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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发展与应用情况#模式发展伊始为欧拉污染物输送实用模型!利

用其研究东亚硫氧化物的跨国输送问题!得出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输送量不大的结论'在系统中嵌入适合东亚的

起沙机制模块!用来模拟沙尘发生"输送及沉降等过程!估算亚洲大陆沙尘气溶胶对海洋地区的输送与沉降通

量!为研究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提供基础数据'利用该系统研究沙尘及其土壤粒子对酸雨的中和作用!发现沙

尘输送对东亚酸雨的分布影响很大'发展城市尺度高分辨率气象和空气质量预报技术!使模式水平分辨率达到

#""6

!并应用于台北高浓度臭氧和
IJ>"

的模拟'研究和集成区域及城市尺度大气污染预报理论和模拟技术!

研制成目前的嵌套网格空气质量预报模式系统!以探讨不同尺度各种污染 %如沙尘暴"城市光化学烟雾"酸雨"

高浓度悬浮颗粒物等&的变化规律#在模式系统中初步建立资料同化模块!开展大气化学成分及沙尘输送模拟的

资料同化研究#系统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郑州等城市环境监测中心实施空气质量的实时预报#未来!系统

将集成到全球环境大气输送模式 %

MC4NJ

&!以实现从城市群到全球具有双向耦合功能的模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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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空气质量预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当今

环境科学研究的热点与难题#通过各类预报方法与

手段相结合!可对痕量气体"气溶胶等多种大气污

染物在城市 区域 全球尺度下的不同类型污染过程

进行模拟预测研究!研究内容涉及气象"物理"化

学等多个学科!包含宏观"微观多种过程!成为当

前城市及区域污染调控与治理的有效途径#

目前国际上空气质量预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

是以统计学方法为基础!利用现有数据!基于统计

分析!研究大气环境的变化规律!建立大气污染浓

度与气象参数间的统计预报模型!来预测大气污染

物浓度!称之为统计预报'另一种则是以大气动力

学理论为基础!基于对大气物理和化学过程的理

解!建立大气污染浓度在空气中的输送扩散数值模

型!借助计算机来预报大气污染物浓度在空气中的

动态分布!称之为数值预报#数值模式包括了以流

体质点为核心的拉格朗日模式和以空间点为主体的

欧拉模式#当前应用较广的拉格朗日模式主要有

<\44D4̀ U

开发的
V

L

,

7

2)5

模式)

>

*和二维
CJCI

模式)

$

*

!但是由于这类数值模式假设气团在输送过

程中不与外界环境发生交换!主要考虑化学和扩散

过程!使其在复杂地形和对流条件下难以适用!因

此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相较拉格朗日模式而言!

欧拉模式的发展和应用更为广泛#近年来!欧拉模

式特别是三维网格模式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出色的城市"区域和全球尺度

的数值模式$如城市尺度的
W4JD:

)

!

*

"

<-WD

'4HI9

)

?

*

!区域尺度的
'4J[

)

#

*

"

CẀ 4X

以及

J4H9SI

等!以及全球尺度的
J\Q4̀ N

"

MC\9D

'VCJ

等#这些模型在科研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于痕量气体"气溶胶微物理化

学过程的认识和理解#

空气质量模式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不断

地进步和发展的#以美国
CI4

为代表!从
>&B"

年

到现在!已经资助开发了三代空气质量模型#这其

中包括第一代空气质量模型+++拉格朗日轨迹模

型!第二代空气质量模型+++欧拉网格模型以及最

新推出的第三代空气质量模型+++区域多尺度空气

质量模型
J.K+2,D!

(

'J4H

)

%

*

#由于模式的设计理

念与考虑的参数不同!各代使用于模拟控制策略的

空气质量模式也各有其特点$在应用上!第一代模

式仅适用于模拟无化学活性污染物的扩散及简易的

有一定化学活性的轨迹模拟'而第二代模式主要针

对光化反应的气态污染物或固态污染物#美国环保

局近来极力推动第三代空气质量模式!通称为

J.K+2,D!

!该类模式吸收一个大气的观念!拟将所

有的大气问题均考虑进模式之中!可以有效地进行

较为全面的空气质量控制策略的评估#目前比较著

名的空气质量模式有$

CẀ 4X

模式"

4X\J

模

式"

4̀XJ

模式"

W4J

模式"

9NCJ

模式及当前

美国
CI4

发展的
J\XCU!

