， ４１６０１０７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黑河流域水⁃生态⁃经济系统的集成模拟

与预测”（９１４２５３０３），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Ａ 类）（ＸＤＡ２００６０２０１０３）和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ＳＫＬＣＳ⁃

ＺＺ⁃２０１８）资助．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４１４７１０５８， ４１６４１００３， ４１６０１０７６），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Ｅ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９１４２５３０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ｌａｓｓ Ａ） （ＸＤＡ２００６０２０１０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ＫＬＣＳ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ＳＫＬＣＳ⁃ＺＺ⁃２０１８） ．

　 ∗∗通讯联系人， Ｔｅｌ：１３８９３３９１４１７， Ｅ⁃ｍａｉｌ：ｌｉｚｑ＠ ｌｚｂ．ａｃ．ｃ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Ｔｅｌ：１３８９３３９１４１７， Ｅ⁃ｍａｉｌ：ｌｉｚｑ＠ ｌｚｂ．ａｃ．ｃｎ

ＤＯＩ：１０．７５２４ ／ 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１０８．２０１８０８３１０３
马珊， 李忠勤， 陈红，等．兰州市采暖期空气质量特征及污染源分析［Ｊ］ ．环境化学，２０１９，３８（２）：３４４⁃３５３．
ＭＡ Ｓｈａｎ， ＬＩ Ｚｈｏｎｇｑｉｎ，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９，３８（２）：３４４⁃３５３．

兰州市采暖期空气质量特征及污染源分析∗

马　 珊１　 李忠勤２∗∗　 陈　 红１　 刘　 慧１　 杨　 帆１　 周　 茜１　 夏敦胜１

（１．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２．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天山冰川观测试验站，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　 基于 ２０１６ 年兰州市采暖期采集的气溶胶样品的水溶性离子系列分析，对兰州市大气污染特征及其

主控因素和来源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近年来兰州市大气中，ＮＯ－
３、ＳＯ２－

４ 、Ｃａ２＋和 ＮＨ＋
４ 是兰州市冬季气溶

胶样品中主要的离子成分，占到总离子浓度的 ８８．１２％，以人为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二次转化为主，其中 ＮＯ－
３、

Ｃａ２＋近年来有增加趋势．对兰州市污染物及离子来源分析发现兰州市冬季二次污染比较严重，机动车排放污

染物所占比重增大．冬季到达兰州市的气团以武威－兰州为首；腾格里沙漠和黄土高原西南部是冬季 ＰＭ１０污

染的主要贡献源区，兰州市自身和白银市是 ＮＯ２污染的主要贡献源区．整体来看，兰州市空气质量有了很大的

改善，ＮＯ２、ＰＭ１０是目前最需要解决的两大污染问题．
关键词　 兰州市， 大气污染， 水溶性离子， 来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ＭＡ Ｓｈａｎ１ 　 　 ＬＩ Ｚｈｏｎｇｑｉｎ２∗∗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１ 　 　 ＬＩＵ Ｈｕｉ１ 　 　 ＹＡＮＧ Ｆａｎ１ 　 　
ＺＨＯＵ Ｘｉ１ 　 　 ＸＩＡ Ｄｕｎｓｈｅｎｇ１

（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ｒｙ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ｏ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ｅｒｅ ＮＯ－

３，ＳＯ２－
４ ，Ｃａ２＋ ａｎｄ

ＮＨ＋
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８８． １２％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ＮＯ－
３ ａｎｄ Ｃａ２＋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hjh
x.r

ecc
s.a

c.c
n

　 ２ 期 马珊等：兰州市采暖期空气质量特征及污染源分析 ３４５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ｅ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ｉｒ ｍａｓｓ ａｒｒ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ｗａｓ ｌｅｄ ｂｙ Ｗｕｗｅｉ⁃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Ｔｅｎｇｇｒｉ ｄｅｓｅｒ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ｆ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Ｍ１０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ａｉｙｉｎ Ｃ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ＮＯ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 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赖以生存的大气环境也相应的在发

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其污染问题已经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伴随着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汽车数

量的急剧增加，城市空气质量不断恶化，持续恶化的空气质量不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而且对人们的

身心健康产生极大的威胁．目前国内外公认的大气污染导致的疾病有：呼吸系统疾病、肺癌、慢性支气管

炎、哮喘和肺心病［１］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最新估计，全球

２０１２ 年由于大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约七百万人，占全球总死亡的八分之一，这一数字比早前其公布

