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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学城区域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环境承载力严重下降!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对

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保护大学城大气环境质量!减缓大学城人口膨胀对大气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促

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开展本项目的研究%论文根据大学城现有用地规划及环境质量现状!结

合区域气象资料!运用数学建模估算区域常规污染因子大气环境容量'根据人均资源消耗调查资料!统计分析单位污

染物排放量及区域污染物排放情况'根据环境容量估算结果!论证大学城现有规划的合理性!并从大气环境保护角度

对大学城人口规模控制提出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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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问题是环境保护的一项难题(有效地解决大

气污染问题#就必须详细掌握区域大气污染源分布和排放情

况#结合区域内建设和经济发展状况'污染现状和气象条件

等因素#通过适合的大气扩散模型进行扩散模拟#建立起大

气污染源排放与区域大气污染的输入响应关系#掌握区域大

气环境容量#进行大气污染源的合理消减和最优化分布#建

立空气质量达标的途径和方法#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环境容量是指遵循环境质量标准#在一定的范围内#环

境所能承纳的最大污染物负荷总量(它是由污染物质的特

性和自然环境的特性所产生的结果#是反映以水热平衡规

律'化学元素在自然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和生物与环境之

间的物质能量交换规律为基础的综合性指标(大气环境容

量#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一定的气象条件'一定的自然边

界条件及一定的排放源结构条件下#在满足该区域大气环境

质量目标前提下#所允许的区域大气污染物的最大排放量(

对于局地性区域来说#大气环境容量是大气传输'扩散和排

放方式的具体体现(

重庆市大学城)

)

*位于沙坪坝区西部虎溪镇和陈家桥镇#

于
'((!

年
"

月
"

日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建设#是重庆市高

等教育基地和科研中心#是相对独立的以高等教育与科研为

主导#同时具有商务'办公'居住'旅游'娱乐和休闲的多功能

的综合城区(但是随着大学城区域的开发建设及各高校'商

业单位等入驻#区域人口数量将急剧增加#大气环境质量持

续恶化#环境承载力严重下降#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对

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保护大学城大气环境质

量#减缓大学城人口膨胀对大气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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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开展本项目的研

究(本次研究的重点为区域
PE

'

大气环境容量与人口发展

规模的关系(

:

!

重庆市大学城区域规划概况

:;:

!

功能规划

重庆市大学城是重庆市高等教育基地和科研中心#是相

对独立的以高等教育与科研为主导#同时具有商务'办公'居

住'旅游'娱乐和休闲的多功能的综合城区(

表
)

!

重庆市大学城土地利用汇总表

序

号
用地性质

用地

代号

用地情况

用地面积

%

6;

'

占总规划用地

面积比例%
O

)

教育科研用地
1* B!*&'H !B&=?

'

居住用地
G H(H&"* '!&""

一类居住用地
G) '(!&'? ?&"!

二类居住用地
G' '"!&"( ))&'?

中'小学用地
G'' HB&== '&=!

!

公共设施用地
1 '"=&"? ))&"B

行政办公用地
1) =&** (&!*

商业金融业用地
1' )=*&)( B&)=

文化娱乐用地
1! H&=? (&'=

体育用地
1" !!&?! )&H=

医疗卫生用地
1H '"&() )&))

"

对外交通用地
J )?&'( (&B?

H

道路广场用地
P !(=&?B )"&'B

广场用地
P' '(&'! (&?"

停车场用地
P! ))&)! (&H'

*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S =&(H (&!!

=

绿地
Z '!'&** )(&=?

公园绿地
Z) )H)&)" =&()

防护绿地
Z! '?&'! )&!*

附属绿地
Z" H'&'? '&"!

总规划用地面积
')H*&(? )((

:;<

!

用地规划

大学城总占地面积规划为
')&H*(? ;̀

'

(根据规划区

功能定位与规模#大学城土地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形式$居住

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设

施用地和绿化用地#各类用地面积及比例详见表
)

(

:;=

!

人口规模

大学城规划学生人口
)*&"

万人#教职工及附属人口
!

万

人#一般城市人口
)H&*

万人#总计规划人口规模
!H

万(

<

!

大学城区域
0I

<

污染源调查及统计

大学城是相对独立的以高等教育与科研为主导#同时具

有商务'办公'居住'旅游'娱乐和休闲的多功能的综合城区(

大学城内严禁新建工业企业#因此不存在工业污染源#排放

的
PE

'

主要来源于入住的师生及居民生活用燃料燃烧废气

及交通汽车尾气(根据重庆市总体规划和重庆市西部新城

总体规划#大学城内城市居民生活用能源和第三产业能源均

采用天然气和电力供给(

<;:

!