(

'J4H

模式系统等!

这些模式各有特色!各有其优缺点#前三种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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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酸雨问题的研究!而后几种用于大气光化学和气

溶胶二次污染的模拟#虽然各模式的动力框架结构

不一!但所采取的化学反应机理主要是
'AJDS:

"

4̀XJSS

"以及
94Ì '

等#其他相关模块都是在

一系列外场观测实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通过

当地大量的实践检验!具有良好模拟效果#目前!

大部分空气质量模型和气象模式均是离线的 %即用

气象模式获得的气象场驱动大气化学模式&!无法

反映大气化学成分的变化对天气过程的反馈 %主要

通过影响辐射过程&#因此一个在线的"全耦合的

包括多尺度"多过程的模式系统是当前国际上大气

污染模式向区域空气质量实时预报发展的趋势#

我国的空气质量预报起步较晚!基础研究基本

处于被动跟踪状态#国内主要空气质量模式的发展

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并根据其应用于环境决策和环

境研究的目标"污染物的排放特征和污染物在大气

中的相互作用"形成和转化的特点!对模型的参数

和功能作修订和改进!形成了具有适应区域特点的

各种尺度多模型体系#第一代模型主要是高斯烟流

模型!国内第二代模式有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预报

模式 %如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V̀ XJ

)

B

*

&及

区域尺度污染物欧拉输送模式 %如中国科学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
4̀HJ

)

@

*

"南京大学区域酸沉降模式

+̀

G

4XJ

)

&

*等&#目前国内模式发展也进入第三代!

以一个大气的概念!建构了从全球尺度"区域尺度

及套网格的大气环境模式系列!有南京大学的区域

大气环境模式系统 %

+̀

G

4CJ9

&"中国科学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的嵌套网格空气质量预报系统

%

<4HIJ9

)

>"

*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全球

环境大气输送模式 %

MC4NJ

)

>>

*

&等#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制的 ,嵌套网格

空气质量预报模式系统 %

<4HIJ9

&-充分借鉴吸

收了国际上先进的天气预报模式"空气污染数值预

报模式等的优点!并体现了中国各区域"城市的地

理"地形环境"污染源的排放等特点#此系统在计

算机技术上采用高性能并行集群的结构!低成本地

实现了大容量高速度的计算!从而解决了预报时效

问题'在研制过程中考虑了自然源对城市空气质量

的影响!设计了东亚地区起沙机制的模型'并采用

城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实际监测资料进行计

算结果的同化#该模式系统被广泛地运用于多尺度

污染问题的研究!它不但可以研究区域尺度的空气

污染问题 %如沙尘输送"酸雨"污染物的跨国输送

等&!还可以研究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等问题的发

生机理及其变化规律!以及不同尺度之间的相互影

响过程#

<4HIJ9

模式成功实现了在线的"全耦

合的包括多尺度多过程的数值模拟!模式可同时计

算出多个区域的结果!在各个时步对各计算区域边

界进行数据交换!从而实现模式多区域的双向嵌

套#同时!模式系统的并行计算和理化过程的模块

化则有效地保证了
<4HIJ9

模式的在线实时模

拟#

>

!

0,

3

679

模式系统框架与结构

>==

!

模式系统框架

图
>

为
<4HIJ9

模式系统的主要框架结构#

嵌套网格空气质量预报模式系统 %

<4HIJ9

&

由四个子系统组成!分别为基础数据系统"中尺度

天气预报系统"空气污染预报系统和预报结果分析

系统#各子系统的功能介绍如下$

%

>

&基础数据子系统
!!

此系统是整个空气污

染数值预报系统的基础!它包括下垫面资料

%

W9M9

&"污染源资料 %

PTMC

&"气象资料

%

<'CI

&和实时监测污染物的监测资料%

-'MC

&四

个部分#为模式系统提供预报的初始场和边界场以

及对预报结果进行验证的观测数据#

%

$

&中尺度天气预报系统
!!

第五代中尺度天

气预报模式 %

JJ#

&进行气象场的模拟!为空气质

量预报子系统提供逐时的气象场#

%

!

&空气质量预报子系统
!!

