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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静稳天气与大气重污染的发生有紧密联系，为定量描述大气的静稳程度，文章研发了静稳天气综合指数。结合统计

和预报经验，挑选发生大气污染的气象要素及其阈值条件，通过权重求和得到初步构建静稳天气指数（ＳＷＩ）。此后，基于近

１３年的气象数据，分段统计各气象要素不同区间内雾霾天气出现概率相对气候态的倍数作为分指数，根据分指数最大值和

最小值的比值排序，得到１０个对静稳天气具有较强指示意义的气象要素，对这１０个要素的分指数求和得到静稳天气指数。

改进后的指数和ＰＭ２．５浓度有更好的相关性。以２０１５年１月一次重污染过程为例，分析不同阶段ＳＷＩ和 ＡＱＩ指数的变化，

两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均表现出发展阶段稳定增长，消散阶段迅速降低的特征。应用静稳天气指数评估发现，ＡＰＥＣ减排期

间京津冀地区大气静稳程度和减排之前相当，但污染持续时间和峰值强度较减排前明显降低。ＳＷＩ可以在重污染天气预报

和重大活动减排措施评估中得到有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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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交通现代化的进

程，大气污染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２０１３年１月我国

中东部地区遭遇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关月和何立

富，２０１３；于庚康等，２０１５），京津冀地区共计发生５次

污染天气过程，北京、天津和石家庄ＰＭ２．５浓度的小时

均值最大值分别超过６８０、５００和６６０μｇ·ｍ
－３（王跃

思等，２０１４），远高于严重污染的标准２５０μｇ·ｍ
－３。

高浓度的大气污染物影响人体健康，降低能见度造

成视程障碍，导致近５０年（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我国能

见度明显下降，霾日发生的频率总体上呈增加的趋

势（丁一汇和柳艳菊，２０１４）。静稳天气形势有利于

形成雾霾天气，在高低空有利气象要素的共同作用

下，导致气溶胶、水汽在近地层积累，从而形成高污

染和低能见度天气。针对形成雾霾天气的气象条

件，童尧青等（２００７）统计分析地面风速、相对湿度对

南京地区霾天气的影响，指出低风速和高相对湿度

有利于形成霾天气，９６．７％的霾日日均风速在０～

４ｍ·ｓ－１，相对湿度和年均霾日能见度呈负相关关

系。高空环流形势也是形成雾霾天气的重要条件，

尤其在中长期预报中，地面要素预报准确率下降，环

流形势在预报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大气对流层中层

出现较强的纬向环流、对流层低层在弱高压脊控制

下并且出现较弱的表面风时，有利于珠三角地区严

重霾天气的发生（吴兑等，２００８）。此外，台风外围下

沉气流也会导致珠三角出现持续霾天气（夏冬等，

２０１３）。冬季受冷高压控制，配合下沉气流有利于浙

江地区霾天气的形成（翁之梅等，２０１６）。槽后西北

气流、稳定的垂直层结及地面较弱的气压场，有利于

上海地区污染物的积聚和污染天气的维持（陈镭等，

２０１６）。

地面气象要素、高空环流形势等都是雾霾天气

形成的条件，在环境气象预报评估中需要一个综合

指数定量描述气象条件是否有利于形成雾霾天气。

ＷａｎｇａｎｄＡｎｇｅｌｌ（１９９９）定义了大气静稳的判别条

件：当某地满足日平均海平面地转风＜８ｍ·ｓ
－１，

５００ｈＰａ日平均水平风速＜１３ｍ·ｓ
－１，并且没有降

水，则定义为一个大气静稳日；如果８５０ｈＰａ及以下

出现逆温，则将海平面地转风放宽至＜８．８ｍ·ｓ
－１。

静稳日持续４ｄ以上定义为一次静稳天气过程。美

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ＮＣＤＣ）根据上述定义计算发

布美国地区逐月空气静稳天气指数（ａｉｒ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定义为每月静稳日数所占百分比。Ｈｏｒｔ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根据 ＮＣＤＣ定义的空气静稳天气指数

