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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辽阳市 2016 年~2018 年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的臭氧监测结果,研究了辽阳市臭氧浓度变化特征。结果表

明,2016 年~2018 年近地面臭氧的变化趋势为波动状态,2017 年均值最低,为 152μg/m3；臭氧浓度夏季高,冬季低,2018 年 4 月～8

月的臭氧浓度月均值超标。日变化趋势夏冬季表现不同,夏季早晚变化趋势不明显,夜间浓度相对较高；而冬季白天臭氧浓度高,

最大值出现在中午 12 时~13 时,有较为明显的臭氧周末效应。针对辽阳市的近地面臭氧污染特征,提出了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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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O3)主要存在于距地球表面 20km 的平流层中,它

吸收对人体有害的短波紫外线,防止地球表面生物受到侵

害。但随着城市污染逐渐加重,近几年对流层臭氧浓度呈现

出不断上升趋势,导致光化学烟雾污染在城市中心频发,对

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1-3]。目前,国内各城市都

逐渐开展近地面的臭氧监测[4-6],研究表明近地面臭氧污染

除与多种气象因子有关,大气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和

氮氧化物(NOx)[7]也是影响臭氧浓度的主要原因。此外,臭氧

污染还存在地域差异。辽阳是辽中南地区的典型城市之一,

地处辽东低山丘陵与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属于北温带大陆

性季风气候,冬季冷,夏季热；经济结构是以化工、化纤和塑

料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而石化产业在各个生产过程中都会

有大量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因此研究辽阳市近地面臭氧的

污染特征是极其有必要的。本文根据 2016 年～2018 年辽阳

市近地面臭氧的监测数据,对辽阳市的臭氧污染现状进行了

特征研究,并提出了几点在污染防治对策上的建议。 

1 监测方法 

1.1 点位设置 

辽阳市共设有 4 个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分别为宏伟区

(清洁区)、滨河路(交通区)、铁西工业区(工业区)、新华园

(居民区)。 

1.2 数据采集 

采用赛默飞世尔公司的 49I-D1NAA 型臭氧自动分析仪,

分析原理为紫外吸收法。采样方式为 24h 自动连续采样,

分别采集 8 小时平均浓度值（每 8 小时至少有 6h 小时平均

浓度值）和 1 小时平均浓度值(每小时至少有 45min 采样时

间),具体参照《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654-2013)》,

数据真实有效。 

1.3 评价标准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环境空气臭

氧日 大8小时平均浓度二级限定标准为160μg/m3,1小时

平均浓度限值为 200μg/m3。 

2 监测结果及臭氧特征研究 

表 1  2016 年～2018 年辽阳市各功能区年平均臭氧浓

度(O38h)统计表(单位：μg/m3) 

点位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铁西工业区 199 158 161

滨河路 188 144 165

新华园 147 148 152

宏伟区 139 159 155

市均值 168 152 158
 

表1显示2016年～2018年辽阳市臭氧浓度的变化趋势为

波动状态,先降低后升高,年均值分别 168μg/m3、152μg/m3

和 158μg/m3。从功能区来看 2017 年铁西工业区和滨河路

O38h 浓度急剧减少,宏伟区略有升高,而新华园(居民区)几乎

没有变化,宏伟区和新华园的 O38h 浓度数据三年均未超标。

这是由于辽阳市在 2017 年开展了“十个专项”整治行动,包

括涂装、化工、石化等企业VOC专项治理项目47个以及燃煤

锅炉和黄标车淘汰工作,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8 年除宏

伟区外O38h浓度均小幅上涨,但仍然在标准限值内,这主要是

由于2018 年辽阳地区夏季比往年更高的气温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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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8 年辽阳市臭氧浓度月变化趋势图(O38h) 

图 1 显示了 2018 年辽阳市臭氧浓度月变化趋势,由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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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辽阳市区的O38h浓度变化趋势为先升高后降低,春夏季

高,秋冬季低,这与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城市臭氧变化趋势一致,

是由于春夏季强烈的太阳辐射和较高的温度有利于氮氧化物

和挥发性有机物发生光化学反应从而生成地面臭氧。4 月~8

月各功能区及市均值 O38h 浓度均超标,以市均值计每月超标

天数分别为9天、6天、9天、5天和 6天。6月 O38h 浓度达

到 大值(市均值为 189μg/m3),并未出现在温度 高的 7 月,

这是由于 7 月的温度虽然更高,但降水较 6 月增强的原因所

致。全年 低值出现在 12月,O38h 浓度为 61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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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 年辽阳市臭氧浓度日变化趋势图(O31h) 

