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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 ＳＯ２ 时空动态分布特征及其与城市生态系统关
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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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强化城市大气污染物多尺度监测手段，辨识污染物时空演变规律及其与城市生态系统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可为城市大

气环境质量综合管控提供科学依据。 利用 ＯＭＩ、ＥＯＳ ／ ＭＯＤＩＳ 卫星影像及其它统计类数据，在分析了兰州市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对流

层 ＳＯ２柱浓度的时空分布特征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 ＮＤＶＩ、工业总产值、汽车保有量等城市自然经济社会生态要素的结构变化

与 ＳＯ２浓度变化的关系。 结果表明：１）、兰州市对流层 ＳＯ２空间分布不均，呈现出以河谷低海拔区域分布为中心，向西北、东南山

地两侧递减的“倒 Ｕ”形格局；２）、近 １０ 年内，兰州市大气 ＳＯ２柱浓度值在 ０．０３３—０．２５（多布森单位）之间，总体呈下降趋势，年
均降幅为 １４％，降速为 ０．０２（多布森单位） ／ ａ；３）、兰州市大气 ＳＯ２柱浓度变化特征与城市工业生产和交通因素关系密切，又受地

形、季节风向等气象气候条件制约；４）、兰州市 ＮＤＶＩ 指数与大气 ＳＯ２柱浓度值相关性明显，兰州市植被覆盖度较低，植被指数为

０．０９—０．６６，对 ＳＯ２净化能力有限。 综合以上结果，本研究认为，通过调控城市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并适当采用基因

工程等科学技术来增加地表植被覆盖量，是下一步兰州市大气环境质量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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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对气候变化和区域生态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如发生在我国的雾霾、酸雨、和光化学烟雾［１⁃３］ 等

不仅会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还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紊乱，多年来大气环境污染一直都是社会高度关注和急需

解决的环境问题［４］。 随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深入，当前工程减排的空间日益缩小，那么从技术和监管

方面如何提升和持续保障区域与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将是未来我国大气环境管理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另

外，除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外，植被、气象等自然要素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区域物质和能量循环中

起到重大作用［５］，辨识大气污染物时空演变规律及其与城市生态系统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为城市大气

环境质量综合管控提供科学依据［６］。 我国二氧化硫（ＳＯ２）排放体量大，在大气污染中一直是国家的约束性指

标之一。 卫星遥感监测以其空间覆盖范围大、时间周期长、观测空间连续和可实时快捷的获得区域 ＳＯ２数据

等优势特点，弥补地面站点监测在空间覆盖小和数据获取时间长等方面的不足［７⁃８］，在阐明大气污染和气象

要素的交互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结合城市植被覆盖、经济产值、社会发展指数等数据更能进一步的研究城

市生态系统对 ＳＯ２浓度变化的影响［９⁃１０］。
国外多位学者如 Ｋｈｏｋｈａｒ 等［１１］利用 ＧＯＭＥ、Ｃａｒｎ 等［１２］和 Ｐｒａｔａ 等［１３］ＡＩＲＳ 数据反演了高精度的 ＳＯ２柱浓

度，用以研究火山爆发轨迹和污染源演变规律。 多位学者通过设计算法反演污染源及其污染物分布，如 Ｌｅｅ
等［１４］基于 ＳＣＩＭＡＣＨＹ 发展了一种权函数算法、Ｋｒｏｔｋｏｖ 等［１５］ 基于 ＯＭＩ 数据反演了 ＳＯ２柱浓度，赵军等［１６］ 开

发了大气边界层 ＳＯ２数据总量的获取方法和 ＳＯ２离散面状分布模式。 Ｌｉ 等［１７］ 利用 ＯＭＩ 卫星观测数据，得出

在 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期间内蒙古、陕西和山西等地的火电厂及其附近 ＳＯ２的浓度比以往同期有着显著的下降，从
而证明燃煤电厂脱硫政策能有效降低 ＳＯ２的人为排放量。 王刚等［１８］利用卫星反演 ＳＯ２的 ＢＲＤ 算法得出中国

ＳＯ２浓度高值地区主要是华北、华东以及四川盆地。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９］ 用 ＳＣＩＡＭＡＣＨＹ 卫星传感器，评估了中国地

区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人为活动排放 ＳＯ２含量，西部呈逐年增加的变化趋势，东部呈逐年下降的变化趋势。 姜