模拟评估２１世纪全球气候变化对静稳天气的影响，

发现中国东部等高度工业化地区属于气候变化敏感

区，静稳天气出现频率较２０世纪增加１２％～２５％。

值得注意的是静稳天气只是表征气象条件对大气污

染物积聚的作用，是污染天气形成的必要不充分条

件。静稳天气高发区并不等同于大气污染区域，

Ｈｏｒ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计算发现西伯利亚地区是静稳

天气高发区，但由于人为污染源排放较少，该区域空

气较为清洁。Ｔ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基于上述大气静稳日

的定义统计发现美国大气静稳日的ＰＭ２．５浓度较非

静稳日平均高２．６μｇ·ｍ
－３。上述工作给出大气静

稳的定性判断依据，无法满足我国环境气象业务对

定量描述大气静稳程度的迫切需求。

国内学者也开展了综合指数研发工作。朱蓉等

（２００１）基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建立的非静稳多箱

大气污染浓度预报和潜势预报系统ＣＡＰＰＳ开发的

空气 污 染 潜 势 指 数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ＰＰＩ），被定义为标准源强在实际气象条件下生成的

浓度与在标准气象条件下产生的浓度的比值。杨元

琴等（２００９）选取敏感气象要素：气压、气温、风、相对

湿度、稳定度，并引入凝结函数开发了空气质量气象

条件参数（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ｌｉｎｋｉｎｇａ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ｏｍｅｔｅｏｒ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ＰＬＡＭ）指数，对北京局地污染气

象条件的客观定量诊断和预测，并可指示周边地区

污染物向北京输送有利或不利于的强度和方位。上

述指数可以体现气象条件对空气污染的综合作用，

但在环境气象业务中应用存在一定难度，需要结合

气象业务部门现有数据环境开发物理意义明确且便

于本地化推广的静稳天气综合指数。

１　静稳天气指数建立

静稳天气是在高、低层大气的综合作用下形成

的，有利于污染物和水汽在排放源附近和近地层累

积，造成重污染和低能见度天气。在环境气象预报

实践中通过相关气象条件的叠加得到静稳天气指

数，具体方法是：

（１）根据文献调研结合预报经验挑选静稳天气

相关气象因子；

（２）确定各气象因子阈值，如果因子落在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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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则表示该因子支持静稳天气的形成；

（３）根据各因子在不同阈值范围内对静稳天气

形成作用的大小分配权重，作用越大给予越高的权

重；

（４）对所有落在阈值范围内的因子权重求和，

得到静稳天气指数（ｓｔａｂｌ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ｄｅｘ，ＳＷＩ）

犛犠犐＝∑
狀

犻＝１

犠犻

式中，狀为静稳天气相关气象因子个数，犠犻 为各因

子在不同阈值范围内给予的权重。

统计分析２０１３年１月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雾霾

天气过程中主要气象要素的分布情况，结合预报经

验筛选对雾霾天气形成具有较好指示意义的因子

并确定其阈值范围和权重。

水平风速较低时空气流通能力差，不利于大气

污染物水平输送，是静稳天气的重要指标。统计

２０１３年１月我国中东部气象站点出现雾霾天气时

１０ｍ风场犝、犞 分量的频率分布，发生雾霾天气时

犝、犞 风速多低于２ｍ·ｓ－１（图１），低于２ｍ·ｓ－１的

频率分别为８９％和７８％。

　　低层逆温有利于形成霾天气（吕翔等，２０１５；何

心河等，２０１６）。在华北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的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３和２８日，根据ＮＣＥＰＦＮＬ１°×１°再