图 2 为 2018 年辽阳市区新华园点位夏冬两季臭氧浓度

的日变化趋势图,由图 2 可以看出,夏季和冬季臭氧浓度日

变化趋势略有不同。夏季 O31h 浓度较高,工作日呈现波浪曲

线,较明显的两次低谷出现在 6 时和 11 时,应与人类活动规

律有关,6 时～9 时是人们开始准备出行上班上学的时间,之

后有逐渐降低,11 时起随着温度和日照时间加长,氮氧化物

光解为臭氧的反应逐渐增强并占主导地位,有利于 O31h 浓

度的升高,但总体趋势比较平稳, 大值与 小值的相对偏

差仅为 10%；休息日的 O31h 浓度呈缓慢下降趋势,变化不大；

此外,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夏季夜间的 O31h 浓度值偏

高,可能是由于夏季人们更愿意夜间出行,而且东北地区夏

季街边烧烤多,也造成一定污染。冬季工作日和休息日的臭

氧浓度变化趋势基本为先升高后降低,白天高,夜间低,冬季

东北地区白昼时间短,温度低,不利于近地面臭氧的形成,工

作日的变化趋势为单峰曲线, 大值出现在中午 12 时,浓度

为37μg/m3；休息日的 大值出现在13时,浓度为57μg/m3,

整体臭氧水平均高于工作日,而且全天变化幅度小于工作日,

这表明冬季臭氧浓度日变化趋势基本符合北京、上海等地的

臭氧周末效应。 

3 污染防治对策的建议 

臭氧是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氮氧化合物(NOx)等在阳

光作用下,结合光化学反应而出现的二次污染物。因此如何

更好的控制城市的 VOCs 及 NOx 排放量是臭氧防控的关键。

但是如何确定辽阳市的臭氧的生成是由哪种因素主要控制,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根据《“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相关

要求,全面加强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工作,其中辽阳

地区和石化行业均被划为重点管控对象。辽阳市应对以辽阳

石化公司为依托建设的辽阳芳烃及精细化工产业化基地等

VOCs 排放企业与来源进行确认和监控,启动 VOCs 自动监测系

统,对方案中规定的影响 O3 浓度的重点污染物,间/对-二甲

苯、乙烯、丙烯、甲醛、甲苯、乙醛、1,3-丁二烯、1,2,4-

三甲基苯、邻-二甲苯和苯乙烯等 VOCs 进行 24h 连续监测。

结合环境空气质量季节性变化特征,制定行业生产调控措施。 

NOx 污染主要源于工业生产用的各种锅炉、窑炉排放及交

通源排放。辽阳市正全力控制燃煤小锅炉污染问题,强力推进

拆除燃煤锅炉工作。对不能稳定达标的锅炉制定整改方案,全

面推进燃煤锅炉电表排放工作。对于大型锅炉、窑炉,建议安

装低氮燃烧器或高效脱硝装置,进一步减少 NOx排放量。 

根据辽阳市臭氧夏季上班时间及夜间臭氧浓度大的特

点,应倡导人们低碳绿色出行；政府执法部门应对夜间街边

烧烤进行整治或取缔,有效控制夏季城区内污染物的排放。 

[参考文献] 

[1]耿春梅,王宗爽,任丽红,等.大气臭氧浓度升高对农作

物产量的影响[J].环境科学研究,2014,27(03):239-245. 

[2]黄俊,廖碧婷,吴兑,等.广州近地面臭氧浓度特征及气

象影响分析[J].环境科学学报,2018,38(01):23-31. 

[3]包艳英,徐洁,唐伟,等.大连市夏季近地面臭氧污染数

值模拟和控制对策研究[J].中国环境监测,2018,34(1):9-19. 

[4]邵平,辛金元,安俊琳,等.长三角工业区夏季近地层臭氧

和颗粒物污染相互关系研究[J].大气科学,2017,41(3):618-628. 

[5]齐应欢.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特征和环

境影响分析[D].山东大学,2018,(01):81. 

[6]雷瑜,张小玲,唐宜西,等.北京城区 PM(2.5)及主要污染

气体“周末效应”和“假日效应”研究[J].环境科学学

报,2015,35(05):1520-1528. 

[7]唐文苑,赵春生,耿福海,等.上海地区臭氧周末效应研

究[J].中国科学 D 辑:地球科学,2009,39(1):99-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