的数据高出近一倍，并认为大气污染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环境健康风险因素［２］ ．张国珍等研究表明

如果中国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可避免 １８ 万人口的过早死亡［１］ ．
兰州市作为甘肃省省会，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的重

要支点，存在着工业城市的通病，大气污染状况非常严重，西固区是国内首先发现光化学烟雾的地区［３］ ．
兰州市大气污染除与人为影响密切相关之外，其自然环境和地形也是导致兰州市大气污染严重的原因

之一．兰州市风速较小，静风频率年平均为 ５５％［４］，全年约有 ８０％的天数出现逆温［５］，而且持续时间长，
加之四面环山的闭塞地形导致大气中的污染物难以扩散与稀释．此外，河西地区是我国西北沙尘暴高发

地区［４］，沙尘对兰州市大气颗粒物浓度也贡献很大，特别是在春季．
近年来，兰州市实施了减排、压煤、抑尘、控车、严管、问效等一系列措施来治理大气污染［６］，空气质

量有了大幅的提高，据相关调查显示兰州市 ２０１６ 年 ＰＭ１０、ＰＭ２．５年均浓度比 ２０１３ 年下降 ２５％以上，优良

天数增加 ５０ ｄ［７］ ．
本文对兰州市冬季气溶胶样品进行了采集，对其水溶性离子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并运用多种方法通

过多种角度对兰州市冬季污染的来源进行研究，对分析大气颗粒物的污染特征、控制大气污染措施的制

定具有重要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１　 样品采集及数据来源

综合考虑兰州市主导风向、人口密度、环境敏感度等因素，选择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

院科研 １ 号楼楼顶作为本研究气溶胶样品的采样点．楼顶所处高度可以保证采样环境不受地面扬尘的

影响，同时在采样点周围 ２ ｋｍ 内无明显高大建筑．大气气溶胶样品使用美国 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大学研发生

产的小流量滤器采集，滤膜使用 Ｐａｌｌ 公司生产的背景浓度较低的 Ｚｅｆｌｏｕｒ Ｔｅｆｌｏｎ 滤膜，滤膜直径 ４７ ｍｍ，
孔径 ２ μｍ．采样体积用在线体积流量计测量，并记录采样开始和结束时的温度和大气压，用以计算流经

滤膜的空气的标准体积（标准状态 ＳＴＰ，１ 个大气压，０ ℃）．采样时的平均流速为 １．５８ ｍ３·ｈ－１，线流速为

２５．３ ｃｍ·ｓ－１，这种流速使得 Ｔｅｆｌｏｎ 滤膜对粒径大于 ０．０３５ μｍ 的粒子的收集效率大于 ９７％［８］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共采集气溶胶样品 １９ 个，采样一般从早晨 ９：００ 开始，次日早晨结束，采样时间间隔

２４ ｈ，样品的采集工作在没有降水和浓雾的情况下完成．样品分析前置于用去离子水清洗干净的样品瓶

中 ４ ℃恒温避光保存．
此外，从兰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公报获取采样期间的空气污染资料，包括空气污染指数（ＡＱＩ）和

六种大气污染物（ＳＯ２、ＮＯ２、ＣＯ、Ｏ３、ＰＭ２．５、ＰＭ１０）数据．从兰州市统计年鉴中获取近年来逐年的废气排放

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能源品种消费量以及汽车保有量．并从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ＮＣＥＰ ） 获得 ＧＤＡＳ 气象数据 （ ｆｔｐ： ／ ／ ａｒｌｆｔ． Ａｒｌｈ． Ｎｏａａ． ｇｏｖ ／ ｐｕｂ ／
ａｒｃｈｉｅｖｅ），分辨率为 ０．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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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样品分析

样品分析在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天山冰川观测试验站实验室内 １００ 级的超净环境