杰［２０ ］通过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卫星（ＯＭＩ）遥感数据，监测了中国大气 ＳＯ２浓度，认为西部地区季节变化幅度不大，
但其变化趋势与东部地区相反，表现为夏季浓度高，冬季浓度比较低。 李兵等［２１］ 利用 ＯＭＩ 数据得出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 年甘肃省天水市大气 ＳＯ２柱浓度明显增加与人为活动、自然条件和外域大气传输的关系。 王彦［２２］解译遥感

数据指出甘肃省白银市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３ 年大气边界层 ＳＯ２浓度的时空分布并估算了 ＳＯ２的排放总量。 张斌才

等［２３］利用 ＯＭＩ 传感器结合遥感图像处理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所得的大气边界层（ＰＢＬ）ＳＯ２数据产品指出，
兰（州）白（银）金（昌）地区 ＳＯ２季节差异大，冬季 ＳＯ２柱浓度最高，夏季最低，以及污染源的移动规律。 巨天珍

等［２４］利用 ＯＭＩＳＯ２数据解译了甘肃省兰州市城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采暖期和非采暖期 ＳＯ２空间分布情况。
兰州市曾经发生光化学污染事件［２５］，２０１３ 年是兰州步入空气质量改善的转折期与加速期，如今的兰州

与曾经全国大气环境质量倒数第一形象相差甚远，为了检验治理效果，本文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共 １１ 期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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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对兰州市全境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回顾性的分析研究，并对兰州市大气

ＳＯ２的净化途径，以及 ＮＤＶＩ、工业总产值、汽车保有量等城市自然经济社会生态要素的结构变化与城市 ＳＯ２浓

度变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图 １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　 研究区概况

兰州市（北纬 ３６°０７′，东经 １０３°８２′）位于中国西北

部，甘肃省中部，为甘肃省省会。 地处黄土高原河谷地

带，市区位于盆地内，两山夹一河（图 １），明显的盆地地

形使得该区大气层结稳定，形成逆温层，加之风速较小，
静风率较高，冬季稳定类天气占 ７０％以上，静风率达

８０％，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湍流扩散。 又因常年干旱少

雨，年均降雨量不足 ３００ 毫米，蒸发量较高，植被覆盖率

低，沙尘暴和浮尘天气容易形成和波及，加剧了兰州市

大气污染。 作为老工业基地，兰州的工业结构以能源、
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等原材料上游工业为主，重化工业

占整个工业的比重近 ８０％，能源结构单一，８０％的能耗

以煤为主。 近年来机动车年均增幅超过 １０％，而且每

天过境车辆超过 １１ 万辆，目前全市机动车拥有量达到 ９０ 万辆，机动车低速或怠速行驶，尾气排放也成为了主

要污染物之一。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传感器及数据格式

研究所采用的 ＳＯ２的数据产品来自于美国国家航天局 Ａｕｒａ 卫星上搭载的 ＯＭＩ 传感器，ＯＭＩ 传感器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升空［２６⁃２７］， 是继 ＧＯＭＥ 和 ＳＣＩＡＭＡＣＨＹ 后的新一代大气成分探测传感器［２８⁃２９］，用于 Ｏ３、ＮＯ２、
ＳＯ２、ＨＣＨＯ、 ＢｒＯ 和 ＯＣｌＯ 等组分的光谱反演，其轨道扫描幅宽为 ２６００ ｋｍ，空间分辨率 １３ ｋｍ×２４ ｋｍ，有 ３ 个

通道，波长覆盖范围 ２７０—５００ ｎｍ，平均光谱分辨率为 ０．５ ｎｍ，每天覆盖全球一次。 ＯＭＩ 能够以较高的空间及

时间分辨率获取大气污染的空间分布的动态变化。
２．２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的 ＳＯ２数据是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日 ＯＭＩ 数据产品，ＯＭＩＳＯ２产品是以 ＨＤＦ—ＥＯＳ 条带格式存储，用

ＶＩＳＡＮ 软件对研究区的柱量数据读入、读出、过滤和提取。 为保证研究区边界地区的插值精度，实际数据处

理时将提取边界扩大 ０．５°，再用 ＨＤＦ－ｖｉｅｗ 软件将所选取的“Ｌａｔ”、“Ｌｏｎ”、“ＳＯ２—ｃｏｌｕｍｎ”值粘贴出来。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０ 软件地统计模块中的克里金插值法，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插值，再使用地图代数工具进行栅格计

