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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激光云高仪对 ２０１５ 年春天北京沙尘天气过程进行连续观测，结合常规地面气象要素、能见度和 ＰM１０颗粒物质

量浓度变化分析了两次沙尘天气过程中浮尘、扬沙和沙尘暴三类天气现象时气溶胶后向散射系数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了云

高仪后向散射系数与 ＰM１０颗粒物质量浓度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激光云高仪能够监测沙尘气溶胶粒子的时空变化，扬沙和沙

尘暴期间后向散射系数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小，后向散射系数在 ０．００５ ｋｍ－１·ｓｒａｄ－１以上的沙尘层厚度约 ５００ ｍ；云高仪的近

地面大气后向散射系数变化趋势与 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变化相同，１０、５０ 和 １００ ｍ 高度上的后向散射系数与 ＰM１０颗粒物质量浓

度的相关系数均在 ０．８２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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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沙尘天气是浮尘、扬沙和沙尘暴三种天气现象

的统称，是中国西北和华北北部地区出现的灾害性

天气。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据地面观测记录统计北京

（５４５１１ 站）共发生沙尘天气 ３１ ｄ，其中浮尘 １８ ｄ、扬

沙 １３ ｄ、沙尘暴 ０ ｄ，年平均发生分别为 ２．５７、１．８６

和 ０ ｄ。２０１５ 年春季，北京出现沙尘日 ６ ｄ，超出了

近几年均值，４ 月 １５ 日出现了近 １３ 年来北京遭遇

的最强沙尘天气。

激光雷达作为一种主动式大气遥感探测设备，

利用大气分子、气溶胶、云等对激光的散射，获取它

们的光学性质、空间垂直分布等相关信息。自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应用激光雷达观测资