中完成．气溶胶样品首先用 ２００ μＬ 色谱纯甲醇完全润湿，之后用 ２５ ｍＬ 去离子水提取，用超声波振荡

３０ ｍｉｎ后溶液直接用于分析．水溶性离子分析所用仪器为 Ｄｉｏｎｅｘ⁃３２０ 型离子色谱仪，色谱条件为阳离

子：ＤｉｏｎｅｘＩｏｎＰａｃ ＣＳ１２Ａ（４ ｍｍ×２５０ ｍｍ）分离柱，ＣＧ１２Ａ（４ ｍｍ×５０ ｍｍ）保护柱，ＣＡＥＳ 阳离子抑制器，抑
制电流 ６５ ｍＡ，１５ ｍｍｏｌ·Ｌ－１ＭＳＡ 淋洗液；阴离子：ＡＳ１１⁃ＨＣ （４ ｍｍ×２５０ ｍｍ）分离柱，ＡＧ１１⁃ＨＣ（４ ｍｍ×
５０ ｍｍ）保护柱，ＡＳＲＳ⁃４ ｍｍ 抑制器，１５ ｍｍｏｌ·Ｌ－１ＮａＯＨ 淋洗液．具体实验方法参见文献［９］．
１．３　 源解析研究方法

气团后向轨迹模拟是利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大气资源实验室 （ＮＯＡＡ Ａｉ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提供的 ＨＹＳＰＬＩＴ（Ｈｙｂｒｉ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气团轨迹模型结合

ＧＩＳ 技术开发的 ＴｒａｊＳａｔ 软件［１０］进行，对采样期内气团轨迹进行聚类分析以揭示其轨迹输送特征．后向

轨迹聚类是根据气团轨迹的空间相似度，即传输速度和方向，对所有轨迹进行分组，计算每条轨迹组合

的空间相异度（ＳＰＶＡＲ）和总空间相异度（ＴＳＶ），通过 ＴＳＶ 和 ｎ 之间的关系判断聚类的数目，对所有到

达该模式下受点的气团轨迹进行聚类，对分析各个时段受点的主导气流方向和污染物潜在来源有重要

意义［１１］ ．
潜在源贡献因子法（ＰＳＣＦ）和浓度权重轨迹法（ＣＷＴ）都是通过气流轨迹识别大气污染物潜在来源

的方法［１２⁃１３］ ．ＰＳＣＦ 法是通过用污染轨迹与途经某网格所有轨迹停留时间的比值指示该网格对受点的污

染贡献的条件概率函数［１４］，其定义经过某一区域的气团到达受点所对应的某要素值超过设定阈值，计
算网格范围内每条轨迹的要素值，若要素值高于设定阈值，则认为该轨迹为污染轨迹，式中，ｍｉｊ为研究

区域内经过网格（ ｉ、ｊ）的污染轨迹数，ｎｉｊ为网格（ ｉ、ｊ）内所有轨迹数，Ｗｉｊ为权重因子，权重函数的确定参考

Ｚｅｎｇ 等［１５］和张磊等［１６］的研究成果（见公式（２））．

Ｐ ＝
ｍｉｊ

ｎｉｊ
·Ｗ（ｎｉｊ） （１）

Ｗ（ｎｉｊ） ＝

１
０．７０
０．４２
０．０５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８０ ＜ ｎｉｊ

２０ ＜ ｎｉｊ ≤ ８０
１０ ＜ ｎｉｊ ≤ ２０

ｎｉｊ ≤ １０

（２）

但是 ＰＳＣＦ 算法无法区分相同 ＰＳＣＦ 值的网格对受点污染物浓度贡献的大小，即网格内轨迹的要素

值高出设定阈值的程度范围，故我们引进 ＣＷＴ 法以反映不同网格区域对研究区的污染贡献程度．计算

公式见（３），其中 Ｃ ｉｊ为网格（ ｉ、ｊ）的平均权重浓度，ｌ 是轨迹，Ｍ 为网格（ ｉ、ｊ）内的轨迹数，Ｃ ｌ为轨迹 ｌ 经过

网格（ ｉ、ｊ）时对应的受点污染物质量浓度，τｉｊｌ为轨迹 ｌ 在网格（ ｉ、ｊ）所停留的时间．

Ｃ ｉｊ ＝
∑Ｍ

ｌ ＝ １
ｃｌ·τｉｊｌ

∑Ｍ

ｌ ＝ １
τｉｊｌ

·Ｗ（ｎｉｊ） （３）

２　 结果与讨论（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２．１　 兰州市气溶胶水溶性离子变化特征

