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５ 期 李正等：杭州市典型雾霾期污染特征及污染源的 ＨＹＳＰＬＩＴ 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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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研究期间杭州市 ＳＯ２、ＮＯ２、Ｏ３、ＰＭ２．５、ＰＭ１０和

ＣＯ 的平均浓度为 １６． ７、 ５７． ０、 ８１． ９、 ７６． ４、 １１９． ７
μｇ·ｍ－３和 １．０ ｍｇ·ｍ－３，其中 ＰＭ２．５和 ＰＭ１０日平均浓

度分别是一级标准（３５ 和 ５０ μｇ·ｍ－３）２．２ 和 ２．４ 倍，
几乎每天都超标．冬季尤其是十二月各污染物（除
Ｏ３外）浓度最高，空气污染最为严重．受到太阳辐射

和温度的影响，Ｏ３浓度在三月份最高．
２）雾霾期间各污染物浓度明显上升， ＰＭ２．５、

ＰＭ１０、ＳＯ２、ＮＯ２和 ＣＯ 平均浓度是非雾霾时期的 ２．４、
２．３、１．３、１．５ 和 １．６ 倍．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平均值（０．６５）略高

于非雾霾期（０．６２），说明细颗粒物是导致雾霾事件

的主要污染物，二次生成对 ＰＭ２．５的贡献更为重要．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雾霾期 ＰＭ２．５与 ＣＯ 的正相关

性最强（０．８６３），远高于 ＮＯ２（０．４１０）和 ＳＯ２（０．３９９），
而非雾霾期 ＰＭ２．５与三者相关性差异不大．在未来机

动车尾气可能取代工业排放，成为杭州市 ＰＭ２．５的主

要污染源．
３）雾霾时期的后向轨迹和 ＣＷＴ 分析结果表

明，西南（３８．３％）、西北（１９．１％）方向远距离输送的

气团携带了较多的污染物，ＰＭ２．５ 平均浓度最高为

１２３．８～１４６．７ μｇ·ｍ－３ ．其次，来自杭州周边地区的气

团占比 ２７．３％，ＰＭ２．５平均浓度 １１５．４ μｇ·ｍ－３ ．河北、
山东、湖南、江西和浙江省南部是主要的潜在污染

源，对杭州市雾霾事件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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