燃气
0I

<

排放量

居民生活用气按
(&";

!

%人-

Q

计#学生生活用气按
(&

'H;

!

%人-

Q

计#公共设施用气按居民'学生生活用气总量的

'(O

计#则大学城建成后总用气量约
?&("

万
;

!

%

Q

(其中居

民生活用气为
!&""

万
;

!

%

Q

#学生生活用气为
"&)

万
;

!

%

Q

#

公共设施用气为
)&H

万
;

!

%

Q

(

天然气燃烧
PE

'

排污系数取
!&"'`

<

%

)(

"

;

!

&天然气为

!*HQ

%

/

连续供应#考虑到大学城人口流动性较强#假期效应

取值
(&BH

(由此估算大学城建成后#生活燃气耗量为
=&*B

万
;

!

%

Q

#

PE

'

排放量为
'*&""`

<

%

Q

!

?&=7

%

/

"(

<;<

!

交通尾气
0I

<

排放量

按照规划人口
!H

万人考虑#估算大学城平时对外交通

约为
)

万辆%
Q

车流量#节假日约为
)&"

万辆%
Q

车流量&同时

考虑区域生活必需品的货运#估算大学城货运车辆流量约

))*=

辆%
Q

(

区域燃油车辆及燃气车辆比例按
=\!

计#则区域交通油

耗量约
!!(?

万
I

%

/

!

'&"7

%

6

"#天然气耗量
)&"

万
;

!

%

/

(根

据3区域开发活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4中机动车辆污染

排放系数#大学城区域交通尾气污染物负荷估算详见表
'

(

表
'

!

大学城交通尾气
0I

'

污染负荷

污染物名称
燃油发动机

1KZ

发动机

排放系数!

`

<

-

7

^)

" 污染负荷%!

7

-

/

^)

" 排放系数!

`

<

-

7

^)

" 污染负荷%!

7

-

/

^)

"

合计!

7

%

/

"

PE

'

"&H= ))( (&)B ! ))!

=

!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及
0I

<

环境

质量现状

=;:

!

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府发)

)??=

*

"(

号文规定#大学城

所在地属二类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执行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4

!

Z_!(?H

/

)??*

"中二级标准(

=;<

!

区域
0I

<

环境质量现状

本次研究共收集大学城区域
"

个点位的大气环境质量

现状监测资料#监测点位置分别为
)

.

曾家场'

'

.

胡家沟'

!

.

杨家坝'

"

.

重庆大学(监测时间为
'((?

年
*

月
B

日
"

)"

日#连续监测
=

天#

PE'

每天连续采样
)B6

(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通过计算取值时间最大浓度值

占相应标准浓度限值的百分比和超标率#来分析其评价达标

=?)

第
!"

卷增刊
!!!!!!!!!!!!

董玉娇(重庆市大学城区域大气环境容量与人口发展规模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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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当取值时间最大浓度值占相应标准浓度限值的百分比

大于或等于
)((O

时#表明环境空气质量超标(计算公式)

'

*

如下

0

6

'

.

6

.

(6

R

)((O

(

式中$

0

6

为第
6

个污染物的监测最大浓度占相应标准浓度限

值的百分比#

O

&

.

6

为第
6

个污染物的监测最大浓度值#

;

<

%

;

!

&

.

(6

为第
6

个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

<

%

;

!

(

评价标准按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4!

Z_!(?H

/

)??*

"二级

标准执行(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见表
!

(

表
!

!

区域
0I

'

监测及评价结果 单位$

;

<

%

;

!

评价

因子

监测

点位

监测日均

值范围

评价标

准值

最大占

标率

最大超

标率

达标

情况

PE

'

)

.

"

(&((?H" (&)H *&!*O

% 达标

'

.

"

(&((="" (&)H "&?*O

% 达标

!

.

"

(&()' (&)H BO

% 达标

"

.

"

(&()!= (&)H ?&)!O

% 达标

从表
)

可知#

PE'

在各监测点最大浓度值占标率均小于

)((O

#满足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4!

Z_!(?H

/

)??*

"二级标准

要求(

>

!

区域
0I

<

环境容量估算

>;:

!