２．１．１　 水溶性离子整体特征

兰州市气溶胶样品测试得到的水溶性离子浓度如表 １ 所示，阴阳离子总和在 １２．６０—９７．１３ μｇ·ｍ－３

范围内变化，平均值为 ４４．５２ μｇ·ｍ－３，所测离子浓度顺序依次为 ＮＯ－
３ ＞ＳＯ２－

４ ＞Ｃａ２＋ ＞ＮＨ＋
４ ＞Ｃｌ

－ ＞Ｎａ＋ ＞Ｋ＋ ＞
Ｍｇ２＋ ．ＮＯ－

３、ＳＯ２－
４ 、Ｃａ２＋ 和 ＮＨ＋

４ 是兰州市气溶胶主要的离子成分，这 ４ 种离子的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

１５．１３、８．６２、８．５３、６．９５ μｇ·ｍ－３，占到总离子浓度的 ８８．１２％．其他 ４ 种离子平均质量浓度比较低，仅占总离

子浓度的 １１．８８％．在 ４ 种主要离子中除 Ｃａ２＋以外的 ３ 种离子一般来自人为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的二次

转化［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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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３ 和 ＳＯ２－

４ 是兰州市冬季气溶胶样品中最主要的两种阴离子．对于 ＮＯ－
３ 来说，冬季相对较低的温

度和较高浓度的 ＮＯｘ有利于 ＮＯ－
３ 气溶胶的形成［１８］，所以低温可能是导致冬季 ＮＯ－

３ 较高的原因．在城市

地区，氮氧化物主要来源于人为来源，比如车辆和工业排放物．在许多城市检测到高浓度的 ＮＯ－
３ 表明机

动车排放对大气氮氧化物浓度贡献很大［１９］ ．对于 ＳＯ２－
４ 来说，相关研究表明北半球人为排放的 ＳＯ２大约

占到总排放量的 ７５％［２０］，在城市地区，大部分 ＳＯ２－
４ 是通过 ＳＯ２的氧化形成的，而 ＳＯ２主要源于化石燃料

的燃烧和生物性气体的排放［２１］ ．从整体上看，ＮＯ－
３ 比 ＳＯ２－

４ 浓度高，这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为排放，兰
州市污染物排放数据表明在大多数月份 ＮＯ２ 浓度远高于 ＳＯ２ 浓度，采样期间 ＮＯ２ 的平均质量浓度

（８６．８３ μｇ·ｍ－３）是 ＳＯ２（４０．１７ μｇ·ｍ－３）的 ２．１６ 倍．

表 １　 兰州冬季大气气溶胶中水溶性离子浓度（μｇ·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μｇ·ｍ－３）

Ｃｌ－ ＮＯ－
３ ＳＯ２－

４ Ｎａ＋ ＮＨ＋
４ Ｋ＋ Ｍｇ２＋ Ｃａ２＋ ∑＋＋∑－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２．８４ １５．１３ ８．６２ １．１０ ６．９５ ０．８６ ０．５０ ８．５３ ４４．５２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６．３９ ３３．９８ １９．３５ ２．４６ １５．６１ １．９３ １．１３ １９．１５ １００

最大值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ｖａｌｕｅ ６．１７ ３８．３１ １８．６８ ２．０９ １３．９３ １．８６ ０．８７ １５．２２ ９７．１３

最小值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０．７１ ２．７７ ４．１６ ０．３６ ０．８６ ０．２６ ０．１８ ３．３１ １２．６０