算，得到并绘制出兰州市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 ＳＯ２的时空分布图。 兰州市植被数据（ＮＤＶＩ）来自于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 ＮＡＳＡ 的 ＥＯＳ ／ ＭＯＤＩＳ 数据（ｈｔｔｐｓ： ／ ／ ｌａｄｓｗｅｂ ｎａｓｃｏｍ．ｎａｓａ． ｇｏｖ），选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的 ＭＯＤ１３Ｑ１ 数据产

品，时间分辨率为 ３１ ｄ，空间分辨率为 １０００ ｍ。 并使用 ＭＲＴ（ＭＯＤＩＳ 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 工具将下载的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 数据进行格式转换、重投影等，得到并绘制出兰州市植被覆盖度（ＮＤＶＩ）时空分布图。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十一年兰州市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空间变化特征

３．１．１　 兰州市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值的空间分布

图 ２ 为兰州市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 １１ 年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多年平均值空间分布图。 为研究需要，将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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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多年平均值空间分布图 ／ （多布森单位）

Ｆｉｇ． ２ 　 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Ｏ２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ＳＯ２柱浓度值分为八个等级（多布森单位），依次为：一
级（０—０．０６）、二级（０．０６—０．１２）、三级（０．１２—０．１８）、四
级（０． １８—０． ２４）、五级 （ ０． ２４—０． ３０）、六级 （ ０． ３０—０．
３６）、七级（０．３６—０．４２）、八级（０．４２—０．４８）。 由图 ２ 结

合图 １ 兰州市高程分布可知，兰州市对流层 ＳＯ２空间分

布的梯度明显，呈现出以河谷低海拔（皋兰县）为中心

的高浓度分布，向西北、东南两侧较高海拔 ＳＯ２浓度递

减的带状规律分布。 即兰州市 ＳＯ２空间呈倒“Ｕ”字型

分布。 其中，七级、八级（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皋兰县和

永登县的东南部，占总面积的 １３．５％；六级（较高值区）
主要分布在兰州市市辖区的西固区、安宁区、城关区和

七里河区的西北部地区，占总面积的 ２０．３％；三级、四级

和五级（中值区）主要分布在各个县的过渡地带，分别

占总面积的 ９．４％、２１．５％和 ２８．１％。 而一级和二级（低
值区）主要分布在高海拔的区域，如永登县的西北部、
榆中县的东南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占总面积的 ２．２％、４．９％。 近 １１ 年的 ＳＯ２分布模式对兰州市 ＳＯ２空气质量的

预测预报将提供参考。
３．１．２　 兰州市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年际空间分布

通过对兰州市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逐年的 ＯＭＩ 反演的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数据进行栅格计算，为方便说明问

题，将柱浓度值也划分为八个等级（多布森单位），分别为：一级（０—０．０６）、二级（０．０６—０．１２）、三级（０．１２—０．
１８）、四级（０．１８—０．２４）、五级（０．２４—０．３）、六级（０．３—０．３６）、七级（０．３６—０．４２）和八级（０．４２—０．４８），绘制成

ＳＯ２柱浓度的逐年平均值空间分布图（图 ３），从空间分布来看，兰州市 ＳＯ２柱浓度年际分布动态趋势明显。 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０ 年兰州市“十一五”期间，ＳＯ２高值区以面状红色分布，具有从中部河谷低海拔区域向着东西两

侧高海拔山地逐渐低值化扩散分布的趋势，２０１０ 年减排效果最为明显；从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十二五”期间，
ＳＯ２在 ２０１１ 年皋兰县离散面状分布向永登县西南半部、红古区扩散，２０１２ 年除榆中县西南部、永登县中北部

以外，ＳＯ２中值区的面状分布扩大，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在波动中缓慢收缩减少，２０１５ 年中值区扩大，污染加重；２０１６
年主要污染区域位于永登县全境和红古区部分地段即兰州市西北半部中高海拔区域，与“十一五”和“十二

五”污染区集中在低海拔的规律不同。 此变化和 ２０１０ 年兰州市政府与国家环境科学院达成合作框架协议，即
兰州大气污染及防治对策研究项目启动有关，环境保护政府部门协同相关企业做到了“全天候、全过程、全方