料，对沙尘过程中气溶胶层进行分析。邱金桓等

（１９８４）基于光波与气溶胶质点相互作用的弹性理

论，根据红宝石激光雷达大气回波信息讨论了 １９８２

年 ５ 月上旬北京地区接连两次出现的沙暴过程的气

溶胶消光系数分布特征，指出激光探测沙暴过程中

的气溶胶特性是可行的，激光沙暴探测的主要缺点

在于穿透能力的限制。李成才等（２００４）利用微脉冲

激光雷达观测数据分析了 ２００３ 年珠江三角洲地区

一次气溶胶污染过程，结果表明其最低层消光系数

基本可反映气溶胶质量浓度分布。董旭辉等（２００７）

利用双波长偏振激光雷达观测了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１—

１５ 日北京沙尘暴过程，对光学强度、后向散射强度、

消光系数、退偏振率、双波长信号比等雷达光谱数据

进行了分析，对沙尘事件的强度、持续时间、沙尘云

厚度以及沙尘天气的污染特征进行了解析和探讨。

曹贤洁等（２００９）将微脉冲激光雷达观测兰州地区沙

尘过程时大气光学厚度与太阳光度计观测结果进行

对比，结果表明两者十分接近。夏俊荣等（２０１１）利

用位于北京以及河北香河的两台地基 Mｉｅ 散射激

光雷达、星载激光雷达、太阳光度计和颗粒物监测仪

等一系列仪器对发生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底的一次沙尘

事件进行立体监测。樊等（２０１３）利用双偏振双波

长激光雷达、ＰM２．５和地面气象要素等综合观测资

料，分析了北京地区 ２０１２ 年一次强沙尘过程中气溶

胶的时空分布特征。郭本军等（２００８）、黄艇等

（２０１０）均利用微脉冲激光雷达观测数据对当地沙尘

天气过程进行过分析。

一般激光雷达对运行环境要求较高，多安装于

室内恒温环境中，不利于用于气象台站的长期天气

过程监测（卜令兵等，２０１４）。目前，激光云高仪作为

一种简易的激光雷达，其云高观测准确性、运行稳定

性、环境适应性等已通过了中国气象局组织的外场

测试，自 ２０１３ 年起已在北京、上海、江苏、重庆、广

东、安徽、浙江、湖北八个省（市）的自动化综合示范

台站开展试用，有望在全国地面气象观测业务台站

中组网布设（李肖霞等，２０１６）。在实现云高自动观

测的同时，进一步挖掘云高仪的气溶胶层观测能力，

联合其他地面气象观测数据以获得多种产品，从而

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本文利用激光云高仪观测数

据，结合 ＰM１０颗粒物质量浓度、能见度以及其他地

面常规气象要素对 ２０１５ 年春季两次典型沙尘过程

进行分析，探索其进行沙尘探测的可行性。

１ 仪器介绍

HＹ-ＣＬ５１ 型激光云高仪是后向散射激光雷达

的一种，探测的主要产品为云底高、云的层次和积分

云量，在无法给出云高信息时输出垂直能见度。其

采用半导体脉冲激光器，发射出的激光与大气中的

大气分子、气溶胶、水汽等相互作用，后向散射信号

被雷达接收系统接收，得到不同高度后向散射回波

强度，反演出后向散射系数和消光系数，进而判断云

和气溶胶存在位置及厚度。HＹ-ＣＬ５１ 型激光云高

仪的主要参数见表 １，其回波强度遵循激光雷达方

程（Fｅｒｎａｌｄ，１９８４）

Ｐr（z）＝E ０·
c
２
·A
z ２
·β（z）·ｅ

－２∫
z
０σ
（z′）ｄz′

式中，Ｐr（z）是距离 z 处接收到的信号强度；E ０ 是激

光脉冲输出能量；c 为光的速度；A 为接受机孔径；

β（z）是距离 z 处的后向散射系数；σ为大气消光系

数。该方程有β和σ两个未知量。经典的大气气溶

胶反演算法有 Ｃｏｌｌｉｓ 斜率法、Fｅｒｎａｌｄ 和 Kｌｅｔｔ 算法

等，Kｌｅｔｔ 算法更适用于分子散射忽略不计的浑浊大

气（Kｌｅｔｔ，１９８１）。假设β（z）＝k·σ（z），k 是经验系

数，在不同的天气下有比较宽的变动范围，非高湿情

况下一般取 ０．０３ ｓｒａｄ－１，只要确定了边界条件，就

可计算出后向散射系数分布（Ｖａｉｓａｌａ Ｏｙｊ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２０１２）。

该仪器被安装于北京南郊观象台观测场东北

侧，距自动气象站、能见度自动观测仪等约 １７０ ｍ，

距 ＰM１０观测仪器 １８０ ｍ 左右，仪器 ２４ ｈ 全天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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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采用垂直观测方式获取大气后向散射回波信息，

数据输出频率为每分钟 １ 次。

表 １ HY-CL５１ 激光云高仪的主要参数

Table １ Main parameters of HY-CL５１

项目 参数

激光波长 在 ２５ ℃时，９１０±１０ ｎｍ

重复频率 ６．５ ｋHｚ

能量 ３．０μWｓ±２０％

发散角 （±０．１５ ｍｒａｄ）×（±０．２５ ｍｒａｄ）

接收器视场角 ０．４ ｍｒａｄ

探测距离 ０～１５ ｋｍ

垂直分辨率 １０ ｍ

有效透镜直径 １４８ ｍｍ

２ 分析方法和资料选取

根据北京南郊观象台（５４５１１ 站）地面气象观测

记录，２０１５ 年春季共出现浮尘 １ 次、扬沙 ４ 次和沙

尘暴 １ 次，分别发生在 ３ 月 ２８ 日、４ 月 １５—１６ 日和

４ 月 ２１ 日。本文选取 ３ 月 ２８ 日（扬沙）和 ４ 月 １５—

１６ 日（浮尘—沙尘暴—扬沙）两次典型天气过程，分

析激光云高仪后向散射系数、ＰM１０颗粒物质量浓度

和地面观测气温、气压、相对湿度、风速和能见度等

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开展后向散射系数与 ＰM１０颗粒

物浓度的相关性分析。本研究中使用的地面气象要

素和能见度资料为中国气象局业务观测数据，地面

气象要素为自动站观测分钟数据，ＰM１０质量浓度资

料为 ５ ｍｉｎ 平均数据。由于两次天气过程影响范围

遍及整个北京及周边地区，南郊观象台未安装粒径

谱测量仪器，选取上甸子站（５４４２１ 站）安装的环境

颗粒物检测仪 Ｇｒｉｍｍ１８０ 的观测数据进行分析，该

仪器有 ３１ 个通道，可探测粒径范围为 ０．２５ ～

３２μｍ，测量数据可用于分析扬沙天气过程的颗粒

物粒径谱。

３ 沙尘过程分析

３．１ 扬沙天气过程分析

３．１．１ 地面要素变化

人工观测天气现象记录显示，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１０：０３—１５：１１ 为一次典型的扬沙天气过程。从

