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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本研究旨在

分析中国观测到的不同气溶胶光学特性的时空变化趋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中分辨率成

像光谱仪(MODIS; 2002-2016)和臭氧监测仪器 (OMI; 2005-2016)传感器反演得到的第 6通

道 Level 3数据被用于研究气溶胶光学厚度(AOD550),Ångstrӧm波长指数(AE470-660)和吸收性

气溶胶指数(AAI).据统计,中国东部,南部和东北部经济和工业化发达地区的年平均 AOD550

空间分布较高;而中国西部和东北部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气溶胶负荷低.高 AE470-660(> 1.0)

值特征是以大量的细粒子颗粒为主,反之亦然,可能归因于大型人为活动.同样,在大多数月份

中,中国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城市工业化地区出现高 AOD值对应着高 AE值和低 AAI值;在

六月和七月更为明显.在季节性的范围内,AOD 值在春季最高，接着是夏季和秋季,而在冬

季则较低.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所有气溶胶参数在全中国地区的所有季节都表现出单峰频率

分布.此外,除中国西南地区呈正增长趋势外,中国大部分地区 AOD值的年度, 季节和月度空

间趋势均呈下降趋势. AAI值在所有季节都出现增长的趋势,特别是在秋季和冬季,由大量生

物质燃烧和沙漠粉尘产生的吸收型气溶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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