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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其他资料 

5-1 现地调查访问地点以及监测实施机构 

<酸沉降监测点> 

地点编号 省区分 城市名 实施机构 调查日 

1 安徽省 池州市 池州市环保局·环境监测中心站 3.30 

2 安徽省 阜阳市 阜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4.3 

3 安徽省 六安市 六安市环保局·环境监测中心站 4.1 

4 福建省 武夷山市 武夷山市环境监测站 4.2 

5 福建省 宁德市 宁德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4.4 

6 山东省 枣庄市 枣庄市环境监测站 4.4 

7 河南省 南阳市 南阳市环境监测站 3.22 

8 湖北省 咸宁市 咸宁市环境监测站 4.6 

9 湖北省 恩施市 恩施自治州境监测站 4.7、4.8

10 湖南省 张家界市 
张家界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张家界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4.12 

11 湖南省 娄底市 娄底市环境监测站 3.29 

12 湖南省 怀化市 怀化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3.30 

13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州市环境监测站 4.8 

14 广东省 阳江市 阳江市环境监测站 4.10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港市 贵港市环境监测站 4.13 

16 海南省 东方市 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监测站 4.7 

17 重庆市 黔江区 黔江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4.6 

18 四川省 简阳市 简阳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4.6 

19 四川省 康定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4.4 

20 四川省 南充市 南充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4.7 

21 贵州省 遵义市 遵义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 4.4 

22 贵州省 铜仁市 铜仁地区环境监测站 3.31 

23 贵州省 都匀市 黔南州环境监测站 4.1 

24 云南省 思茅市 思茅市环境监测站 4.8 

25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西藏自治区环境监测站 3.24 

26 陕西省 铜川市 铜川市环境监测站 3.19 

27 陕西省 延安市 延安市环境监测站 3.18 

28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4.1 

29 甘肃省 张掖市 张掖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3.29 

30 青海省 格尔木市 格尔木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3.28 

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市 哈密市环境监测站 3.14 

3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宁市 伊宁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3.15 

 

<酸沉降监测点（背景监测点）> 

33 福建省 武夷山市 福建省武夷山大气背景值监测站 4.1、4.2

34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呼伦贝尔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3.28、29

35 吉林省 抚松县 
白山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抚松县环境监测站 
3.25、26

36 湖南省 吉首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环保局·环境监测

站 
4.13 

37 海南省 五指山市 五指山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4.8 

38 云南省 丽江市 丽江市环境监测站 4.4、4.5

3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勒泰市 阿勒泰地区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3.12 

40 山东省 长岛县 
长岛县环保局 

山东省长岛生态环境监督监测站 
4.10 

41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西藏自治区环境监测站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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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监测点> 
地点编号 省区分 城市名 实施机构 调查日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市 阿克苏地区环境监测站 3.17 

2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3.16、17

3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包头市环境监测站 3.18 

4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环境监测站 3.31 

5 内蒙古自治区 二连浩特市 二连浩特市环境监测站 3.30 

6 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盟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3.20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田市 和田地区环境监测站 3.20 

8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宁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3.22 

9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3.31 

10 甘肃省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3.27 

11 甘肃省 武威市 武威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3.30 

12 甘肃省 民勤县 民勤县环保局 3.30 

13 甘肃省 酒泉市 酒泉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3.28 

14 甘肃省 敦煌市 敦煌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3.25 

15 甘肃省 定西市 定西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3.24 

16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环境监测站 3.20 

17 陕西省 榆林市 榆林市环境监测站 3.16 

18 山西省 大同市 大同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4.2 

19 河北省 张家口市 张家口市环境监测站 4.13 

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市 哈密地区环境监测站 3.14 

21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3.27、28

22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3.21、22

23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3.24 

24 吉林省 白城市 白城市环境监测站 4.10 

25 青海省 格尔木市 格尔木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3.28 

26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4.12 

27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3.21 

28 江苏省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4.14 

29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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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关于 EANET 试样收集地点 

 

１. 试样收集地点的分类 

   根据调查目的不同，试样的收集地点大致可分为「沉降量采样点」和「生态影响调查点」。

「沉降量采样点」，是收集有关酸性物质沉降量随着时间及空间分布的基础数据的采样点，根据

采样的目的又细分为「Remote Sites」、「Rural Sites」和「Urban Sites」。 

 

