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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附近植物大气污染指数季节变化的研究

高Ǔ源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Ǔ河北Ǔ唐山Ǔ064400

摘Ȟ要：本研究旨在探讨首钢附近植物大气污染指数的季节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对首钢周边地区不同季

节的植物大气污染指数进行监测与分析，结合气象条件、首钢生产活动及植物生理特性的综合考量，揭示了植物大气

污染指数随季节变化的规律。研究发现，气象因素、首钢排放特征及植物自身生理特性共同作用于植物大气污染指数

的季节变化，为制定针对性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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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

问题日益严峻，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首钢作为大型工业企业，其排放的污染物对周边地区的

大气环境质量产生显著影响。植物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大气污染物的吸收、转化和耐受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因此研究首钢附近植物大气污染指数的季节

变化特征，对于深入理解大气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及

制定有效的防治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1 大气污染的概念

大气污染是指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导致的有害物质

或能量进入大气中，达到足够浓度和持续时间，从而对

人类健康、动植物生长、气候以及物质材料产生不良影

响的现象。这些有害物质通常包括颗粒物（如PM2.5、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以及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等。大气污染的形成原因多样，既有工

业排放、汽车尾气、燃煤供暖等人为因素，也有火山爆

发、森林火灾等自然因素。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

加速，人为因素逐渐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大气污

染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深远。它不仅会损害人体健康，引

发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等，还会对农作物生长造成

不利影响，降低农作物产量和质量，大气污染还会加剧

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引发一系列环境问

题。防治大气污染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各

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正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大气污染监测

和治理，推动清洁能源的使用，减少污染物排放，以保

护人类共同的蓝天。

2 大气污染与植物的关系

大气污染与植物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密切的相互作用

关系。植物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受

到大气污染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大气污

染的调节过程[1]。一方面，大气污染中的有害物质，如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会对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产生不利影响。这些物质可以附着在植物叶片表面，阻

碍叶片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和气体交换，导致植物生长

受阻、叶片枯黄甚至死亡，大气污染还可能引发植物的

生理紊乱，降低其抗逆性和产量。另一方面，植物也具

有一定的空气净化能力。它们通过叶片表面的气孔吸收

大气中的有害物质，并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或储存在植

物体内。一些植物甚至能够分泌特殊的化学物质，与大

气中的污染物发生反应，从而降低其浓度。

3 首钢附近植物大气污染指数的季节变化特征

3.1  春季植物大气污染指数变化
春季，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和风向的转变，首钢附

近的大气污染状况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季节性特征。此时

由于冬季积累的污染物在风力作用下开始扩散，加之春

季风速较大，使得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稀释。春季也是首钢等工业企业恢复生产的高峰期，

燃煤、炼焦等工业生产过程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对周围植物的生

长构成了威胁。在春季，植物开始进入生长期，叶片逐

渐展开，光合作用增强。植物对大气污染物的吸收和转

化能力也相应提高。由于春季气温波动较大，昼夜温差

大，植物的生长环境相对不稳定，这可能导致植物对大

气污染物的敏感性增加。在春季，首钢附近的植物大气

污染指数可能会呈现出波动较大的特征。具体来说，当

风速较大、污染物扩散条件较好时，植物大气污染指数

相对较低；而当风速减小、污染物易于积聚时，植物大

气污染指数则可能上升。

3.2  夏季植物大气污染指数变化
夏季，随着气温的进一步升高和降雨量的增加，首

钢附近的大气污染状况呈现出与春季不同的特征。由于

气温高、湿度大，有利于污染物的光化学反应和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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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的生成。夏季也是植物生长最为旺盛的时期，植

物叶片茂盛，光合作用强烈，对大气污染物的吸收和转

化能力达到一年中的高峰。在夏季，由于首钢等工业企

业的持续生产，以及夏季高温下机动车尾气排放量的增

加，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仍然较高。由于夏季降雨频

繁，雨水对空气中的污染物具有一定的冲刷作用，这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污染物浓度。夏季的风向和风速也相