标准差 ＳＴＤ １．３７ １０．２１ ３．５８ ０．４０ ３．００ ０．４３ ０．１７ ３．３１ １２．６０
　 　 注： ∑＋ ＝ ［Ｎａ＋］＋［ＮＨ＋

４ ］＋［Ｋ＋］＋［Ｍｇ２＋］＋［Ｃａ２＋］； ∑－ ＝ ［Ｃｌ－］＋［ＳＯ２－
４ ］＋［ＮＯ－

３ ］；

∑＋＋∑－ ＝［Ｎａ＋］＋［ＮＨ＋
４ ］＋［Ｋ＋］＋［Ｍｇ２＋］＋［Ｃａ２＋］＋［Ｃｌ－］＋［ＳＯ２－

４ ］＋［ＮＯ－
３ ］ ．

百分比为相应离子占离子浓度总量的比例．

Ｃａ２＋和 ＮＨ＋
４ 是兰州市冬季气溶胶样品中最重要的两种阳离子．对于 Ｃａ２＋来说，通常认为 Ｃａ２＋主要来

自土壤、沙尘和城市基础建设产生的灰尘．对于兰州来说，首要阳离子是 Ｃａ２＋ 符合高原地区的环境特

征［２２］ ．兰州具有半干旱大陆性气候的特点：降水少、蒸发量大，因而导致地表缺少植被，防风固沙的作用

很弱，同时冬季风速小，静风频率高，逆温强，使得大气污染物中的自然降尘不容易扩散，所以在冬季干

冷的气候条件下，Ｃａ２＋主要来自于土壤和沙尘．对于 ＮＨ＋
４ 来说，研究表明其浓度与化肥以及有机物的分

解有关［２３］ ．但是，本研究采样位置位于城关区，远离郊区，化肥等的使用率很小，所以高浓度的 ＮＨ＋
４ 很可

能和温度和气象条件有关，Ｄｅｎｇ 等［１９］在对合肥市冬季气溶胶离子的研究中发现在冬季低温加上高浓

度的酸性物质，比如硫酸和硝酸，有利于 ＮＨ３向 ＮＨ＋
４ 的转化．兰州市冬季大气环境也具有类似的特征，故

气象和污染气体的高浓度排放共同导致了 ＮＨ＋
４ 的高浓度．

２．１．２　 气象及人为因素对水溶性离子浓度的影响

从图 １ 可以看到，在 １９ 个采样日内，总离子浓度大致呈下降趋势．为了研究气象因素对离子浓度的

影响我们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和 ＯＲＩＧＩＮ 软件对湿度与离子浓度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和线性拟合．空气质量指

数 ＡＱＩ（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是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各项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的影响，将常

规检测的几种空气污染物浓度简化成为单一的概念性指数形式，用于表示城市的短期空气质量状况和

变化趋势．所以 ＡＱＩ 值与离子总浓度均可以反映大气污染状况，为了验证本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也进行

了 ＡＱＩ 值与离子浓度的相关性分析和线性拟合．
结果显示，在 ０．０１ 置信水平下，离子浓度与湿度、ＡＱＩ 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８１ 和 ０．９２，进一

步进行线性拟合均呈正相关（图 ２），表明实验结果可以真实反映采样期大气环境质量，大气湿度可以正

向影响到大气气溶胶中水溶性离子浓度的变化．从图 １ 看出，在 １２ 月份离子浓度与 ＡＱＩ 值变化趋势一

致，处于采样期内的一个相对高值，表明这一阶段兰州市空气质量最差，进一步分析成因可能是：这一时

期相对湿度较高，加上兰州市冬季自身风速小逆温严重的特点，导致大量污染物因大气流动不顺畅而不

易扩散．１ 月 ３１ 日出现采样日中离子浓度的最低值，除去气象因素的影响，春节出行量的减少导致污染

物排放减少也是导致出现低值的关键因素．
在采样前期，从图 １ 可以看出人为污染源离子 ＮＯ－

３、ＳＯ２－
４ 和 ＮＨ＋

４ 有较高的浓度值，这可能与入冬以

来开始供暖有关，市区集中供暖释放出大量污染物质，尽管在此期间车辆实行单双号限行，但从空气质

量指数和污染气体排放量上看，影响不大，所以供暖和工业排放是这一阶段离子的主要来源．在节日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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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伴随着春节假期大量外来人员回家，市民出行频度降低，所以出现离子的一个相对低值，如 １ 月

３１ 日（春节期间），总离子浓度仅为 １７．１６ μｇ·ｍ－３，是采样期最高值的五分之一，ＮＯ－
３、ＳＯ２－

４ 和 ＮＨ＋
４ 的质

量浓度分别为 ２．７７、５．０４、０．８６ μｇ·ｍ－３ ．整体来看，ＮＯ２－
３ 的质量浓度降幅最大，整个采样期间自然源离子

变化量较小，说明自然源对兰州市大气环境的贡献比较稳定．

图 １　 兰州市气溶胶水溶性离子的时间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图 ２　 水溶性离子总浓度与 ＡＱＩ、湿度线性拟合

Ｆｉｇ．２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 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ＱＩ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２．１．３　 兰州市冬季水溶性离子多年对比

通过对兰州市多年冬季水溶性离子浓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若以 ２０１０ 年为界，之前年份的研究中