（以下省略） 

 

２. 沉降量采样点 

（1）Remote Sites （远隔地域采样点） 

      设置 Remote Sites 的目的，是为了对于背景地域酸沉降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监测数据

可以应用于对东亚酸性物质的长距离飘移模型的评估。 

      该采样点所在的地域，必须为受发生源或污染源的影响最小的地域。因此，Remote Sites

必须与城市、火力发电厂、大工厂等主要的固定发生源或高速公路、港口、铁路等主要

的移动发生源保持充分的距离。Remote Sites 设置在气象观测站（特别是设在高层建筑

物的气象观测站）或者其附近是比较理想的。 

（2）Rural Sites （农村田园地域采样点） 

      设置 Rural Sites 的目的，是为了对农村田园地区和城市周围地区酸沉降的实际情况进

行评估。监测数据可以应用于分析酸沉降对农作物或森林的影响。 

该采样点所在的地域，必须为受发生源或污染源的影响最小的地域。因此，Rural Sites

必须与主要的固定发生源或移动发生源保持一定的距离，设在尽量不受其影响的地域。

能够基本满足 Remote Sites 标准条件的 Rural Sites，其监测数据也可应用于对酸性物

质的长距离飘移模型的评估。 

（3）Urban Sites（城市地域采样点） 

设置 Urban Sites 的目的，是为了对城市地区酸沉降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其中包括城

市地区，工业区以及周边地区。 

监测数据可以应用于分析酸沉降对建筑物或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建筑等的影响。同时，

还可以用于对城市地区降雨的酸化状况及其变化进行评估。 

 

引自：「酸沉降监测操作手册（第 2版）」2001 年 3 月 酸沉降研究中心 

 



湿性沉降采样装置设置地点的选定 

 

摘自「酸沉降监测操作手册（第 2 版）」（酸沉降研究中心  2001 年 3 月） 

 

条件：能够代表整个地域的降水采样点 

    探讨研究项目： 

    1 地形               ・周围的地势（现存资料） 

    2 土地利用情况       ・土地利用的种类（现存资料） 

・在可预见的数十年内土地利用状况基本保持不变的地点 

    3 气象               ・年均降雨量或季节风的风向（现存资料） 

根据 EMEP(European Monitoring ＆ Evaluation Programme)的基本标准，在影响该地域大气质量的

主要因素大部分在地域外的情况下，则主要考虑附近周围地区和 20 公里以内区域的发生源的影响。 

 

禁止事项（一般事项） 

      ・山顶，两山峰之间的山坳，受局部地区风影响的海岸 

      ・山谷，盆地等受局部地区气象条件支配的地域 

      ・大规模的天然发生源的周围 

      ・海岸地区（海水泡沫），火山地区，温泉地区 

      ・砂石道路，风区的农村，耕地（沙尘飞散） 

      ・放牧草原，放牧地区（ammonia） 

应避免选择上述的受局部地区发生源，污染源支配的地域  

   

离发生源和污染源的最小距离 

大发生源 主要道路 
 

（城市、火力发电厂、高速公路） （日交通量 500 辆/日 以上） 

Remote Sites 远隔地域 50km 以内的话除外 500m 以内的话除外 

Rural Sites  田园地域 20km 以内的话除外 500m 以内的话除外 

Urban Sites  城市地域     

 

 

局部地区状况的基本标准 

Rural Sites 和Remote Sites设置上的基本标准 

   ・开阔平坦的草地，不受树木、丘陵等障碍物的影响 

   ・距离装置数米以内，不受任何障碍物、阴影的影响 

   ・与大障碍物的水平距离为该障碍物高度的 2 倍以上 

   ・从装置看去障碍物最高处的仰角 30 度未满 

   ・装置不受垃圾处理厂、焚烧炉、停车场、农产品露天存放场所、家庭用暖炉等局部地 

区发生源和污染源的影响。 

  ⇒如果与这些发生源和污染源的距离在 100 米以内，则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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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样器和雨量计之间保持 2m 以上的距离 

・ 在设置采样器和雨量计时，与降雨时的地域风的风向成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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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气候带区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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