%

<4HIJ

&空气

质量预报子系统 %

<4HIJ

&为整个模式系统的核

心!主要处理污染物之排放!平流输送!扩散!干"

湿沉降和气相"液相及非均相反应等物理与化学过

程#其空间结构为三维欧拉输送模式!垂直坐标采

用地形追随坐标#水平结构为多重嵌套网格!采用

单向"双向嵌套技术!分辨率为
!

"

@>a6

!垂直不

等距分为
$"

层#其中考虑的主要污染物包括
9\

$

"

<\

F

"

'

5

V

#

"

\

!

"

'\

"

<V

!

"

IJ>"

"

IJ$;#

等#

%

?

&预报结果分析系统
!!

此模块主要是对模

式的输出结果进行转化!使用
M04X9

"

:),#X

等图

形处理软件以及
X0+16F+1Y+0

"

-1Y1,80)

7

5

"

VNJU

等网页制作软件将模式的输出结果进行可视化并进

行网络发布!使得公众更为直观清晰地了解污染物

的变化情况#

"@B

大
!

气
!

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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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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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嵌套网格空气质量预报模式系统 %

<4HIJ9

&的主要架构

R)

G

=>

!

J1)*3016+.35(+*+,5+K1)0

]

/12)5

L7

0+K)85).*6.K+2)*

G

,

L

,5+6

>=>

!

物理化学过程

模式对物理"化学过程的处理均采用较为成

熟"科学的方案#主要过程的处理方案如下$

%

>

&平流输送与扩散过程
!!

平流输送过程采

用高精度正定质量守恒差分格式方案计算#扩散过

程采用改进的
JJ#

输出的扩散系数进行处理#

%

$

&干沉降过程
!!

此过程处理的关键是如何

计算干沉降速率#

<4HIJ9

模式系统根据不同条

件下的测量结果采用经验参数化的方法模拟干沉降

速度!其大小随大气稳定度"植被"风场等因素而

变化#

%

!

&湿清除过程
!!

湿清除主要是处理云下

%

>%""6

&的洗脱过程#由于我国近地层大气无论

污染气体还是气溶胶的浓度都较高!因而雨滴的冲

刷过程对污染物浓度的影响很大#把雨水冲刷过程

定义为

G

1,(

H

G

1

2

-

!

其中!

G

1,(

为冲刷量!

2

-

为污染物浓度!

G

1

为冲刷

系数!与雨强"雨滴谱分布及各种污染物的浓度有

关及气溶胶的粒子谱及化学成分有关#

%

?

&气相化学过程
! !

气相化学模块是

<4HIJ9

模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模式采

用的气相化学机制为改进后的
'ADS:

碳键反应机

制)

>$

*

!并根据最新的动力学数据更新了其中的化

学反应速率!同时加入了更为详细的
9\

F

化学反应

机制)

>!

*

#

%

#

&液相化学过程
!!

为充分利用
JJ#

所能

提供的云水资料!采用改进的
4̀XJ$

的液相化学

反应机制!考虑了污染物的云雨吸收"溶解"电离

等液相反应!并包括次网格的垂直再分布!冲刷等

过程#

%

%

&气溶胶物理化学过程
!!

主要指气溶胶微

物理过程!包括核化"碰并"蒸发"沉降等#把气

溶胶分为九档!每档又分类为可溶的"不可溶的以

及二者的混合三类#其中考虑了许多空气质量模式

中所没有考虑到的沙尘气溶胶!使本模式系统具有

了预报沙尘长距离输送的能力#

%

B

&起沙机制及自然源的引入
!!

模式发展

者)

>?

*在比较国内外相关起沙机制模型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北方大量气象台站的有关起沙过程的观测

资料!提出了一个适合我国北方的起沙机制模型!

并将该模型耦合到
<4HIJ9

模式之中!通过与实

际观测结果的比较验证!表明
<4HIJ9

能够很好

地模拟出沙尘的起沙"输送等过程#这对提高经常

>@B

#

期
!

<.;#

王自发等$嵌套网格空气质量预报模式系统的发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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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沙尘入侵城市的
N9I

和
IJ>"

预报效果非常

重要!特别是春季沙尘暴频发期间对自然沙尘的考

虑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也是
<4HIJ9

模式系统的

一大特色#

?

!