位”的监管，因而取得了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兰州市对流层 ＳＯ２在波动下降的重要成果。
３．１．３　 兰州市 ＳＯ２季节空间分布

图 ４ 为 １１ 年间兰州市对流层 ＳＯ２季节空间分布图，季节分布明显不均，呈冬高夏低的特点，具有冬季＞春
季＞秋季＞夏季的分布规律。 冬季均值为 ０．２４（多布森），有明显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皋兰县的中部和永登县

的中东部等低海拔地区。 中值区分布在永登县中部大部分中高海拔、兰州市市区和榆中县的西部中海拔区

域。 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榆中县高海拔的东南部。 冬季二氧化硫分布与采暖期和冬季盛行风有关。 春季 ０．１４
（多布森），无明显的高值区，中值区分布在河谷低海拔的皋兰县中大部区域，及其周边高海拔的永登县东部、
榆中县西北部、和兰州市城关区北部。 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永登县西部山地和榆中东南部山地；秋季 ０．１１（多
布森），兰州市中值区呈面状离散收缩，分布在永登中部、皋兰局部低海拔地区，兰州市区除东南部外，西南半

部大部分地区为低值区；夏季 ０．０６５（多布森）低值的 ＳＯ２污染物向西北扩散，没有中高值的 ＳＯ２污染，这主要

与我国夏季盛行东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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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年平均值空间分布图 ／ （多布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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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十一年兰州市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时间变化特征

３．２．１　 兰州市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年际分布

图 ５ 为遥感数据与地面实测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图，地面 ＳＯ２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空气质量年报，与遥感数据 ＳＯ２柱浓度的相关性系数约为 ０．６１，说明两数据强相关，可以利用卫

星数据反映兰州区域大气 ＳＯ２的污染状况。 图 ６ 表示兰州市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 ＳＯ２柱浓度年际变化图，１１ 年来

兰州市年均 ＳＯ２柱浓度年均值处于不断波动状态，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２ 年有两次小的

回升。 二氧化硫柱浓度值介于 ０．０３—０．２５（多布森）之间变化范围，浓度值的降幅为 １４％，下降速度为 ０．０２
（多布森） 。 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一直重视 ＳＯ２大气污染的治理，确定了减排、压煤、除尘、控车、增容

等重点治污工作，聚焦关键过程的管理与控制，实施联动化、科学化、目标化、工程化、法制化管理等方面，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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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季节空间分布图 ／ （多布森单位）

Ｆｉｇ．４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业排污、二次扬尘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和生产燃煤污染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中之重，实施全过程、全员、全
网格的实时监管，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兰州市大气污染得到明显的控制也说明 ＳＯ２污染与经济特征的密切关

系在强有力的环境管理下可以被打破。

图 ５　 ＳＯ２柱浓度值与地面监测值趋势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Ｏ２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图 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 ＳＯ２柱浓度年际变化趋势图

　 Ｆｉｇ．６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Ｏ２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３．２．２　 兰州市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季节变化特征

图 ７ 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兰州市不同季节（春季：３—５ 月、夏季：６—８ 月、秋季：９—１１ 月、冬季：１２—２ 月）
ＳＯ２ 柱浓度分布图。 由图 ７ 可以看出，兰州市 ＳＯ２柱浓度始终表现为冬季高于其它 ３ 个季节，１１ 年季节均值

由大到小依次为：冬季（０． ２４ 多布森） ＞春季（０． １４ 多布森） ＞秋季（０． １１ 多布森） ＞夏季（０． ０６５ 多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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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 ＳＯ２垂直柱浓度季节变化特征图

　 Ｆｉｇ．７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２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兰州市二氧化硫在冬季值为 ０．０６５—０．５
多布森，最高值出现于 ２００７ 年，最低值出现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年来冬季 ＳＯ２下降速度为 ０．０３ 多布森；春季 ＳＯ２柱浓