估算模式选取

根据重庆市大学城区域地形'地貌和气象特点#结合本

次研究的实际情况#本次研究区域
PE

'

大气环境容量选用

3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4!

Z_

%

J!B"(

/

?)

"推荐的
4

值法进行估算#控制区域分
.

个分区#每区面积

为
P

2

(计算公式为

_

+(

'

>

:

6

'

)

B

R

.

(6

*

.

! "

(

R

N

6

%

>

:

6

'

)

N

! "

6

(<

) *

H

#

_

+(6

'

B

R

.

(6

*

.

! "

(

R

N

6

%槡N(

式中$

_

+(

为总量控制区某种污染物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万

7

"&

_

+(6

为第
6

功能区某种污染物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万
7

"&

N

6

为第
6

功能区面积!

;̀

'

"&

:

为总量控制区中功能区总数&

.

(6

为国家和地方有关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所规定的与第
2

功

能区类别相应的年日平均浓度限值!

;

<

%

;

!

"&

.

(

为区域大气

环境质量年日平均浓度!

;

<

%

;

!

"&

B

为地理区域性总量控制

系数!

)(

"

;̀

'

%

/

"#可按!

Z_

%

J)!'(?

/

?)

"推荐值选取#本次

研究中取
'&B

(

>;<

!

区域气象条件

重庆市大学城所在区域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

春早秋迟#夏热冬暖&初夏有梅雨#盛夏多伏旱#秋季有绵雨#

冬季多云雾#霜雪甚少#无霜期长#日照少#风力小#湿度大(

年均气温
)=&"(]

#最高气温
")]

#最低气温
^)&B]

(盛

夏高温炎热#一般
B

月为最热月#日最高气温大于
!H]

(雾

日一般从上年的
)(

月至次年的
)

月出现#年均为
"*Q

(无霜

期年均为
!)?Q

(日照年均时数为
''"*&*6-

(风速年均
)&!

;

%

T

(相对湿度年均为
=?O

(年均降水量
))H)&=;;

#年最

大降水量
)*)H&B(;;

#年降低水量
B)!&?(;;

(

根据
'((?

年气象资料统计分析#全年平均温度为
)?&('

]

#年平均温度的月变化详见表
"

及图
)

&全年平均风速为

(&*;

%

T

#年平均风速的月变化详见表
H

及图
'

&季小时平均

风速的日变化详见表
*

及图
!

&年均风频的月变化详见表
=

&

年均风频的季变化及年均风频详见表
B

(

表
"

!

年平均温度的月变化

月份
)

月
'

月
!

月
"

月
H

月
*

月
=

月
B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温度%
] B&!' )!&!( )H&BB )?&(" '"&?" '"&*= '=&=H '*&=B ''&(" )?&== )"&=' )(&*(

表
H

!

年平均风速的月变化

月份
)

月
'

月
!

月
"

月
H

月
*

月
=

月
B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风速%!

;

-

T

^)

"

(&" (&H (&= (&= (&? (&= (&B (&H (&H (&= (&H (&H

图
:

!

年平均温度的月变化 图
<

!

年平均风速的月变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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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季小时平均风速的日变化 !

;

-

T

^)

"

小时!

6

"

) ' ! " H * = B ? )( )) )'

春季
(&") (&"B (&"! (&H* (&"' (&H' (&H" (&=' (&B) (&?! )&(B )&(*

夏季
(&H= (&"H (&"B (&H) (&"? (&H) (&H( (&HB (&*) (&=! (&B( (&?H

秋季
(&") (&!B (&") (&!= (&"" (&") (&!* (&!* (&"= (&H= (&=! (&="

冬季
(&!H (&!) (&'* (&!* (&'? (&)? (&'' (&'= (&!! (&!? (&H* (&*!

小时!

6

"

)! )" )H )* )= )B )? '( ') '' '! '"

春季
)&)! )&(B )&') )&'" )&)( (&?) (&B= (&=( (&H" (&"B (&H? (&"'

夏季
(&?" (&B" )&() (&?' (&B" (&B' (&** (&H= (&HH (&H" (&H! (&HH

秋季
(&=B (&B) (&B) (&=* (&=! (&** (&H! (&H( (&"? (&!= (&"? (&")

冬季
(&*B (&=B (&=? (&B! (&=" (&*( (&HH (&"B (&"* (&!" (&!* (&!H

图
=

!

季小时平均风速的日变化

表
=

!