Ｃａ２＋和 ＳＯ２－
４ 是质量浓度最高的两种离子，之后年份中 Ｃａ２＋和 ＮＯ－

３ 为最高（图 ３）．从图 ３ 可以直观的看

出，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０５ 年，除 ＳＯ２－
４ 之外的离子占比都在增长，之后 ＳＯ２－

４ 、ＮＨ＋
４、Ｃｌ

－在气溶胶离子中所占组分

呈递减趋势，ＮＯ－
３ 和 Ｃａ２＋呈递增趋势．这主要是由兰州市城区在近年来工业和能源结构的改变以及机动

车数量的急剧增加有关［２５］ ．
从兰州市近年来的工业企业能源消耗量来看（图 ４（ａ）），在 ２０１３ 年左右，以煤炭、焦炭、天然气和原

油为主的能源消耗量呈减少趋势．其中焦炭的降幅最大，达到 ６６．２６％，接下来依次是天然气、煤炭、原
油，分别为 ４４．９８％、３２．９３％、２１．６３％．但是从兰州市城镇居民汽车保有量来看（图 ４（ｂ）），兰州市汽车保

有量一直呈增长趋势，特别是在 ２０１３ 年以后，２０１３ 年前，年均增长率为 ５０．３０％，之后上升为 １４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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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近年来机动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所占比重有所提升，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

氧化硫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比重呈下降趋势．整体来说，兰州市大气污染属于煤烟、机动车尾气和自然扬

尘混合型污染，随着能源结构的改变和机动车数量的急剧增加，兰州冬季大气气溶胶污染正向多元型转

变［２５］，最显著的是机动车尾气污染所占比重增大．

图 ３　 兰州市气溶胶水溶性离子多年对比分析（数据参引文献［２４］）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 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图 ４　 兰州市近年来工业企业能源消费量及城镇居民汽车保有量

（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能源品种消费量；（ｂ）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底汽车拥有量

Ｆｉｇ．４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ｒｓ ｐｅｒ １００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２．２　 兰州市冬季大气污染物来源分析

２．２．１　 水溶性离子三相聚类分析

通常认为，ＮＯ－
３、ＳＯ２－

４ 和 ＮＨ＋
４ 主要由二次反应生成，直接排放相对较少．其中 ＮＯ－

３ 主要来自机动车

尾气排放产生的 ＮＯｘ二次转化［１９］，ＳＯ２－
４ 主要来自燃煤排放的 ＳＯ２二次转化［２１］，ＮＨ＋

４ 来源有：燃料高温燃

烧排放废气的二次转化、机动车尾气排放、氮肥的使用和有机质腐化；Ｃａ２＋、Ｍｇ２＋和 Ｎａ＋以自然源为主，比
如土壤、尘埃和海水飞沫，兰州市属于内陆城市，不容易受到海盐粒子的影响，但是当气团途径与其毗邻

的青海省时，可能会将盐湖中的部分盐粒带到兰州市大气环境中；Ｋ＋主要存在于 １ μｍ 以下的细粒子

中，常作为生物质燃烧的指示离子［２６］，Ｃｌ－来源比较复杂，通常包括工业含氯物质的排放、生物质燃烧、
大气中 ＨＣｌ 物质的均相和非均相转化［２７］，本研究中在 ０．０１ 置信水平下，Ｃｌ－与 Ｋ＋显著相关，相关系数达

０．９２，所以将这两种离子近似为一组，其来源以生物质燃烧为主．基于以上相关研究结果将 ８ 种水溶性离

子按照可能来源大致分为三类：人为源或二次转化源（ＮＯ－
３、ＳＯ２－

４ 、ＮＨ＋
４ ）、自然源（Ｃａ２＋、Ｍｇ２＋、Ｎａ＋）、生物

质源（Ｃｌ－、Ｋ＋）．
基于上述分类，对三类离子相对于总离子浓度的比例进行计算，得到 １９ 个观测日中三类离子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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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重，其结果见图 ５．二次转化源离子含量主要集中在 ０．６１—０．７７ 之间，在三类离子中占比最高；自然

源离子含量主要集中在 ０．１７—０．３２ 之间；生物质源离子含量集中在 ０．０５—０．１０ 之间，分布比较集中．
１９ 个观测日中只有一个观测日（１ 月 ３１ 日）的值趋于向二次转化源离子低值区、自然源离子高值区移动，
二次转化离子与自然源离子含量分别为 ０．５０ 和 ０．４１，这一观测日正值农历初四，人们出行的减少导致污染