度的变化范围为 ０．０３５—０．２６ 多布森，２００８ 年出现最大

值，２０１６ 年达到最小值，十一年 ＳＯ２柱浓度 ／ （多布森）
春季的下降速度为 ０．００８ 多布森；秋季的 ＳＯ２柱浓度总

体上略呈下降趋势，秋季最大值出现于 ２００６ 年，为 ０．３３
多布森，最小值出现于 ２０１４ 年，为 ０．０３ 多布森，１１ 年秋

季 ＳＯ２下降速度为 ０．０１３ 多布森 ；夏季最高值出现于

２００６ 年，为 ０． １８ 多布森，最低值出现于 ２０１６ 年，为
０．０３５多布森，１１ 年间夏季兰州市 ＳＯ２ 呈下降速度为

０．０１２多布森。 综合图 ６ 和图 ７ 可见，２００８ 年二氧化硫

的升高与春、冬季节持续较高的排放有关，２０１２ 年二氧

化硫的提升也来源于冬季的较高排放，可见重视冬季二

氧化硫排放的环境管理、净化和减排是关键。
３．３　 兰州市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与城市生态系统关系

３．３．１　 城市自然生态系统要素分析

对照图 １ 兰州市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和图 ２ 兰州市二氧化硫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兰州市两山夹一河

的特殊地理地貌与二氧化硫沿河谷高值区向东西两侧递减分布的空间格局一一对应。 这种分布与气象条件

如各县区的风向（图 ８）密切相关。 气候因素对区域大气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统计气象局网站上兰州

市市辖区（城区）、皋兰县、榆中县以及永登县的风向数据绘制出图 ８，即兰州市（县区）风向频率玫瑰图。 由

图可知，兰州市城区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其次为东风；皋兰县、榆中县和永登县的主导风向分别为北风、东南风

和北风。 兰州市城区为某一风向时，其所在区域大范围风向未必和城区一致。 据赵敬国等学者研究［３０⁃３１］，当
兰州市区为东北风时，其郊区主要为西北风和西南风，这是因为兰州市区处于山谷盆地，东西长，南北狭窄，风
在山谷中间形成回旋，改变了风向。 可见风向尤其是冬季风向及气候地形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兰州市大

气 ＳＯ２“倒 Ｕ 型”空间分布格局。
本文使用遥感数据生成的植被覆盖指数（ＮＤＶＩ）产品反映暴露在 ＳＯ２下兰州市植被覆盖情况。 ＮＤＶＩ 在

反映一个地区植被覆盖度方面有优势，过去只能利用植物群落学的样方调查法得到调查区样地的数据，植被

类型不同覆盖度的调查方法不同，不同类型的覆盖度无法统一计算，尤其是大尺度下的植被覆盖度的计算问

题。 采用遥感方法计算很容易就解决了此类问题，植被数据与大气遥感数据之间也可建立对比关系，暴露在

ＳＯ２下的植被叶面可见伤害率增长速度为不暴露的 ０．３３—１．０ 倍［３２］。 如图 ９ 为兰州市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 ＮＤＶＩ 多
年均值分布图（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无 ＮＤＶＩ 数据），分别选择三个在植被分布和大气污染方面具有特色的典型代

表如皋兰县、榆中县和兰州市植被覆盖分布图，分别比较三个地段植被覆盖度的可以看出，榆中县植被覆盖度

最高，皋兰县植被覆盖度最低，兰州市城区植被覆盖度较高。
如图 １０ 表示 ＳＯ２与 ＮＤＶＩ 的季节分布图，夏秋季节 ＮＤＶＩ 较高，ＳＯ２柱浓度较低；冬季 ＮＤＶＩ 较低，ＳＯ２柱浓

度较高，由此可见在兰州市 ＳＯ２与植被覆盖度呈负相关，这与浙江省大气 ＳＯ２与植被关系相似［３３］。 多项研

究［３４⁃３５］表明，一方面植被对 ＳＯ２有较强的滞留和吸附作用，另一方面利用植物体内 ＳＯ２含量可以监测周围环

境中大气中 ＳＯ２的浓度。 兰州市四季中大气 ＳＯ２与四季植被之间也反映了这样规律。
兰州地区自然植被为干草原，植被覆盖度低。 随着兰州市经济发展，城市绿化环境建设步伐加快，兰州市

政府成立兰州市南北两山指挥部，各县也加大投资建设园林城市。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兰州市平均气温逐年升高，
加之灌溉条件的改善和绿化力度的加大，植被覆盖度也持续增加。 作者建议，创新思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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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兰州市及各县风向频率图

Ｆｉｇ．８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ｙ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研究将抗冻基因载入兰州市阔叶树种或常绿针叶树中，培植抗冻藤本、灌木和草本植物，在空旷地、建筑物不