年均风频的月变化

风向

K KK: K: :K: : :P: P: PP: P PPY PY YPY Y YKY KY KKY 1

风频%

O

一月
)*&?" !&(? '&(' !&'! !&(? "&=( '&*? "&!( H&H) "&B" )&BB (&B) )&') '&(' "&"" !&*! !H&*'

二月
)H&"B !&)! '&B! '&*B '&?B !&B= '&B! !&)! "&(' "&"* '&'! )&*" )&)? H&*H H&') )&"? !=&'(

三月
)=&"= "&(! '&"' '&(' '&"' "&=( "&=( '&"' ?&*B H&!B )&BB )&=H '&*? H&=B *&)B '&*? '!&=?

四月
)*&H! !&(* !&"= '&!* H&)" "&=' "&B* !&*) H&H* H&)" )&H! )&*= '&?' H&'B =&(B '&*" '"&""

五月
'!&)' *&H? *&"H *&BH H&'" )&BB '&)H !&?( B&*( "&(! !&'! )&(B H&'" !&!* "&H= H&!B B&!!

六月
'=&!* !&B? "&)= H&)" "&"" )&!? )&'H )&?" ?&"" *&!? "&"" !&*) H&*? '&=B '&=B *&*= B&*)

七月
'H&(( "&)= =&'* =&)' "&)= )&BB '&(' '&HH B&*( B&!! '&?* '&B' "&"" !&"? '&B' "&=( =&**

八月
'"&*( "&?= !&'! '&)H "&!( ))&'?'(&"! H&?) !&?( !&'! (&H" (&H" (&H" !&!* !&'! "&!( !&"?

九月
'"&"" !&=H !&!! )&*= '&'' '&'' *&*= "&(! "&HB '&=B )&)) )&)) '&'' *&H! )(&(( !&B? )?&""

十月
)?&*' "&=( '&'B '&'B '&HH H&'" "&H= !&'! H&)) *&BH !&!* )&*) '&*? "&(! ?&B) !&=* )B&'B

十一月
)B&*) =&=B !&(* )&?" '&!* !&"= "&!) )&H! )&*= !&"= (&?= '&(B )&'H H&(( )(&*? H&"' '*&!?

十二月
)*&?" "&?= !&*! '&?* )&"B !&=* "&?= !&=* "&)= !&'! )&"B (&B) '&*? "&"" ?&") !&=* '=&HH

表
B

!

年均风频的季变化及年均风频

风向

K KK: K: :K: : :P: P: PP: P PPY PY YPY Y YKY KY KKY 1

风频%

O

春季
)?&(= "&H= "&)' !&=* "&'* !&=* !&B? !&!) =&?= "&BH '&'' )&"? !&*' "&B( H&?! !&HB )B&B(

夏季
'H&*! "&!H "&B? "&B( "&!( "&B? =&?= !&"? =&'? H&?B '&*! '&!) !&H! !&'' '&?" H&') *&H=

秋季
'(&BB H&"( '&BB )&?= '&!B !&** H&)= '&?! !&B( "&"( )&B! )&*( '&(* H&)= )(&)* "&!H ')&!"

冬季
)*&"B !&=H '&B' '&?* '&H( "&)' !&H' !&=H "&HB "&)= )&BH )&(* )&=) !&?B *&!? !&() !!&!!

全年
'(&H" "&H' !&*? !&!B !&!= "&)) H&)H !&!= H&?' "&BH '&)! )&*' '&=" "&'? *&!H "&(" )?&?!

?;=

!

区域
0I

<

大气环境容量估算结果

采用
4

值法估算的本次研究的大学城区域范围
PE

'

大

气环境容量详见表
?

#其中区域背景值采用现状监测资料中

最大值#即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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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大学城区域
0I

'

大气环境容量估算结果

功能区名称 面积
P

2

%

;̀

'

4[)(

^"

%!

;̀

'

-

/

^)

"

区域背景值

1

(

%!

;

<

-

;

^!

"

标准限值

1

2̀

!

;

<

-

;

^!

"

PE

'

大气环境容量

[)(

"

%!

7

-

/

^)

"

重庆市大学城
')&H*(? '&B (&()!= (&(* *()?&=

L

!

结
!

论

根据估算结果可见#大学城建成后区域
PE

'

排放总量为

)''&=7

%

/

#小于区域环境容量#说明重庆市大学城区域布局及

人口规模等现有规划较合理#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可满足规定

的二类功能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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