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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东部长江三角洲城市南京的气溶胶光学特性（气溶胶光学厚15 

度，AOD; Ångström 指数，AE）的时空演变和趋势，及定性识别气溶胶的不同类型和来16 

源。为此，分析了 2002年至 2015年期间从 Terra和 Aqua卫星上 MODIS传感器（MISR17 

和 OMI）获得的二级 5.1系列数据。中国东部的气溶胶光学特性在季节尺度上存在明显的18 

时空差异。发现季节 AOD550（AE470-660）的均值在夏季最高，为 0.97±0.48（秋季为 1.1619 

±0.33），冬季最低为 0.61±0.28（春季为 0.80±0.28）。发现 AE470-660在夏季较高，表20 

明细粒子比粗粒子比重高。在研究期间发现，Terra获得的 AOD550年平均值在南京呈现明21 

显的下降趋势（-0.70％/年），而 Aqua 获得的 AOD550 呈现略微上升的趋势（+0.01 /22 

年）。本文还使用 HYSPLIT 模型来进行聚类轨迹分析，该分析揭示了来自不同来源地区23 

的气团对气溶胶负荷贡献。使用 AOD-AE方法（以下称为技术-I），识别了五种主要的气24 

溶胶类型。在所有季节，混合类型（MX）的气溶胶占主导地位，其次分别是夏季生物质25 

燃烧/城市工业（BU）和春季沙尘（DD）气溶胶类型。此外，考虑到吸收气溶胶指数26 

（AAI）的特性（以下称为技术-II），进行了气溶胶类型的亚分类。两种聚类技术显示的27 

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不同气溶胶类型（吸收和不吸收型）及其在一个区域内的变化情28 

况十分有助于模型的精细调整，以减少气溶胶对辐射和气候影响的不确定性。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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