分析资料，０８时华北、黄淮地区低层（９２５～１０００

ｈＰａ，８５０～１０００ｈＰａ）都存在逆温（图２）。逆温层对

空气垂直交换有强烈的抑制作用，造成大量水汽和

气溶胶聚集在逆温层下，形成污染天气。

　　混合层高度是影响 ＰＭ２．５浓度的敏感要素

（Ｄａｗ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Ｋｌｅｅｍａｎ，２００８）。统计发现

２０１３年１月７—１６日重污染过程中出现雾霾天气

时混合层高度均较低，雾：２００～６００ｍ，轻雾：４００～

９００ｍ，霾：４００～１２００ｍ。较低的混合层高度意味

着水汽和污染物在垂直方向可以有效扩散的高度较

低，导致低层浓度升高。其中混合层高度计算采用

罗氏法（Ｎｏｚａｋｉ，１９７３），该方法通过地面气象资料

估算混合层高度，所需资料容易获取，适宜在业务中

图１　２０１３年１月我国中东部出现雾霾天气时１０ｍ高度风场（ａ）犝 和（ｂ）犞 分量分布

Ｆｉｇ．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犝，（ｂ）犞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１０ｍ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ｄｕｒｉｎｇｆｏｇ

ａｎｄｈａｚ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ｖ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图２　２０１３年１月（ａ）１３日０８时９２５～１０００ｈＰａ和（ｂ）２８日０８时８５０～１０００ｈＰａ逆温强度分布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ａ）９２５～１０００ｈＰａ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１３Ｊａｎｕａｒｙ，

（ｂ）８５０～１０００ｈＰａ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２８Ｊａｎｕａｒｙｉｎ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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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本文采用地面常规气象观测数据计算混合层

高度。

进一步分析发现低能见度多对应弱的２４ｈ变

温、变压，即天气形势较为稳定，没有较强天气系统

影响的背景下易形成静稳天气。

相对湿度是影响能见度和污染浓度的重要因

子。分析２０１３年１月北京相对湿度垂直分布时间

剖面（图略）发现重污染天气对应上干下湿的湿度层

结结构，即近地层相对湿度高，８５０ｈＰａ及以上高度

相对湿度低。上层相对湿度低导致天空晴朗无云有

利于夜间辐射降温形成逆温；低层湿度高有利于污

染物吸湿增长，形成雾霾天气。

结合上述重污染过程气象要素统计分析和预报

经验，最终确定计算静稳天气指数的气象要素、阈值

及权重如表１所示。静稳天气指数考虑了低层大气

（８５０ｈＰａ以下）和污染物扩散相关的动力、热力条

件。对关键要素２ｍ相对湿度、１０ｍ水平风速和混

合层高度在不同阈值区间赋予不同权重。

表１　计算静稳天气指数的气象要素、阈值及权重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犳犪犮狋狅狉，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狏犪犾狌犲