0,

3

679

模式系统发展史与应用

嵌套网格空气质量预报模式系统 %

<4HIJ9

&

是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自主开发研制的#

该模式系统经历了近
$"

年的发展!是通过集成自

主开发的一系列城市"区域尺度空气质量模式发展

而成的#该模式不但可以研究区域尺度的空气污染

问题!同时可以研究城市尺度的空气质量等问题的

发生机理及其变化规律!此外还可以研究不同尺度

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该模式是研究污染物排放

量"气象条件"化学转化和干湿清除之间相互作用

的重要工具!可以为环境决策部分提供科学的污染

排放控制对策#

<4HIJ9

模式系统已经广泛应用

于硫氧化物跨国输送!沙尘起沙"输送和沉降模

拟!酸雨对环境的影响研究!臭氧模拟!以及城市"

区域等尺度上的空气质量模拟研究!并成功实现了

业务上的广泛应用#

?==

!

模式系统发展应用史

!=>=>

!

三维欧拉污染物长距离输送模式

为研究东亚污染物跨国输送问题!设计了三维

欧拉型污染物长距离输送实用模型)

>#

*

!此模型可

以计算长时间的污染物远距离输送态势'利用此模

型计算东亚硫氧化物的跨国输送问题!结果表明我

国对周边国家的污染物输送量不大!有力地反驳了

日本认为其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于中国的论调!为

国家的环境外交提供了科学依据#

对上述模型进行改进!采用更符合实际的物理

化学模块!并在模式中采用分裂查表算法处理气相

化学过程!得到了能够计算大区域"长时期 %季节

或年&内
9\

F

输送的模式系统)

>%

*

#灵敏性试验表

明改进后的模式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和灵敏度#该模

式具有较好的可信度!模拟结果与实测资料相符

合!能方便地计算长时间 %月"季"年&的污染物沉

降及远距离输送态势#王自发等)

>B

*利用硫氧化物

输送三维欧拉实用模式!计算和分析了我国和东亚

地区二氧化硫"硫酸盐粒子的空间分布和季节变化

特征!给出了年平均硫化物大气含量分布!并讨论

了四种典型下垫面 %城市"山区和林区"平原和沙

漠以及海洋&条件下硫氧化物浓度的垂直分布#结

果表明近地层硫化物浓度分布与排放源的分布基本

一致!高值区主要位于山东半岛"华北部分地区和

四川盆地!另外还有一些独立的小范围高值中心#

地面浓度冬季大!夏季小#高空硫酸盐粒子高值中

心少且平滑#年平均硫酸盐大气含量高值区主要集

中在江淮流域并向海上延伸#王自发等)

>@

*在
>&&@

年利用东亚硫氧化物输送模拟预测了未来
>#

年

内东亚各地区的硫氧化物沉降量"相互输送量的

变化趋势及其对土壤的影响!并预言东亚各地区

的硫化物沉降量和输送量将日益增多!形势相当

严峻#

!=>=$

!

黄沙输送模式

在比较国内外起沙机制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

国北方大量气象台站起沙过程的观测资料!黄美元

等)

>?

*在
>&&@

年设计了一个适合研究我国北方黄沙

输送模拟与预报的起沙机制模型#采用该起沙模

型!通过对黄沙输送过程中的干沉降过程"降水清

除过程的参数化处理!并考虑黄沙的分谱机理及可

能的微物理过程!建立了适合东亚地区的分谱的黄

沙输送模式)

>&

*

#该沙尘模式给出了三个判断起沙

的判据$天气系统判据"风场判据和下垫面湿度状

况#大大提高了起沙过程的模拟准确性!通过与历

史实测资料的对比!表明模式可以较好地模拟黄沙

的输送过程#

基于东亚地区分谱黄沙输送模式!初步建立了

沙尘 %暴&数值预报系统!该系统可用于沙尘的发

生"输送及沉降的短期数值预报!目前已经在一些

气象和环保业务部门进行试预报测试)

$"

*

#

!=>=!

!

城市尺度模式

在城市尺度方面!发展了水平分辨率达
#""6

"

集气象与污染输送的城市大气污染输送模式)

$>

*

!

利用该模式模拟台北地区高浓度臭氧和
IJ>"

的

浓度!通过与观测资料的对比!发现模式可以比

较好地模拟污染物浓度的时间和空间结构#

由于机动车尾气污染以及光化学污染在我国的

一些大型城市 %如北京"上海"广州&愈显突出!又

发展了实用性的区域氮氧化物 %

<\

F

&和臭氧的污

染预报模式)

$$

*

#

!=>=?

!