地面常规气象要素时间变化（图 １）可以看出，０６：００

之前观测站区域的温度、气压、风速和大气水平能见

度均随时间变化而减小，能见度在 １０ ｋｍ 以下，相

对湿度随时间变化持续升高但不高于 ７０％，人工观

测记录表明该段时间天气现象为霾。０６：００ 之后风

速加大，在 ０６：４０ 出现极大值 ６．５ ｍ·ｓ－１，相对湿

度迅速下降到 ２５％左右，而温度升高了 ６℃，气压变

化不明显，由此可判断，０６：００—０７：００ 由于风速增

大，观测站上空大气的霾消散，地面大气能见度转

好；０７：００—０８：００ 风速略小，气压略有增大，水平能

见度继续变好；０８：００ 之后，风力持续在 ３～４ 级，水

平能见度在 ０９：１０ 左右达到最大 １４ ｋｍ，气压也出

现极大值 １００９．５ ｈＰａ，之后水平能见度和气压均呈

下降趋势，１２：００ 左右水平能见度出现极低值 ２．６

ｋｍ；１２：００ 之后，水平能见度逐渐增大，天气逐渐变

好。

扬沙天气发生过程中，相对湿度一直持续在

２５％左右，温度在 ２１℃左右，气压在扬沙开始之前

略有升高，之后持续降低直至扬沙过程结束才略有

回升，气压、温度和相对湿度这三要素的变化均不显

著。

图 １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北京南郊观象台地面

常规气象要素随时间的变化

F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H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Bｅｉｊｉｎｇ Sｏｕｔｈｅｒｎ Sｕｂｕｒｂ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ｏｎ ２８ M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３．１．２ ＰM１０颗粒物质量浓度变化

从 ３ 月 ２８ 日 ＰM１０颗粒物质量浓度的时间变化

（图 ２）可见，０６：２０ 之前观测站上空 ＰM１０颗粒物浓

度较为稳定，在 １３０ μｇ·ｍ
－３ 左右；０６：２５—０６：３０

出现负值，表示仪器缺测；０６：３０—０９：３０，ＰM１０颗粒

物浓度在 １４０～４００ μｇ·ｍ
－３范围出现较大幅度的

波动，由气象要素变化时序可知，这是由于观测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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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风速变大，空气流动造成 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发生变

化；０９：４０—１２：２５，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持续增加并达

到最大值 １４３２．５ μｇ·ｍ
－３；１２：３０—１７：００ 持续下

降，１７：００ 之后稳定在 １００μｇ·ｍ
－３左右，沙尘天气

结束。１０：０５—１５：１０ 时段内 ＰM１０ 颗粒物浓度在

４００μｇ·ｍ
－３以上。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北京南郊观象台 ＰM１０

颗粒物质量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F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M１０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Bｅｉｊｉｎｇ Sｏｕｔｈｅｒｎ Sｕｂｕｒｂ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ｏｎ

２８ M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３．１．３ 后向散射系数时空变化

３ 月 ２８ 日激光云高仪后向散射系数变化如图 ３

和图 ４。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扬沙发生时段内，沙尘气溶

胶层位于近地面高度上，大气后向散射系数随高度

的增加而减小。在 ０６：００ 之前，近地面层（１００ ｍ 以

下）气溶胶层后向散射系数较小，在 ０．００４ ｋｍ－１·

ｓｒａｄ－１左右，０６：００—０９：３０，后向散射系数出现较大

幅度的波动，这是由于观测站上空风速变大，空气流

动造成气溶胶浓度等发生变化；０９：３０—１２：００ 左

右，后向散射系数持续增加并达到最大值 ０．０１３

ｋｍ－１· ｓｒａｄ－１；１２：３０—１７：００ 持续下降，１７：００ 之

后稳定在 ０．００１３ ｋｍ－１·ｓｒａｄ－１左右，沙尘天气结

束。散射系数在 ０．００５ ｋｍ－１ ·ｓｒａｄ－１ 以上的沙尘

层厚度约 ５００ ｍ。

  值得关注的是，０３：２０—０６：００ 时段，台站地面

观测天气现象记录该时段天气现象为霾，没有出现

图 ３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北京南郊观象台不同

高度上后向散射系数随时间的变化

F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５１ 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ｏｎ ２８ M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图 ４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北京南郊观象台激光