犪狀犱狑犲犻犵犺狋犳狅狉犛犠犐

因子（犻） 阈值 权重（犠）

地表２４ｈ变温 ＜３℃ ２

海平面气压 １０１０～１０３０ｈＰａ １

２４ｈ变压 ＜３ｈＰａ １

２ｍ相对湿度 ４０％～６０％ １

２ｍ相对湿度 ６０％～７０％ ２

２ｍ相对湿度 ７０％～８０％ ３

２ｍ相对湿度 ８０％～９０％ ４

２ｍ相对湿度 ＞９０％ ５

８５０ｈＰａ散度绝对值 ＜２×１０－５ｓ－１ １

１０ｍ水平风速 ３～４ｍ·ｓ－１ １

１０ｍ水平风速 ２～３ｍ·ｓ－１ ３

１０ｍ水平风速 ＜２ｍ·ｓ－１ ４

８５０ｈＰａ垂直速度 ＜０．２ｈＰａ·ｓ－１ ２

混合层高度 ８００～１５００ｍ １

混合层高度 ３００～８００ｍ ２

混合层高度 ＜３００ｍ ４

逆温层
８５０～９２５、９２５～１０００和８５０～

１０００三层中只要存在一层逆温
３

２　静稳天气指数改进

２．１　改进方法

第１节中静稳天气指数的要素选取、阈值和权

重确定结合了统计方法和预报经验，尤其对权重的

确定更加依赖主观经验。此外，不同区域形成静稳

天气的关键气象要素、阈值和权重都会有所不同。

因此为提高静稳天气指数计算方法的客观性，构建

适用于不同地区的静稳天气指数，需要在上述工作

的基础上对静稳天气指数进行改进。本文以北京地

区为例，对静稳天气指数构建方法进行改进，所用方

法可在其他地区推广应用。

静稳程度越高越利于形成雾霾天气，反之雾霾

天气频率越高意味着对应的气象条件的静稳程度越

高。因此，用各气象要素值在不同区间对应的雾霾

发生概率来衡量该要素对静稳天气的影响程度，发

生概率越高则该要素在该区间内对静稳天气影响程

度越大。在前期静稳天气指数计算因子的基础上，

增加静稳相关气象要素和特征高度层建立因子库，

统计筛选得到静稳天气指数计算因子并确定相应权

重。选取气象要素包括地面要素和高空要素，地面

要素有２４ｈ变温、２４ｈ变压、２ｍ相对湿度、海平面

气压、１０ｍ风速、１０ｍ风向；高空要素选取１０００／

９２５／８５０／７００／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包括相对湿度，风速

犝、犞 分量，水平风速，垂直速度，散度，２４ｈ变温，

高、低层相对湿度差，高、低层位温差，高、低层风速

差以及混合层高度。

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 ＮＣＥＰ再分析资料（Ｋａｌ

ｎａ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和地面观测数据，分段统计不同站

点各气象要素值落在不同区间的条件下雾霾天气

出现概率相比气候态概率的倍数作为各要素值区间

对应的分指数，该值越大表明雾霾天气出现概率越

高。其中要素统计区间的划分方法如下：首先剔除

极端值，按照要素值排序百分位，选取５％～９５％的

值；将选中的值划分为１０个区间，以满足落在各区

间内的要素个数均占总个数的１０％，得到的区间划

分用于分段统计。这种区间划分方法保证了各区间

有充分的、均匀的样本分布。分指数具体计算如下

犓犻狀 ＝

犪犻狀
犪犻狀＋犫犻狀
犪
犪＋犫

式中，犓犻狀为变量犻在区间狀的分指数，犪犻狀和犫犻狀分别

为变量犻在区间狀的条件下雾霾天气和晴好天气出

现次数，犪和犫分别为雾霾天气和晴好天气出现总次

数。以北京２ｍ相对湿度和１０ｍ水平风速为例

（图３），当相对湿度＞６０％或者１０ｍ风速≤２ｍ·ｓ
－１

时，分指数＞１，即雾霾天气出现概率高于气候态概

率。随着相对湿度的升高和１０ｍ风速的减弱，分

指数逐步增大，意味着雾霾天气出现概率逐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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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明２ｍ相对湿度和１０ｍ水平风速在北京地