嵌套网格空气质量预报模式系统

综合上述区域模式和城市模式的优点!开发了

基于中尺度气象预报模式 %

JJ#

&的嵌套网格空气

$@B

大
!

气
!

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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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预报模式系统)

>"

*

%

<4HIJ9

!

<+,5+K 4)0

H/12)5

L

I0+K)85).*J.K+2)*

G

9

L

,5+6

&#该模式可

以同时用于研究不同尺度 %区域"城市&的污染问

题!并可利用系统中的单向和双向嵌套功能研究和

探讨不同尺度污染间的相互作用#该系统已经被应

用于很多城市的污染问题研究!徐文帅等)

$!

*利用

<4HIJ9

四重嵌套方案!成功地模拟了上海市

$""$

年
!

月
$$

日和
$""?

年
>>

月的高污染过程!

均取得了良好的模拟效果#周慧等)

$?

*利用该模式

对西安的重污染过程进行模拟!并初步分析了西安

高污染的成因#

Q(1.

等)

$#

*利用
<4HIJ9

模式!

结合沙尘气溶胶的观测资料对
$""$

年
!

月
$"

日北

京特大沙尘暴中两个
N9I

峰值进行分析!发现两

次峰值期间的沙尘来源于相对,清洁-和,污染-的两

个不同地区!通过不同的高度到达北京!并与沿途

以及北京局地的人为污染物发生了不同的混合#赵

秀娟等)

$%

*使用该模式系统对
$"">

年整个春季东亚

沙尘气溶胶起沙"输送及其对海洋的沉降量进行了

全面的研究#发现该模式能够较好地模拟出沙尘起

沙的时间和地点!能够反映沙尘气溶胶在输送过程

中的时空分布特征!给出了东亚沙尘气溶胶输送的

主要路径和通道及其在东亚不同海域的沉降通量的

分布特征#估算了亚洲大陆沙尘气溶胶对海洋地区

的输送与沉降通量!通过和日本诸多测站常年观测

的沉降资料对比!模式估算的量级合理!这些沙尘

给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了铁等丰富的营养物质并促进

海洋生产力!为研究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提供了

基础数据#

W+615,/

等)

$B

*也利用此模式计算了沙

尘对西北太平洋地区的输送量#

#

鄂尔多斯市空气质量及其传输状况模拟计算
=

中期报告!

$""%

$

嵌套网格空气质量预报模式示范研究
=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

$""!A4%>?4

&子课题,区域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与示范研究-结

题报告!

$""%

利用
<4HIJ9

对鄂尔多斯地区
&

月空气质量状

况进行了数值模拟!通过与气象观测资料和污染观测

资料的对比!发现该模式系统具有较强的模拟能力#

分析
&

月份鄂尔多斯地区的气象形势"污染状况"输

送通量"出流状况以及该地区点源的贡献等内容!发

现模式能够很好地反映鄂尔多斯地区各类污染物分布

和输送态势#

#

利用
<4HIJ9

采用四层嵌套技术模拟了

$""?

年辽宁和青岛两个示范区一年的气象场和典

型季节的空气质量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地区

的
IJ>"

和
9\

$

冬季比夏季高一倍左右!主要集中

在长江"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在辽宁省主

要以几大工业城市为高值中心!冬季城市高值中心

比夏季明显!

9\

$

的这种特征比
IJ>"

表现更为明显$

#

该模式还被用来研究海陆风过程的演变情

况)

$@

!

$&

*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模式还被应用

于对飞机观测资料结果的模拟工作中)

!"

!

!>

*

!模拟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分布和输送情况#

<4HIJ9

模式系统也被较多地应用于臭氧模

拟中#

U)*

等)

!$

*利用该模式对台湾地区的臭氧进行

了模拟研究!模拟结果均表明!该模式系统对臭氧

具有较强的模拟能力#

P1*

G

等)

!!

*利用
<4HIJ9

模式系统对
$""?

年
#

月
$!

"

$?

日发生于中国东部

地区的一次高臭氧事件进行模拟研究!并利用泰山

和黄山的观测数据进行验证#结果发现!模式系统

成功地模拟出了这次事件 %图
$

&#利用敏感性试

验发现!来自长江三角洲的污染物的水平输送对这

次高臭氧事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泰山和黄山

的贡献率达到了
$"b

"

#"b

%图
!