云高仪后向散射系数廓线随时间的变化

F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５１ 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ｎ ２８ M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沙尘天气现象。由图 ３ 可见，在该时段的大气不同

高度上后向散射系数均随时间变化出现较大波动，

观测高度越低，后向散射系数峰值出现时间越晚；由

图 ４ 可见，该时间段内后向散射系数廓线出现随高

度的变化先递增后递减的垂直变化特征，且峰值出

现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可能出现了水汽或

气溶胶层的沉降。由图 １ 可知，该时段地面温度随

时间逐渐减小，而相对湿度逐渐升高，风速在 １．５

ｍ·ｓ－１左右，有利于水汽或者浮尘等的沉降，这与

水平能见度随时间而降低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该

时段 １０ ｍ 高度上后向散射系数随时间推移略有增

大，然而 ＰM１０浓度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该气溶胶层

的性质还需其他资料进行分析。

综合分析，３ 月 ２８ 日的扬沙过程中，北京南郊

观象台上空大气 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主要受风的影响。

从时间上看，水平能见度与 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变化趋

势相反，而云高仪的近地面大气后向散射系数变化

趋势与 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变化相同。

３．２ 浮尘—沙尘暴—扬沙天气过程分析

３．２．１ 地面要素变化

台站地面天气现象观测记录表明，４ 月 １５ 日

１４：３０ 之前天气现象为霾，１４：３１—１８：１５ 为浮尘，

１８：１５—１８：４４ 为沙尘暴，１８：４４ 至 ４ 月 １６ 日夜间为

扬沙天气。由 ４ 月 １５—１６ 日地面常规气象要素时

间变化（图 ５）可见，４ 月 １５ 日 １４：３０ 前后地面自动

站观测的温度、湿度、风速和水平能见度并无明显跳

变；１７：００ 之前气压持续降低而气温持续升高，

１７：０１气压出现最低值 ９９０．２ ｈＰａ 之后迅速增大而

气温开始下降；１７：２０ 之后风速增大，１８：１５ 前后水

平能见度明显降低，１８：２５ 能见度出现最低值

９６６ ｍ；１９：００ 风速继续增大，水平能见度增大到

１．０ ｋｍ 以上，沙尘暴转为扬沙天气，至 ４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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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００，水平能见度升高到 １０．０ ｋｍ 以上，扬沙天气

结束。

图 ５ 同图 １，但为 ４ 月 １５—１６ 日

Fｉｇ．５ Sａｍｅ ａｓ Fｉｇ．１，ｂ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１５－１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

  ４ 月 １５—１６ 日沙尘天气持续过程中，相对湿度

较低，均在 ３５％以下；从常规地面气象要素变化来

看，浮尘现象与霾并无显著差异；在沙尘暴开始之

前，有一个明显的气压升高、气温降低的过程，为风

速的急速增大提供了必要的动力条件。

３．２．２ ＰM１０颗粒物质量浓度变化

分析 ４ 月 １５—１６ 日 ＰM１０颗粒物质量浓度时间

变化（图 ６）可见，１４：３０ 前后 ＰM１０颗粒物质量浓度

并无较大变化，稳定在 １５０～ ２００ μｇ·ｍ
－３，直到

１８：０５ 才升至 ４１２．８ μｇ·ｍ
－３，１８：１０ 开始猛增，

１８：２５ 达到最大值 ４４９４．４μｇ·ｍ
－３，１８：４５ ＰM１０颗

粒物质量浓度降到 ３７０５．３ μｇ·ｍ
－３，１６ 日 ０１：５５

降至 ４００ μｇ·ｍ
－３ 以下，沙尘天气结束。 １５ 日

１８：２０—１８：４５，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均大于 ３７００ μｇ·

ｍ－３，至 １６ 日 ０１：５０ 时段内 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在 ４００

μｇ·ｍ
－３以上，这与地面观测记录的沙尘暴和扬沙

图 ６ 同图 ２，但为 ４ 月 １５—１６ 日

Fｉｇ．６ Sａｍｅ ａｓ Fｉｇ．２，ｂ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１５－１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