区可以指示静稳天气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

面观测数据中１０ｍ风速剔除极端值后要素值分布

范围较窄，因此图３ｂ中区间只划分为６段。

在上述分指数计算基础上，按照各要素分指数

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比值进行排序，该分指数比值越

大表明要素对静稳天气和非静稳天气区分度越大，

北京２ｍ相对湿度和１０ｍ风速的分指数比值分别

为５６６和８３，表明相对湿度相比１０ｍ风速对北京

的静稳天气形成有更显著的指示意义。最终从大到

小选取分指数比值排序前１０的要素，对分指数求和

得到静稳天气指数。按上述客观方法筛选得到北京

静稳天气指数计算要素包括２ｍ相对湿度、１０ｍ风

速、８５０～９２５ｈＰａ位温差、９２５ｈＰａ垂直速度、

９２５ｈＰａ相对湿度、２４ｈ变压、２４ｈ８５０ｈＰａ变温、

７００～１０００ｈＰａ相对湿度差、５００ｈＰａ经向风、海平

面气压。这些要素综合考虑了静稳天气形成的动力

和热力条件，较全面地描述了边界层结构和环流形

势的基本特征。利用上述计算方法，统计２００１—

２０１３年的气象数据，得到北京的分指数查算表，查

算表包括１０个具体要素、要素值的区间划分和各区

间对应的分指数。根据气象要素实况或预报值查找

所在区间的分指数，将１０个要素的分指数求和得到

最终的静稳天气指数。

在实际计算静稳天气指数实况时，地面气象要

素采用地面气象观测站数据；由于探空观测站点空

间分布和观测间隔较稀疏，高空气象要素由 ＮＣＥＰ

再分析数据插值到站点得到。预报静稳天气指数时

所需气象要素均由中央气象台业务使用的欧洲中期

天气预报中心ＥＣＭＷＦ模式提供，可提供每日０８

和２０时起报的未来１０ｄ逐６ｈ预报，其中前３ｄ可

提供逐３ｈ预报。

２．２　改进效果

用静稳天气指数和ＰＭ２．５浓度的相关系数评价

静稳天气指数的优劣。以北京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５年１０

月至次年２月为例（图４），改进后的静稳天气指数

和ＰＭ２．５分布的离散度更小，相关系数更高（原指数

０．５４，改进指数０．６４）。尤其当改进后指数＜１０时，

指数降低时ＰＭ２．５浓度下降趋势更加明显且分布更

加集中，即改进后的指数可以更好地指示非静稳天

气下的低ＰＭ２．５浓度。

３　静稳天气指数应用

静稳天气指数综合反映大气对污染物的传输扩

散能力，相比天气形势场分析或单个气象要素分析

能够更全面地体现气象条件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因

此静稳天气指数可应用于大气污染过程预报和污染

减排评估。

图３　２ｍ相对湿度（ａ）和１０ｍ水平风速（ｂ）分指数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ｆ（ａ）２ｍ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ｂ）１０ｍ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

图４　２０１４年北京原有的（ａ）和改进的（ｂ）静稳天气指数与ＰＭ２．５浓度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ｂ）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ＷＩａｎｄ

ＰＭ２．５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２０１４

２００１　　　　　　　　　　　　　　　　　　　 　气　　象　　　　　　　　　　　　　　　 　　 　　　第４３卷　



３．１　重污染过程预报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２—１６日，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

