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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TON：夜间残留层中硝酸盐贡献被高估

　　夜间化学反应是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对硝酸盐的贡献在全球可达50%。由于夜间残留层中富含高浓度臭

氧，传统认为残留层中NOx向硝酸盐的转化极为迅速，且形成的硝酸盐在第二天残留层消失后对近地面有显著贡献。

　　大气所大气分中心唐贵谦副研究员团队在石家庄开展了系留气艇垂直探测工作，利用小型便携设备同时在近地面

和600m高空采集细颗粒物样品，并对其中的水溶性无机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残留层中高浓度臭氧有强烈驱动

NOx向硝酸盐转化的潜势，但因为残留层中不利气象条件（强逆温导致的高温、低湿）以及较低的颗粒物比表面积，

使得残留层内硝酸盐（主要是硝酸铵）生成率极低。即便生成，在这种气象条件下，也会通过气粒平衡进入到气相

中，使得残留层中硝酸盐浓度保持在极低的状态下（图1）。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残留层内硝酸盐的生成对近地面颗

粒物浓度的影响微乎其微，且这一现象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普遍存在。由于残留层中NOx的汇极弱，因此推测夜间形

成的N O 和硝酸气体可在白天光解形成NOx，从而促发臭氧生成，这一研究结果为解释我国臭氧浓度爆发增长提供

线索。

　　以上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共同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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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夜间残留层内硝酸盐演变及其对次日的影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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