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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雾为阜新地区在秋冬季节主要的灾害性天气,对交通、环境有着较大的影响,10月为阜新地区大雾多发季节。本文利用MICAPAS常

规资料、自动站数据等资料分析了2019年22-24日阜新地区连续性大雾天气过程。结果表明：(1)此次大雾过程发生在500hpa较平直的纬向环流

中,地面为弱高压控制,中低空偏南暖湿气流向阜新地区输送,为大雾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流背景(2)大雾发生的过程中,地面为弱南风,微风使

逆温层有一定厚度,有利于大雾的维持(3)低空逆温层使水汽不易扩散,近地面潮湿,对大雾的形成和维持有重要的贡献。(4)大雾发生时大气层结

稳定,低层为弱的辐合上升,高层为弱的幅散下沉,有利于大雾的维持发展。 

[关键词] 大雾；过程分析；条件特征 

 

1 天气实况 

2019年10月23日05时50分开始彰武县出现大雾天气,由彰武县国家级

观测站的数据,此次大雾天气 小能见度出现在07时,为147m,大雾维持时

间为2小时36分钟。此后,10月24日2时20分开始阜蒙县开始出现大雾天气,

由阜蒙县国家级观测站的数据, 小能见度出现在03时,为211m,大雾维持

时间为1小时25分钟。 

2 高空形势 

2019年10月22日20时,500hPa欧亚大陆中高纬度为一槽一脊,阜新地

区位于弱的暖脊中,受西北偏西气流控制,以较平直的纬向环流为主,有弱

的短波槽活动。23日08时,贝湖的槽东移,阜新地区受西南偏西气流控制,

高空冷暖平流不明显。24日08时,槽东移加深,阜新地区受槽前西南气流控

制,24日傍晚,阜新地区开始出现降水天气。10月22日夜间,850hpa辽宁西

部存在一切变,切变前的偏南风持续向阜新地区输送暖湿气流,为大雾天

气提供了有利的环流背景。 

3 地面特征分析 

 

 

图1  23日02时-24日08时彰武县站(a)、阜蒙县站(b)风速(m/s)、相

对湿度(%)、能见度(m)演变情况 

在两次大雾发生过程中,阜新地区一直处于高压内部,广阔的均压场

内,风速较小,有利于雾的发展和维。22日夜间彰武县为弱的偏南风,风速

在0-1.8m/s。23夜间,大雾发生前期,阜蒙县为弱东北风,大雾发生时,阜蒙

县为弱的偏南风,风速在0.5-1.2m/s。由图1可以看出,大雾 强的时段并

不是风速 小的时段,微风使逆温层有一定厚度,但又不会破坏逆温层,有

利于大雾的维持。两次大雾过程中夜间的相对湿度逐渐增加,大雾发生时

近地面层十分潮湿,大气接近饱和。 

4 T-logP 图 

由于阜新本站没有探空站,故选取阜新周边的赤峰站及通辽站作为参

考,从23日08时通辽站的T-logP图可以看到,925hPa以下边界层存在逆温,

近地面的静稳形势明显。从24日08时赤峰站的T-logP图可以看到,层结曲

线与状态曲线基本重合,近地面有逆温存在,850hpa有一低空逆温和近地

面的逆温同时存在,近地面逆温使近地面水汽积累,低空逆温有效阻挡水

汽和能量向上交换,有利于大雾的维持。 

 

 

图2  T-logP 图(a：23日08 时通辽站 b:24日08时赤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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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性入手,重点介绍了该项工作实施中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科学可行的应对措施,为全面有效

提升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水平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 

 

前言 

在长期的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进行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环

境影响评价机制,科学编制大量规范,指导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

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技术指导和环境影

响评价规范不够全面细致,在固体废物方面说明不够充分,使得建设项目

特别是工业项目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不够严谨规范,影响到后续环境的

监管和治理工作实施效果。 

1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性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人们生产生活