围重污染天气。北京ＡＱＩ指数从１２日开始持续震

荡上升，于１５日达到严重污染，１６日早晨开始受较

强冷空气影响，污染天气开始自北向南减弱消散，１６

日０８时北京ＡＱＩ迅速降低至优等级。此次过程是

华北地区典型冬季污染过程：静稳天气形势下污染

物浓度累积升高阶段维持时间较长，随着冷空气南

下污染物浓度迅速降低。气象条件对污染物浓度变

化起关键作用，静稳天气指数可以综合反映污染气

象条件的变化。北京地区基于ＥＣ模式零场计算的

静稳天气指数和ＡＱＩ指数呈现一致的变化趋势：污

染累积阶段静稳天气指数逐渐升高，污染消散阶段

指数迅速降低（图５ａ）。因此，静稳天气指数可以有

效反映此次污染过程的不同阶段。

应对重污染过程的减排防控措施布置对预报的

时效性提出较高要求，分析静稳天气指数对此次污

染过程消散时间的提前预报能力。从实况（零场）可

以看到，１６日０８时静稳天气指数明显回落，标志着

北京地区污染过程的结束。９日２０时起报的静稳

天气指数降低时间较实况滞后１２ｈ；１０日２０时起

报（１１日早晨结果）的静稳天气指数预报的污染结

束时间和实况一致（图５ｂ），因此在１１日０８时的预

报中即可提前５ｄ对此次污染过程结束时间做出准

确预报。

３．２　犃犘犈犆减排评估

大气污染强度受污染源排放和气象条件的共同

作用。举办重大活动期间，为保障空气质量，举办地

和周边地区采取各种减排防控措施。如何评估减排

措施和气象条件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是气象部门在气

象决策服务中面临的一个问题。静稳天气指数能够

综合反映大气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可在上述评

估中得到应用。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北京举办ＡＰＥＣ会议，分析表明，

１１月７—１０日，北京地区静稳天气指数平均为１３，

与１０月１７—２０和２９—３１日的两次大气污染事件

气象条件相当（平均静稳天气指数分别为１３和１４），

持续时间也相近（图６）。但１０月１７—２０日ＰＭ２．５小

时浓度超过１１５μｇ·ｍ
－３（中度及以上污染）的持续

时间为７１ｈ，峰值浓度达２９９．８μｇ·ｍ
－３。１０月２９—

３１日中度及以上污染的持续时间为６２ｈ，峰值浓度

达１８２．１μｇ·ｍ
－３。而１１月７—１０日中度及以上污

染的持续时间仅８ｈ，峰值浓度仅１３５μｇ·ｍ
－３。在

相近的静稳天气条件下，有效的减排措施明显缩短

了中度及以上污染的持续时间，也明显降低了

ＰＭ２．５小时浓度和峰值浓度，有效地避免了重污染天

气的发生。

尝试利用静稳天气指数评估减排措施对北京地

区ＰＭ２．５浓度的影响。减排前１０月７日至１１月２

日ＰＭ２．５浓度和静稳天气指数有较好的相关关系，

线性拟合得到两者的相关关系如下：

犘犕２．５ ＝２２．８×犛犠犐－１５１

式中，犘犕２．５和犛犠犐分别为日均ＰＭ２．５浓度和静稳

天气指数，两者相关系数为０．８。将减排期间１１月

３—１２日的平均静稳天气指数（９．９５）代入上式得到

ＰＭ２．５浓度为７５．９μｇ·ｍ
－３，即在此气象条件下，若

北京及周边地区未采取减排措施，则ＡＰＥＣ会议期

间ＰＭ２．５浓度将达７５．９μｇ·ｍ
－３，与北京市环保局

发布的ＡＰＥＣ空气质量保障措施效果的评估结果

相近（６９．５μｇ·ｍ
－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ｅｐｂ．ｇｏｖ．ｃｎ／

ｂｊｅｐｂ／３２４１２２／４１６６９７／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静稳天气指

数可定量评估污染减排对ＰＭ２．５浓度降低的作用。

图５　２０１５年１月污染过程ＰＭ２．５浓度（ａ）和不同起报时间静稳天气指数（ｂ）变化

Ｆｉｇ．５　ＰＭ２．５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ＳＷＩ（ｂ）ｄｕｒｉｎｇａｓｅｖｅｒ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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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７日至１１月１１日北京城区

静稳天气指数与ＰＭ２．５浓度

Ｆｉｇ．６　ＳＷＩａｎｄＰＭ２．５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ｒｏｍ７Ｏｃｔｏｂｅｒｔｏ１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４　结论和讨论

本文介绍了北京地区静稳天气综合指数的建立

及其改进算法和效果，以一次重污染天气过程和

ＡＰＥＣ会议减排为例，讨论静稳天气指数在重污染

天气预报和重大活动污染源减排防控措施有效性评

估中的应用，得到以下结论。

（１）改进的静稳天气指数可以更好地描述静稳

天气程度对污染物累积的作用，和ＰＭ２．５浓度有更

好的相关性。

（２）针对２０１５年１月一次重污染过程预报分

析表明：静稳天气指数和ＡＱＩ指数变化具有较好一

致性，可以有效预报此次污染过程稳步发展、迅速消

散的不同阶段。

（３）静稳天气指数应用于ＡＰＥＣ期间北京地区

污染减排效果评估，在静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污染

减排措施有效降低了污染持续时间和峰值强度。静

稳天气指数可以从气象条件角度定量评估减排措施

对降低污染物浓度的作用。

改进的静稳天气指数构建方法将导致不同城市

的静稳天气指数采用不同的气象要素、阈值和权重，

因此区域内不同城市的静稳天气指数将没有直接的

可比性。如何将静稳天气指数转换为（重）污染天气

发生概率，从而可以在不同城市间进行比较，需要更

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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