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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层海洋与低层大气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介绍了国内外上层海洋与低层大气研究（SOLAS）
的发起、发展与前沿科学问题。
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上层海洋一低层大气的相关研究与进展”，包括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
的前期研究成果与进展介绍；第二部分介绍了“SOLAS科学计划与实施策略”。
　　《上层海洋与低层大气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可供从事海洋科学、大气科学、环境科学和全球变
化研究以及相关工作的科研教学和管理人员以及研究生和大学生阅读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层海洋与低层大气研究的前沿科学问>>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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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一气间二氧化碳通量的地理分布及亚十年际变化3.2 海洋表层的碳转化：对全球变化的敏感性3.3 氧
化亚氮与甲烷的海一气通量4 计划的组织与管理4.1　 s0LAs计划的组织结构4.2 数据和模式输出管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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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大气有机气溶胶的模式研究　　通过模式研究，我们可以认识有机气溶胶来源、转化、传输及
其物理和化学特性等，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它们对人类健康、环境变化和辐射强迫的影响。
观测已经揭示出大气中气态和颗粒态的大量有机物质的存在。
这些物质的特性和作用取决于不同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组成，以及环境大气的温度和湿度。
控制大气有机气溶胶的复杂过程只能用小尺度、高分辨率且能够反映物理和化学过程细节的模式来描
述。
这些模式能够揭示大气成分和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有机气溶胶的形成速率和特点，以及伴随的气溶胶的
分布、云滴形成和干、湿沉降的变化。
然而，由于计算机能力的限制，这种对化学和云物理过程的模拟不能推广到全球尺度，其辐射和气候
效应只能用从区域尺度到全球尺度的分级模式来完成。
至今，sOA的形成速率和控制因素，源强、转化、去除过程，乃至有机气溶胶的光学特性和云的形成
和寿命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受排放源、传输过程和大气条件的影响，有机气溶胶的成分决定于一次有机气溶胶和二次有机气溶胶
。
最近的研究表明，热带大气中有大量一次有机气溶胶存在，主要是由于强烈的生物燃烧造成的。
另一方面，热带以外的较高纬度大气，受人类活动和生物活动排放的影响以及活跃的光化学过程的作
用，大气中的有机气溶胶主要是由气态物质通过化学反应生成的（Kanakidm-等，2005）。
对有机气溶胶的模拟研究包括气溶胶的粒径分布、二次气溶胶的形成、气溶胶的光学特性、气溶胶的
增长特性以及气溶胶的干、湿沉降等。
　　要在污染物传输模式和全球气候模式中引入有机气溶胶过程，首先必须确定在洁净大气和污染大
气中哪些是控制有机气溶胶生成和去除的关键参数，并对过程进行适当程度的参数化。
因此，必须对大气中有机气溶胶的总量、粒子谱和空间变化特征有比较深入的认识。
特别是在描述二次气溶胶生成时，要用较少的物种数量和化学反应来刻画当今和工业革命以前气溶胶
的生成的不同过程。
还要充分认识有机气溶胶吸收和散射的光学特性，以及关于溶解性、吸湿性和作为云核和冰核的可能
性等。
由于有机物质的复杂性，在cTM和GCM中引入“有机物质功能群（function group）”的概念或许是有
益的，这样就可以减少要考虑的有机物质的数量（FIizzi等，2005）。
观测和模式之间还有一定差距，做模式工作的人往往不能直接利用观测资料，或者说模式要求的输入
参数未必都能够直接观测出来，但观测资料却是模式验证必不可少的。
例如，模式中需要气溶胶的生成速率作为输入，但在现场很难观测到气溶胶的生成速率和过程，只有
通过间接的方法获得。
　　已有不少工作对有机气溶胶进行了模拟研究。
SOA不仅仅在表面，而是在整个对流层生成。
Kanakidotl等（2005）模拟显示，仅一半SOA生成于对流层最下面的6 km，且SOA对oA的贡献随高度而
增加。
多个模式对同一个例的对比研究和同一模式对多个个例的模拟揭示了有机气溶胶生成对各种参数的敏
感性（Pun等，2003；Tsigaridis和Kanakidou，2003）。
这些结果显示，模式中化学物种的数量是很重要的；影响模式结果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是温度对气体
和颗粒物相分配的影响。
不确定性也来自有机气溶胶前体物VOCs排放源的复杂性。
最近有机气溶胶生成的实验研究提示人们需要建立包括多相和气溶胶化学的SOA生成模式（KanakidolJ
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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