&#

京都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该模式的基础上发展了

可溶性颗粒物输送"沉降与转化模式系统!并用该

系统研究了强火山
J)

L

1a+

_

)61

爆发对周边地区空

气质量的影响)

!?

*

#

在
<4HIJ9

基础上发展了区域空气质量预报

模式系统!该模式系统包括了硫氧化物"氮氧化

物"臭氧"沙尘等物种!并直接耦合气相和液相化

学过程#

P1*

G

等)

!#

*利用该模式系统研究了土壤粒

子对酸雨的中和作用及其对东亚酸雨分布的影响#

模式能够很好地模拟东亚地区降水
IV

值的地理分

布情况#模拟结果表明沙尘粒子对东北亚地区的降

水具有中和作用!会使得中国北方和韩国年平均降

水的
7

V

值增加
"=@

"

$=#

!而对日本和中国南方的

降水的中和作用则比较弱#沙尘粒子对降水的中和

作用随季节变化!春季的影响最明显!会导致日本

降水的
7

V

值增加
"=>

"

"=?

!韩国增加
"=#

"

>=#

!

中国北方增加
$

以上#

?=>

!

业务上的应用

空气污染预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当

!@B

#

期
!

<.;#

王自发等$嵌套网格空气质量预报模式系统的发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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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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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山 %

8

"

K

&观测值和模拟值的比较$%

1

"

8

&小时平均值'%

Z

"

K

&日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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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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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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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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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

$%

日长江三角洲对黄山%

1

"

Z

&和泰山%

8

"

K

&臭氧浓度的贡献$%

1

"

8

&基本试验和控制试验时的臭氧浓度'%

Z

"

K

&$长

江三角洲的贡献率 %

b

&#基本试验和控制试验分别代表包括和去除长江三角洲污染物的情景设置

R)

G

=!

!

%

1

!

8

&

N(+5)6+,+0)+,.3,)6/215+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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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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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V/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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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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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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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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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35(+T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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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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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1*KN1),(1*J./*51)*

%

K

&

3.05(+,16+

7

+0).K

今环境科学研究的热点和难题#气象条件的改变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气污染物的传输和浓度的时空

分布!因此可以根据气象因子来作出空气污染预

报#国内朱蓉等)

!%

*利用平流扩散方程开发出

'4II9

系统!并在国内
>$

个省市气象部门得到应

用#由于该类模式在化学以及污染源等方面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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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其集中应用于无化学活性污染物的扩散和简

单的有一定化学活性的轨迹模拟#中国科学院大气

图
?

!

上海不同时段内模拟与观测的
9\

$

对比

R)

G

=?

!

'.6

7

10),.*.39\

$

Z+5F++*,)6/215).*1*K.Z,+0Y15).*)*9(1*

G

(1)K/0)*

G

Y10)./,

7

+0).K,

物理研究所自主开发了由
%

中尺度"

&

中尺度气象

模式和浓度预报模式组成的城市空气污染数值预报

模式系统!该系统应用于济南等城市!具有较好的

预报性能)

!B

*

#

<4HIJ9

系统不仅能够预报城市尺

度的空气质量!还可以研究区域尺度的空气污染问

题!并且实现了双向嵌套!这样可以充分考虑沙尘"

酸性污染物等的输送对城市尺度空气质量的影响#

目前!

<4HIJ9

已经实现了模式系统的并行

化和业务化!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且投入到业务

运行中#目前!该模式已经在全国多个省市地区投

入业务运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些地区分别为

北京"上海"深圳"郑州及台湾等#郑州市环保部

门从
$"">

年已开始采用此模式系统来进行业务预

报#目前!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

已采用此模式系统进行业务数值预报!相关的设

置"软硬件初步调试已完成!相关的效果测试均在

进行之中#

该模式系统还连续三年为台湾春季沙尘密集观

测计划提供了实时预报结果!台湾大学及中央研究

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也采用此系统研究台湾的高污

染 %臭氧和悬浮颗粒物&的形成和产生机制!并为

台湾南部的观测实验提供预报结果#上海的模式系

统应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并且实现了网络化

管理和查询#从上海不同时段
9\

$

和
IJ>"

%图
?

"

#

&的模拟与观测结果对比来看!模式结果与观测

值之间存在很好的对应关系!这说明该系统在上海

的运行效果很好)

$!

*

#

@

!