水平的持续提升,多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都在增加,主要包含工业固体

废物、工业危险废弃物、医疗固体废物以及生活垃圾等多个方面。如果固

体废物处理不够到位,将会给生态系统带来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危及到

社会公共安全,给生态环境保护成本带来较多额外支出,且产生资源浪费

问题。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工业生产的能力不断上升,将会使得固体废物

产生量逐渐上升。对此,现阶段生态环保工作深入发展,需要高度重视到固

体废物的处理工作,针对固体废物的增量加以有效控制,持续降低废物处

理工作的难度,在实施环境保护工作的过程中还要不断降低固体废物处理

成本,这其中需要发挥多方协调工作能力,推进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的顺利稳定开展。 

2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存在着的问题分析 

2.1界定不够明确 

当前我国还没有全面确定好固体废物的排放标准和评价技术参数,导

致工作人员无法针对固体废物的成分和性质进行准确测定与评估,使得界

定固体废物环节出现了一定问题,无法精确归类好产品的具体方向,确定

其属于固体废物还是副产品。很多工作人员在撰写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过

程中,都会容易出现表述错误的情况,从而没有科学实施固体废物处理工

作,使得固体废物污染范围有所扩大,危害性也不断增加,进而污染治理难

度有所上升。 

2.2危险废物处理效果不佳 

固体废物中的危险废物主要是包含工业方面和医疗方面,在对其进行

处理过程中有着较为专门、特殊的要求。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其中涉及

到较多步骤和环节,更是需要有专门的设备作为支撑。实际处理危险废物

的过程中,需要通过焚烧、填埋、湿法铜离子交换、水泥窑协同处置以及

多效蒸馏等多方面,这样才能够起到良好的处理效果,但是具体作业环节

中会容易出现一定的不足,管控不够到位,从而无法实现 佳处理目标。 

2.3产生量计算不够准确 

实际开展固体废物处理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有效计算出一段时期

内固体废物的产生量,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经常会容易出现实际固体废

物产生量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不够一致的问题。这是因为工作人员无法准

确估算好固体废物,所凭借的估算依据也不够科学,同时实施固体废物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过程中没有全面按照具体工作要求,细致研究好固体废

物的种类和减量化,使得其中出现了减量化的分析缺失的问题,导致数据

差值的情况发生,无法支持固体废物的预防和处理工作。 

3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实施策略 

固体废物处理活动进行中,需要积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细致分

析好固体废物的危害性,阐明科学处理固体废物方式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5 物理量场 

5.1比湿 

由23日08时的比湿场可以看到,彰武县近地面的比湿度在6-7g/kg之

间,而850hPa比湿度在1-2g/kg之间,同样,24日08时的比湿场,阜蒙县近地

面的比湿度在6g/kg,而850hPa比湿度在5g/kg,均符合上干下湿的湿度场

配置,有利于近地层逆温的形成和维持。 

5.2 K指数、SI指数 

2019年10月23日08时,彰武县的k指数为-7,表示大气层结稳定。10月

22-24日,SI指数一直为正值,说明过程中大气层结稳定,不利于对流的发展。 

5.3散度 

在大雾出现的前期,阜新地区中层为弱的下沉运动,低层的层结稳定,

不利于水汽扩散,大雾发生过程中,850hpa以上为弱的幅散下沉,850hpa以

下为弱的辐合上升,弱的上升运动和下沉运动在交界面形成逆温,使水汽

不易扩散,使近地面潮湿,有利于大雾的形成。 

6 结论 

(1)此次大雾过程发生在500hpa较平直的纬向环流中,地面为弱高压

控制,中低空偏南暖湿气流向阜新地区输送,为大雾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

环流背景。(2)大雾发生的过程中,地面为弱南风,微风使逆温层有一定厚

度,有利于大雾的维持。(3)低空逆温层使水汽不易扩散,近地面潮湿,对大

雾的形成和维持有重要的贡献。(4)通过对相关物理量的分析得出,大雾发

生时大气层结稳定,温度场的配置为上干下湿,低层为弱的辐合上升,高层

为弱的幅散下沉,有利于大雾的维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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