天气时段现象发生时间基本一致。浮尘天气过程中

ＰM１０颗粒物质量浓度与霾天气条件下无太大差异，

但明显低于扬沙和沙尘暴天气情况。

３．２．３ 后向散射系数时空变化

４ 月 １５—１６ 日激光云高仪后向散射系数变化

如图 ７ 和图 ８。１４：３０ 前后低层大气（１００ ｍ 以下）

后向散射系数并无较大变化，在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

ｋｍ－１·ｓｒａｄ－１左右，直至 １８：０５ 才升至 ０．００７ ｋｍ－１

·ｓｒａｄ－１，１８：１２ 猛增至 ０．０３ ｋｍ－１ · ｓｒａｄ－１ 以上，

１８：２１ 达到最大值 ０．０３１３ ｋｍ－１·ｓｒａｄ－１，１８：４４ 降

至 ０．０２５ ｋｍ－１·ｓｒａｄ－１以下，沙尘暴减弱为扬沙天

气，１６ 日 ０１：５０ 之后降至 ０．００３ ｋｍ－１ · ｓｒａｄ－１ 以

下，扬沙天气结束。

浮尘天气出现时，台站上空低层大气（１００ ｍ 以

下）后向散射系数＜０．００５ ｋｍ
－１·ｓｒａｄ－１，与霾天气

条件下时无太大差异；扬沙天气下，低层大气后向散

射系数在 ０．００５～０．０２５ ｋｍ
－１·ｓｒａｄ－１；沙尘暴天

气出现时，低层大气后向散射系数＞０．０２５ ｋｍ
－１·

ｓｒａｄ－１。扬沙和沙尘暴天气过程中，近地面层大气

的后向散射系数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小，后向散射系

数在 ０．００５ ｋｍ－１ · ｓｒａｄ－１ 以上的沙尘层厚度约

４５０ ｍ 。

图 ７ 同图 ３，但为 ４ 月 １５—１６ 日

Fｉｇ．７ Sａｍｅ ａｓ Fｉｇ．３，ｂ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１５－１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

图 ８ 同图 ４，但为 ４ 月 １５—１６ 日，（ｂ）为（ａ）局部放大

Fｉｇ．８ Sａｍｅ ａｓ Fｉｇ．４，ｂ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１５－１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Fｉｇ．ｂ ｉｓ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ｏｆ Fｉｇ．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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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８ｂ 可见，在本次天气过程中，后向散射系

数呈现随高度增加而减小的趋势，然而在 １７：３８—

１８：００ 在 ２５０～１５００ ｍ 左右出现气溶胶后向散射系

数较大区域，且峰值出现高度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初步推断该段时间为沙尘暴前的落尘过程，４ 月

１５—１６ 日的沙尘天气是 １７：３８ 由高空风输送而来，

并与 １８：００ 左右降落地面，形成沙尘暴及扬沙天气。

３．３ 后向散射系数与 PM１０颗粒物质量浓度相关性

分析

  研究取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０：０１ 至 ２８ 日 ２０：００ 和 ４ 月

１４ 日 ２０：０１ 至 １６ 日 ２０：００ 的 １０、５０ 和 １００ ｍ 高度

后向散射系数与 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如图 ９，两次沙尘天气过程前后，近地面三个高