参与模式比较计划

<4HIJ9

模式系统的开发及使用者积极地发

起并参与了很多国际模式比较计划#参加模式比较

计划的目的是比较不同模式各个模块的优劣!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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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上海站不同时段内模拟与观测的
IJ>"

对比

R)

G

=#

!

'.6

7

10),.*.3IJ>"Z+5F++*,)6/215).*1*K.Z,+0Y15).*)*9(1*

G

(1)K/0)*

G

Y10)./,

7

+0).K,

其他模式的经验!对现有模式进行改进!以便更好

地发展适用于我国和东亚地区的模式系统#

参加了中国"日本和韩国联合主持的东北亚污

染物跨国界长距离输送国际计划 %

U.*

G

D̀1*

G

+

N01*,Z./*K10

L

4)0I.22/51*5,)*<.05(+1,54,)1

!

简称
UNII0.

_

+85

&

)

$$

!

!@

*

#该计划始于
$""$

年!主

要是利用现有的排放源资料!运用数值模式模拟不

同年份"不同季节的各类污染物输送问题!旨在弄

清东北亚 %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地&污染物长距离

跨界输送的基本情况#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自发研究员和日

本九州大学
W*.

教授共同发起了沙尘模式比较计

划 %

XJSI

&!把应用于东亚地区的约
>$

个沙尘模

式中的数学处理及其物理"化学等过程进行综合比

较!以期集成出更优秀的沙尘数值预报系统 %见

(55

7

$((

*E8=)1

7

=18=8*

(

XJSI

(

)*K+[=(56

&#参加比

较的沙尘模式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模式对

相同的典型沙尘暴个例进行模拟!系统地比较各类

模式系统的框架构成!评估各个模式对沙尘发生"

输送和沉降过程的模拟性能!并分析模拟结果存在

差异的可能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模式系统进行改

进!发展适合于东亚地区的新的沙尘模式系统#研

究结果表明!参加比较的模式使用了不同的沙尘排

放方案"水平和垂直分辨率"数值方法和气象模

式!这造成了模拟结果的巨大差异#在对
$""$

年

春季的两个强沙尘暴过程的模拟结果中!可以清楚

地看到其间的差异#大多数模式模拟的沙尘浓度基

本与
IJ

观测结果一致#模式可以较好地模拟出沙

尘爆发和消亡的时间#然而!模式结果在数量上的

差异是非常大的!每个模式模拟的最大浓度值会相

差
$

"

?

倍之多#而模拟的沙尘排放通量和主要源

区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蒙古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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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显著!这说明每个模式对于沙尘源区的认识还有

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北京和长崎两个点的模拟所

得的沙尘垂直浓度分布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结

果表明目前对于东亚地区沙尘暴的发生"输送和清

除过程的模拟有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还需要进一步

改进东亚地区的沙尘模式)

!&

*

#

第二期东亚大气化学输送模式比较计划

%

JS'9D4,)1

7

(1,+SS

&为
SS494

%奥 地 利&"

4X\̀ '

%日本&"

S4I

%中国&"

'M̀ C̀

%美国&等

单位发起的关于东亚污染物输送模式的比较计划!

主要侧重于氮氧化物"臭氧"

IJ>"

等的比较#此

计划的深入开展必将促进相关模式的发展及其应用

%见
(55

7

$((

FFF=1K.08=

G

0=

_7

(

1K.08

(

6)8,=(562

&#

东亚酸沉降观测网 %

C4<CN

&资料)

?"

*用来验证模

式的效果#在这项计划中!

@

个酸雨输送和沉降模

式提交了模拟结果!模拟的时间分别为
$"">

年
!

月"

B

月"

>$

月以及
$""$

年
!

月#比较的物种主要

包括
9\

$

"

V<\

!

"

<V

!

"

\

!

"

9\

$̂

?

"

<\

^

!

和
<V

c

?

等#模拟的结果与
C4<CN

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

以此来验证各个模式对东亚地区化学输送的模拟能

力#比较了各个模式模拟的气象场"垂直分布"地

表浓度的变化"输送以及沉降的模拟结果!研究结

果表明所有的模式对垂直分布和成分变化的模拟结

果比较合理#模式大体上可以抓住主要的输送和沉

降区域!但是数值上有着比较大的差异#这与模式

中所用的化学机理"气象场"沉降机制以及一些参

数的选择等有着直接的联系)

?>

"

?!