对稳定，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对于植物而言，

夏季的高温高湿环境虽然有利于其生长，但同时也增加

了植物对大气污染物的敏感性。在高温条件下，植物的

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增强，导致植物体内水分和营养物

质的消耗增加，这可能使植物更容易受到大气污染物的

伤害。在夏季，首钢附近的植物大气污染指数可能会呈

现出相对较高的特征。

3.3  秋季植物大气污染指数变化
秋季，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和降雨量的减少，首钢

附近的大气污染状况开始呈现出与夏季不同的特征。由

于气温下降、湿度降低，不利于污染物的光化学反应和

二次污染物的生成。秋季也是植物进入衰老期的时期，

植物叶片开始枯黄、脱落，光合作用减弱，对大气污染

物的吸收和转化能力降低。在秋季，由于首钢等工业企

业的持续生产以及秋季风力较大的特点，空气中的污染

物浓度仍然较高。由于秋季降雨较少、湿度较低，雨水

对污染物的冲刷作用减弱，这使得污染物更容易在空气

中积聚，秋季的风向和风速也可能对污染物的扩散和稀

释产生影响。对于植物而言，秋季的衰老期使其对大气

污染物的抵抗力降低。此时，植物叶片的枯黄和脱落不

仅减少了植物对大气污染物的吸收面积，还可能使植物

更容易受到大气污染物的伤害。在秋季，首钢附近的植

物大气污染指数可能会呈现出相对较高的特征[2]。

3.4  冬季植物大气污染指数变化
冬季，随着气温的进一步降低和降雪量的增加，首

钢附近的大气污染状况呈现出与秋季不同的特征。由于

气温低、湿度高，有利于污染物的凝结和积聚。冬季也

是首钢等工业企业生产的高峰期之一，燃煤、炼焦等工

业生产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排放。在冬季，由于气

温低、风速小、湿度高，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

这使得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在冬季往往较高。冬季的采

暖期也使得燃煤量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大气污染状况。

对于植物而言，冬季的低温环境使其进入休眠期或停止

生长期，叶片脱落或处于休眠状态，对大气污染物的吸

收和转化能力几乎为零。值得注意的是，冬季的降雪对

空气中的污染物具有一定的冲刷和稀释作用。降雪后，

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往往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冬季

的风向和风速也可能对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产生影响。

在风力较大的时段，污染物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扩散和

稀释；而在风力较小的时段，污染物则可能更容易在局

部区域积聚。

4 植物大气污染指数季节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气象因素对植物大气污染指数季节变化的影响
气象条件是决定植物大气污染指数季节变化的关键