度上两者相关性都大于 ０．８２，１００ ｍ 高度上相关性

略低于 １０ 和 ５０ ｍ 高度，１０ 和 ５０ ｍ 高度上两者相

关性差异不大。

３．４ 扬沙过程的粒径谱分析

根据上甸子站地面气象观测记录，３ 月 ２８ 日扬

沙天气过程的最小能见度为 ２３５２ ｍ，发生在 １１：１５。

选取扬沙开始时刻 １０：４０，最小能见度时刻 １１：１５，

结束时刻 １３：４０ 以及沙尘过程开始前 １ ｈ 和结束后

２ ｈ 粒径密度谱进行分析。由图 １０ 可见，选取的五

个观测时次的气溶胶颗粒物数浓度最大值均出现在

粒径区间 ０．２５～０．２８ μｍ，数浓度随粒径的增大递

减。０８：００ 时，水平能见度 ６８６４ ｍ，相对湿度 ４８％，

２ ｍｉｎ 平均风速为 １．７ ｍ·ｓ－１，天气现象为霾，其气

溶胶粒子直径集中在＜０．５μｍ 部分；１０：４０，扬沙天

气开始，直径＜０．５ μｍ 粒子数浓度减小，＞０．５ μｍ

粒子数浓度增大；１１：１５ 时，直径＜０．５ μｍ 粒子数

浓度继续减小，＞０．５ μｍ 粒子数浓度继续增大，水

平能见度达到最低值；１３：４０，大风将气溶胶粒子带

走，各区间直径大小的粒子数浓度均降低，空气质量

转好，扬沙天气结束；１６：００ 时水平能见度 ３０ ｋｍ，

相对湿度 ２０％，其气溶胶粒子直径集中在＜０．５ μｍ

部分，数浓度比 ０８：００ 霾时低许多。由图 １０ 可见，

北京地区春季有扬沙天气发生时，大气中颗粒物主

要是＞０．５ μｍ 的气溶胶粒子急剧增加，０．５～１μｍ

之间的气溶胶粒子数浓度变化尤为显著。牛生杰等

（２００１）分析的贺兰山地区沙尘气溶胶粒子谱分布及

王振海等（２０１０）、刘瑞金（２０１１）对兰州为代表的半

干旱地区的粒径谱分析，均认为沙尘过程中增加的

主要为＞１μｍ的颗粒物，本研究结果有较大不同，

图 ９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０：０１ 至 ２８ 日 ２０：００ （ａ，ｂ，ｃ）和 ４ 月 １４ 日 ２０：０１ 至 １６ 日 ２０：００ （ｄ，ｅ，ｆ）北京南郊观象台

１０ ｍ （ａ，ｄ）、５０ ｍ （ｂ，ｅ）和 １００ ｍ （ｃ，ｆ）高度后向散射系数与 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相关性分析

Fｉｇ．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ＰM１０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１０ ｍ （ａ，ｄ），

５０ ｍ （ｂ，ｅ）ａｎｄ １００ ｍ （ｃ，ｆ）ｈｅ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BＴ ２７ ｔｏ ２０：００ BＴ ２８ Mａｒｃｈ （ａ，ｂ，ｃ）ａｎ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BＴ １４ ｔｏ

２０：００ BＴ １６ Ａｐｒｉｌ （ｄ，ｅ，ｆ）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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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虑是兰州和贺兰山区为沙尘源区，而北京地

区的沙尘气溶胶自西北经高空输送而来（尹晓惠等，

２００７；张志刚等，２００７；张亚妮等，２０１３），大直径的颗

粒物在长途输运过程中减少而小直径粒子颗粒物增

加使得沙尘气溶胶粗、细粒子的组成发生改变。

图 １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扬沙天气现象发

生前、过程中和结束后的粒径谱密度变化

Fｉｇ．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ｕｓｔ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ｏｎ ２８ M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４ 结论与讨论

利用激光云高仪对 ２０１５ 年春天北京沙尘天气

过程进行连续观测，通过分析两次沙尘天气过程中

常规地面气象要素、能见度和 ＰM１０颗粒物质量浓度

发展变化特征，浮尘、扬沙和沙尘暴三类天气现象时

气溶胶后向散射系数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云高仪

后向散射系数与 ＰM１０颗粒物质量浓度的相关性，得

到以下结论：

（１）北京南郊观象台上空大气 ＰM１０颗粒物浓

度主要受风的影响。从时间上看，水平能见度与

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变化趋势相反，而云高仪的近地面

大气后向散射系数变化趋势与 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变

化相同。

（２）扬沙发生时段内，台站上空大气气溶胶层

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在 ４００μｇ·ｍ
－３以上，后向散射系

数在 ０．００５ ｋｍ－１·ｓｒａｄ－１以上；沙尘暴期间，台站

上空大气气溶胶层 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均大于 ３７００μｇ

·ｍ－３，后向散射系数在 ０．０２５ ｋｍ－１·ｓｒａｄ－１以上；

浮尘期间，ＰM１０颗粒物浓度与后向散射系数与浮尘

发生前相比变化均不明显。

（３）激光云高仪能够监测气溶胶粒子的垂直分

布与沙尘层厚度。２０１５ 年春季北京两次沙尘天气

过程中，后向散射系数均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小，后向

散射系数在 ０．００５ ｋｍ－１ ·ｓｒａｄ－１ 以上的沙尘层厚

度约 ５００ ｍ。

（４）两次沙尘天气过程及前后，近地面 １０、５０

和 １００ ｍ 三个高度上向散射系数与 ＰM１０颗粒物浓

度两者相关性＞０．８２，１００ ｍ 高度上相关性略低于

１０ 和 ５０ ｍ 高度，１０ 和 ５０ ｍ 高度上两者相关性差

异不大。

（５）通过粒径谱分析表明，扬沙天气发生时，大

气中急剧增加的气溶胶粒子主要为＞０．５ μｍ 的颗

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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