物排放量减少，进而影响到二次离子的浓度．整体来看在 Ｋ＋、Ｃｌ－在整个采样期内占比都比较接近，所以说

明这一组分来源比较稳定，人为源和自然源所占比有所变化，总体来说，兰州市冬季二次污染比较严重．

图 ５　 水溶性离子三相聚类

Ｆｉｇ．５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 ｉｏｎｓ

２．２．２　 后向轨迹分析

利用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 ＨＹＳＰＬＩＴ 模式，结合美国环境预报中心（ＮＣＥＰ）和 ＮＯＡＡ 联合发布

的全球再分析资料（ＦＮＬ），对兰州市冬季进行了后向气流的模拟．轨迹计算的起始点高度为 ５００ ｍ，这主

要是因为 ５００ ｍ 高度的风场既能减少地面摩擦对于气流轨迹的影响，又能较准确地反映近地层的气团

输送特征［２８］ ．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 ９０ 条轨迹分类，得到了 ３ 簇反映主要特征的典型气流（图 ６），并对各

簇气流所占比例进行了统计（表 ２）．

图 ６　 兰州市冬季后向轨迹聚类分析

Ｆｉｇ．６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ｉｒ ｍａｓｓ ｂａｃｋ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表 ２　 兰州市冬季气团聚类分析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ｉｒ ｍａｓｓ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ｏｆ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

轨迹数目
Ｔｒａｊ⁃Ｎｕｍ

比例
Ｒａｔｉｏ ／ ％

轨迹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Ｐａｔｈ

１ １ ２３ ２５．６８ 新疆⁃青海⁃甘肃兰州

２ ２ ５ ５．５６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新疆⁃青海⁃甘肃兰州

３ ３ ６２ ６８．８９ 武威⁃兰州

其中源于甘肃省内部的气流占总路径的 ６８．８９％，途径武威到达兰州市，可能经过腾格里沙漠，这类

气团移动慢、路径短，是影响兰州的主要路径．其次为源于新疆经青海省到达兰州市，途径塔克拉玛干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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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和柴达木盆地的气流，占到总路径的 ２５．５６％．另外还有 ５．５６％的气流轨迹起源于中东沙特阿拉伯，途
径我国新疆和青海两省．这些途径地和源地均以沙尘污染为主，在气流的行进过程中也会将沿途大气中

的污染物带到兰州．
２．２．３　 潜在污染源分析

通过对兰州市冬季 ６ 种大气污染物进行分析发现，ＮＯ２、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５存在超标情况，超标天数分别

占到总天数的 ４９％、６２％和 ４７％，特别是 ＰＭ１０的最大超标值达到 １３４４ μｇ·ｍ－３，是二级标准的 ９ 倍，说明

兰州市冬季首要污染物为 ＰＭ１０和 ＮＯ２，因此对这两种污染物进行潜在源分析．图 ７ 为兰州市冬季 ＰＭ１０、
ＮＯ２两种污染物的 ＰＳＣＦ 和 ＣＷＴ 计算结果，ＰＳＣＦ 网格颜色越深表示颗粒物污染轨迹经过的概率越大，
ＣＷＴ 网格颜色越深表示网格区域对受点污染值的贡献越大．一般污染轨迹经过概率越大的地区，其对受

点的污染贡献越大，两者高值重合的区域，可认为是受点的潜在污染源区［１２］ ．由图 ７（ａ、ｂ）可知，兰州市

ＰＭ１０污染轨迹经过概率大于 ７０％来自兰州市本地，对受点 ＰＭ１０大小贡献大于 １００；其次，污染轨迹经过

概率介于 ５０％—７０％来自兰州市北部和东南部的武威、白银和平凉，对受点 ＰＭ１０的贡献介于 ８０—１００，
新疆对受点污染也有一定的贡献，故对兰州市冬季 ＰＭ１０影响较重的是自身扬尘以及腾格里沙漠和黄土

高原西南部，同时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影响．由图 １１（ｃ、ｄ）可知，对于 ＮＯ２来说，ＰＳＣＦ 和 ＣＷＴ 分布较