因素之一。不同季节的气象特征，如温度、湿度、风

速、风向以及降水等，均会对大气中污染物的分布、浓

度以及植物的生长状态产生显著影响，进而作用于植物

大气污染指数。在春季，随着气温的回升，大气中的污

染物开始活跃，但由于春季风速较大，有利于污染物的

扩散，因此春季的植物大气污染指数相对较低。春季降

水适中，有助于清洗大气中的污染物，进一步降低污染

指数。春季也是沙尘暴频发的季节，沙尘暴带来的颗粒

物污染可能对植物造成额外的压力。夏季，随着气温的

进一步升高，大气中的光化学反应加剧，可能生成更多

的二次污染物，如臭氧等。这些污染物对植物具有较强

的毒性，可能导致植物大气污染指数上升。夏季的湿度

较高，有利于污染物的凝结和积聚，但频繁的降雨也能

有效清洗大气中的污染物，降低污染指数。夏季的风向

和风速对污染物的扩散也起到重要作用。秋季，随着气

温的下降和降雨量的减少，大气中的污染物扩散条件变

差，污染物浓度可能上升。秋季也是植物进入衰老期的

时期，植物对大气污染物的吸收和转化能力降低，导致

植物大气污染指数相对较高。秋季的风向和风速变化也

可能对污染物的扩散产生影响[3]。冬季，气温最低，大气

稳定度较高，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冬季的燃煤采暖活

动增加，导致大气中污染物排放量增大，冬季的降雪虽

然能清洗大气中的污染物，但降雪后的低温条件可能使

污染物在地面积聚，形成二次污染。因此，冬季的植物

大气污染指数往往较高。

4.2  首钢生产活动与排放特征对植物大气污染指数季
节变化的影响

首钢作为大型工业企业，其生产活动和排放特征对

周围地区的大气污染状况具有重要影响。不同季节的生

产活动强度和排放特征不同，进而对植物大气污染指

数产生季节性变化。春季，随着气温回升和工业生产活

动的逐渐恢复，首钢的燃煤、炼焦等生产活动增加，导

致大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大。

这些污染物可能对周围植物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导致

植物大气污染指数上升。由于春季风速较大，有利于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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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的扩散，因此这种影响可能相对有限。夏季，随着

气温的进一步升高，首钢的生产活动可能达到高峰。此

时，不仅燃煤、炼焦等过程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增大，

而且机动车尾气等移动源污染也可能加剧。这些污染物

在夏季的高温、高湿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

成更多的二次污染物，对植物造成更大的威胁。秋季，

随着气温的下降和降雨量的减少，首钢的生产活动可能

逐渐减弱。由于秋季大气稳定度较高，不利于污染物的

扩散，因此首钢排放的污染物可能在局部区域积聚，对

周围植物造成持续影响。冬季，首钢的生产活动可能受

到气温和能源需求的影响而有所调整。但无论如何，由

于冬季燃煤采暖活动的增加和大气稳定度的提高，首钢

排放的污染物在冬季往往难以扩散，导致周围地区的大

气污染状况恶化，植物大气污染指数上升。

4.3  植物自身生理特性与生态适应性对大气污染指数
季节变化的影响

植物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理特性和

生态适应性对大气污染指数的季节变化也具有重要影

响。不同季节的植物生长状态、叶片结构以及光合作用

强度等生理特性不同，导致植物对大气污染物的吸收、

转化和耐受能力存在差异。在春季，植物开始进入生长

期，叶片逐渐展开，光合作用增强。植物对大气污染物

的吸收和转化能力提高，有助于降低大气中的污染物浓

度。由于春季气温波动较大，植物的生长环境相对不稳

定，可能导致植物对大气污染物的敏感性增加。夏季，

植物生长最为旺盛，叶片茂盛，光合作用强烈。植物对

大气污染物的吸收和转化能力达到一年中的高峰[4]。夏季

的高温、高湿条件也可能使植物更容易受到大气污染物

的伤害。夏季的强光照射可能导致植物叶片表面温度升

高，降低植物对大气污染物的吸收效率。秋季，植物进

入衰老期，叶片开始枯黄、脱落。此时，植物对大气污

染物的吸收和转化能力降低，导致植物大气污染指数相

对较高。一些具有强生态适应性的植物可能通过调整叶

片结构、增加气孔密度等方式来提高对大气污染物的耐

受能力。冬季，植物进入休眠期或停止生长期，叶片脱

落或处于休眠状态。此时，植物对大气污染物的吸收和

转化能力几乎为零，一些具有抗寒能力的植物可能通过

调整根系结构、积累营养物质等方式来提高对大气污染

物的耐受能力。冬季的降雪也可能对植物产生一定的保

护作用，通过覆盖叶片和减少叶片与大气污染物的接触

来降低污染物的伤害。

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对首钢附近植物大气污染指数季节变化

的深入分析，不仅揭示了气象条件、工业生产活动及植

物生理特性对大气污染指数的综合影响，也为区域大

气污染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未来，应进一

步加强大气污染监测网络建设，提高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和时效性，同时深化对植物大气污染耐受机制的研究，

以期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工业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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