*

#

A

!

同化系统

观测和模式模拟在当前大气化学的研究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随着遥感技术的应用!观测技术已

经从少量传统的常规观测发展到大量的非常规观

测!如卫星遥感#如何利用观测信息!从而使模式

预报结果最优化是大气化学模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向#将三度空间和不同时间层上的观测和模式的信

息结合起来的一种客观方法就是四维资料同化#在

数值预报中它主要是为模式提供较优的初始场和再

分析资料集#

四维资料同化技术较早被应用于气象和海洋的

研究!大气化学中资料同化方法研究始于
$"

世纪

&"

年代#目前!国际上开展大气化学资料同化研

究的主要有美国"德国"荷兰"法国和欧洲中期天

气预报中心等国家和组织#国际上流行的同化方法

主要是四维变分同化%

?X:4̀

&和集合卡尔曼滤波

%

C*dR

&#有趣的是!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平流层

卫星观测资料的同化及分析#这是因为卫星观测覆

盖全球!使得卫星观测资料对化学成分全球分布研

究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国内!区域及城市空气质量

模式系统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科学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中国气象局开发了各自的城市空气质

量模式系统!但是在城市空气质量模式系统中对大

气化学物种的同化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发展了基于最优插值技术)

??

*的同化系统!并

初步应用到上海#利用最优插值方法对
IJ>"

"

9\

$

和
<\

$

进行连续
$"

天的同化试验结果表明!

无论是
IJ>"

"

9\

$

还是
<\

$

!同化偏差的平均值

均小于
$"

'

G

(

6

!

!比未同化偏差平均值至少减少

了
#"b

#同化偏差小于未同化偏差天数都在
>%

天

以上#采用此法利用上海市常规观测站观测数据对

臭氧进行逐时同化!同化后的分析场作为下个时刻

模式积分的初始场向前预报#取两个未经同化的独

立观测站点的观测数据作检验 %图
%

&#结果表明

同化后的分析场比同化前更接近实际观测!观测数

据能有效地修正模式预报结果#

B

!

结语与展望

目前正面临着大气环境的新挑战$全国大气污

染形势严峻!温室气体和气溶胶颗粒物排放居高不

下!使得我国面临着全球最严峻"最复杂的环境问

题!尤其区域污染的全球化!造成了国家在气候和

环境外交问题上的空前压力#与此同时!随着城市

大气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群区域复合污染显现!环

境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这些挑战决定模式以后的发

展方向#一方面!必须加深理论研究!尤其是加强

影响我国大气环境重要大气成分变化的关键物理和

化学过程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开展!以此获得

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物理"化学过程的认识!为大

气环境模式的建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

则是建立多尺度多过程的大气环境模式系统!实现

全球 区域 城市的双向嵌套模式系统框架!以便开

展从区域到全球尺度的各类大气污染 %沙尘暴"光

化学污染"城市悬浮颗粒物"酸雨等&的变化规律

及其与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的研究!从而实现全球"

区域和各个城市空气质量实时预报!计算硫"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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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两个独立检验观测点上未同化与同化后模式模拟结果的对比

R)

G

=%

!

'.6

7

10),.*Z+5F++**.1,,)6)215).*6.K+2)*

G

0+,/251*K1,,)6)215).*6.K+2)*

G

0+,/25155F.1Z,.2/5+5+,5.Z,+0Y15).*,)5+,

降!提供海洋沙尘通量的输入!有助于海洋生态研

究的深入!从而合理评估大气污染对全球生态系统

的影响#目前!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已经开

发了全球环境大气输送模式 %

MC4NJ

&

)

>>

*

!该模

式包括气溶胶模块和化学模块等部分!化学模式能

够模拟
!$

种化学物质的全球分布!研究表明该模

式能够很好地模拟沙尘"硫酸盐以及黑炭等物种的

全球变化#此外!该模式还需要更多地集成遥感"

观测等资料!进一步加强模式的合理性#未来将以

此模式为基础!发展大气环境四维同化技术及集合

预报技术!设计反映中国特殊排放和源汇过程的新

一代大气环境模式系统!为阐明"制定排放源控制

对策和城区规划提供一个科学实用的模式工具#另

外!由于污染排放源的不确定性对大气化学模式预

报结果具有重大影响!故利用资料同化技术对排放

源进行反演将是未来大气化学资料同化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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