同侧面通过布满立体植被覆盖量，来增加冬季兰州市植被体量，加大吸收污染物质的力度［３６⁃３７］，以此作为“十
三五”甚至“十四五”期间兰州市污染减排的途径之一。
３．３．２　 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要素分析

选取兰州市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６ 年的生产总值和工业产值两个指标进行分析（图 １１），生产总值以及工业产

值与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量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６９、０．６８，证明兰州市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中工业排放

占据较大的比重，原因主要是兰州市经济发展以重工业为主［３８］，长期依赖高能耗、髙污染、高排放行业的发展

且能源供应以大量消耗煤炭的火力发电为主。
选取兰州市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６ 年的汽油产量、汽车保有量为主要因素，探究能源消耗对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

的影响。 图 １２ 表明，两个影响因素与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值均呈相关关系，这说明能源消耗和汽车保有量的增

加会加大大气中 ＳＯ２柱浓度值。
兰州市由过去的“污染名城”到现在的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据报道其治理经验总结为“重点遏制、难点突

破、整体改善、逐步好转”，以上的遥感监测结果也说明了经济发展污染增加的规律［３９⁃４２］ 在兰州市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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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９ 　 兰州市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 ＮＤＶＩ 多年均值分布图和 ＳＯ２ 与

ＮＤＶＩ分布图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ＤＶＩ，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２ ａｎｄ ＮＤＶＩ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６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出现。

４　 结论

基于卫星的遥感监测在反映污染物的长时间和大

尺度空间分布及污染源动态方面有绝对优势，这是地面

监测无法替代的技术手段。 对于全方位掌握污染物的

发生发展规律、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制定和调整未

来大气污染的防治意义重大。
（１）从空间上看，兰州市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对流层 ＳＯ２

柱浓度的空间分布梯度明显，呈倒“Ｕ”字型。 形成以河

谷盆地高浓度的 ＳＯ２柱浓度为中心，向东西两侧山地的

低浓度呈阶梯状递减的分布格局。 首次绘制的兰州市

二氧化硫空间分布图，对今后 ＳＯ２研究和政府管理提供

空间参考。
（２）从时间上看，兰州市 ＳＯ２柱浓度在“十一五”期

间逐年小幅均匀降低，“十二五”期间在波动中下降，以
２０１５ 年 ＳＯ２升高为结尾，在“十三五”又下降的时间分

图 １０　 兰州市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 ＳＯ２与 ＮＤＶＩ四季对比图

Ｆｉｇ．１０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ＳＯ２ ａｎｄ ＮＤＶＩ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６

布格局。 与地面观测数据的变化趋势相似，ＳＯ２柱浓度值变化范围在 ０．０３３—０．２５（多布森）之间，１１ 年来浓度

值的年均降幅为 １４％，年均下降速度为 ０．０２ （多布森）。 兰州市 ＳＯ２量值始终表现为冬季高于其它 ３ 个季节，
１１ 年间由大到小为：冬季（０．２４ （多布森））＞春季（０．１４（多布森）） ＞秋季（０．１１（多布森）） ＞夏季（０．０６５（多布

森））。
（３）从城市自然生态系统要素上看，地形、气候特征和植被覆盖度影响着兰州市 ＳＯ２柱浓度分布，在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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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经济发展与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的相关性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Ｏ２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图 １２　 能源消耗与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的相关性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Ｏ２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较低、植被覆盖度低和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ＳＯ２柱浓度偏高；在地势较高、植被覆盖度高和人类活动较少的

区域，ＳＯ２柱浓度偏低。
（４）从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要素上看，兰州市 ＳＯ２柱浓度的时空变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复合影响，其中

最主要的因素为人类活动，提取生产总值、工业产值、能源消耗和汽车保有量四个指标与兰州市 ＳＯ２柱浓度做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总值、工业产值、汽油产量和机动车保有量与对流层 ＳＯ２柱浓度量呈显著相关，相
关系数分别为 ０．６９、０．６８、０．４３ 和 ０．６８。 这说明 ＳＯ２体量的减少与工业减排和兰州市政府大力度有效治理和针

对性的监管措施息息相关。
（５）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全面提升治污手段。 植被体量和大气 ＳＯ２的净化有密切的关系，在严格控制区域

ＳＯ２排放总量基础上，通过调控城市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并适当采用基因工程等科学技术，利用各

种地表空间增加兰州市植被覆盖量，是下一步城市环境质量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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