一致，ＮＯ２污染轨迹经过概率大于 ７０％的来自于兰州市，对受点贡献大于 ９０；其次，位于兰州北部的白银

市的污染轨迹经过概率大于 ４０％，对受点贡献介于 ５０—９０，所以兰州市 ＮＯ２污染的潜在贡献源区主要

是兰州市自身和白银市．这两个城市中兰州是以石油化工，机械制造、金属冶炼和毛纺织等工业为主的

城市，重点源工业废气以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为主；白银市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

基地，生产过程也会产生大量污染物．故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

图 ７　 兰州市冬季污染物潜在源区分布

（ａ）ＰＭ１０的 ＰＳＣＦ 分析；（ｂ）ＰＭ１０的 ＣＷＴ 分析；（ｃ）ＮＯ２的 ＰＳＣＦ 分析；（ｄ）ＮＯ２的 ＣＷＴ 分析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ｏ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ａ）ＰＳＣ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Ｍ１０；（ｂ）ＣＷ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Ｍ１０；（ｃ）ＰＳＣ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２；（ｄ）ＣＷ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２

２．３　 兰州市空气环境状况

通过对兰州市冬季表征空气质量的六种污染物随时间变化以及相对于《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
２０１２）给出的二级标准的离散程度发现 ＳＯ２、ＣＯ 和 Ｏ３均低于二级浓度限值，而 ＮＯ２、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５存在超

标情况．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汪新等［２９］研究表明，受河西走廊平流来的沙尘影响，兰州市大气污染

物中总悬浮微粒（ＴＳＰ）有 ５０％以上为壤土，自然贡献及人类活动的二次扬尘贡献率很大，特殊的自然条

件造成兰州市 ＴＳＰ 和 ＰＭ１０常年超标，冬春两季的颗粒物污染非常严重；陶燕［３０］ 相关研究也发现近些年

兰州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为 ＰＭ１０，季节性变化明显，冬季浓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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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采样期间 ＴＳＰ 的质量浓度平均值为 １４２．４８ μｇ·ｍ－３，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为 ２３４．１６ μｇ·ｍ－３、
６１．７８ μｇ·ｍ－３，均没有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３００ μｇ·ｍ－３）．而在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年间兰州冬季

ＴＳＰ 质量浓度均大于 ３００ μｇ·ｍ－３，日平均最高值大于 １６００ μｇ·ｍ－３［３１］；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对兰州市 ＴＳＰ
研究中发现冬季每月质量浓度几乎均超过国家环境质量三级标准，而且其浓度有增加的趋势［３２］ ．对比

进一步表明了兰州市冬季的空气质量在近年来有大幅度的提高．

３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１）ＮＯ－
３、ＳＯ２－

４ 、Ｃａ２＋ 和 ＮＨ＋
４ 是兰州市冬季气溶胶样品中主要的离子成分，占到总离子浓度的

８８．１２％．这 ４ 种主要离子中除 Ｃａ２＋以外的 ３ 种离子一般来自人为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的二次转化，３ 种

二次转化离子的高浓度与气象和污染气体的高浓度排放有关．通过多年对比，近年来 ＮＯ－
３ 浓度占比跃居

首位，ＳＯ２－
４ 、ＮＨ＋

４、Ｃｌ
－在气溶胶离子中所占组分呈递减趋势，ＮＯ－

３ 和 Ｃａ２＋呈递增趋势．表明兰州冬季大气

污染正向多元型转变，应进一步对加强对机动车排放管控措施的制定．
（２）兰州市冬季水溶性离子在采样期内 Ｋ＋、Ｃｌ－这一组分来源比较稳定，人为源和自然源组分占比

有所变化，二次污染比较严重．聚类分析表明冬季到达兰州市的气团以武威———兰州为首．腾格里沙漠

和黄土高原西南部是冬季 ＰＭ１０污染的主要贡献源区，新疆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兰州市自身和白银市

是 ＮＯ２污染的主要贡献源区．
（３）表征空气质量的六种污染物中，ＮＯ２、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５对于国家二级标准来说存在超标的情况，

ＳＯ２、ＣＯ 和 Ｏ３在采样期内浓度均低于二级浓度限值．ＴＳＰ 浓度均在国家二级标准以下，通过 ＴＳＰ 浓度与

之前研究结果的对比进一步表明兰州市冬季空气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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