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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格尔盆地南缘不同生态功能区
夏季空气负离子浓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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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疆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绿洲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新疆 乌鲁木齐市８３００４６）

摘　要：［目的］对准格尔盆地南缘不同生态功能区夏季空气负 离 子 浓 度 进 行 监 测 和 分 析，为 不 同 地 区 空

气质量评价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分别就不同生态功能区（水 体、林 区、停 车 场、聚 集 区）进 行 空 气 负 离 子

浓度监测及评价，通过ＡＩＣ－１０００型空气离子测 量 仪 进 行 数 据 采 集 并 运 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 件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结果］（１）不同区域生态功能区空气负离子浓度变化由高到低依次为：精河＞天池＞哈密＞巴尔鲁克，且

精河、天池与哈密、巴尔鲁克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２）不同生态功能区中水体和林区空气负离子浓度

含量较高，且空气负离子浓度随时间的变化出现早、晚较高，中午较低的动态变化趋势；（３）空气质量等级

指标：天池（Ａ级，１．２８±０．４２ｉｎｄ／ｃｍ３）＞精河（Ａ级，１．１６±０．０８ｉｎｄ／ｃｍ３）＞哈密（Ｄ级，０．３３±０．１４ｉｎｄ／

ｃｍ３）＞巴尔鲁克（Ｄ级，０．３２±０．０３ｉｎｄ／ｃｍ３）；（４）不 同 天 气 状 况 对 空 气 负 离 子 浓 度 影 响 较 大，主 要 表 现

为：雨天（６９９ｉｎｄ／ｃｍ３）＞沙尘（５０７ｉｎｄ／ｃｍ３）＞晴天（４２８ｉｎｄ／ｃｍ３）＞阴天（３９５ｉｎｄ／ｃｍ３）。［结论］不同生态

功能区空气质量变化 与 空 气 负 离 子 浓 度 变 化 基 本 一 致，空 气 质 量 沿 准 格 尔 盆 地 南 缘 由 东 到 西 呈 现 劣—
优—劣的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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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及给人们健康带来的

诸多问题，环境质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由

于空气负离子对人体具有保健和镇静等功效及一些

除尘、杀菌、净化空气等作用，是研究空气质量等级中

重要的因素［１－４］。而衡量空气负离子 浓 度 的 标 准，世

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将空气负离子浓度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
ｉｎｄ／ｃｍ３ 定为清洁标准，国内学者大量的研究发现空

气负离子浓度达到１　０００ｉｎｄ／ｃｍ３ 为清洁，城镇居民

区应达到２５０ｉｎｄ／ｃｍ３ 才 符 合 最 低 健 康 标 准［５］。关

于空气负离子浓度的研究国内外也有很多工作，国内

主要运用空气负离子去监测环境质量及空气负离子

影响因子的相关研究。如对山区不同庭院林空气负

离子监 测 及 其 与 小 气 候 因 子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系 的 研

究［６］，及对不同生态功能区空气负离子浓度研究进而

评价不同类 型 城 市 的 空 气 质 量［７－１０］。国 外 研 究 空 气

负离子主要用于生物机体的一些生物学效应的研究

和临床医学等方面［１１－１５］。新疆自治区位于我国的西

北地区，而准格尔盆地南缘则是新疆主要的经济和文

化中心，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其空气质量的合格与

否将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及城市生态的稳定

和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主要对准格尔盆地南缘的巴

尔鲁克山、精河、天池和哈密４个区域进行空气负离

子浓度监测，比较和评价各区域生态功能区空气离子

浓度和空气质量等级，为干旱区盆地边缘绿洲空气质

量评价、生 态 环 境 改 善 和 城 市 经 济 旅 游 建 设 提 供

依据。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主要沿准格尔盆地南缘天山山脉条带由西向东

分别 就 精 河（８２°５４′１１″Ｅ，４４°４１′０６″Ｎ）、巴 尔 鲁 克

（８２°３１′０１″Ｅ，４５°５３′０９″Ｎ）；天池（８８°０７′０１″Ｅ，４３°５３′１０″Ｎ）；
哈密（９３°４０′１３″Ｅ，４３°２０′２２″Ｎ）等地区 进 行 调 查。天

池为国家级旅游景区，而巴尔鲁克为天然的林场人为

活动较少，精河和哈密分别位于天山的东西部的人类

居住区。以上４个研究区有天然林场、旅游景区及人

类居住区基本属于新疆地区主要的绿洲类型，对分析

准格尔盆地南缘空气质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１．２　研究方法

从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０日至９月１０日，每天分别在

１０：００，１４：００，２０：００这３时 段 对 精 河、巴 尔 鲁 克、天

池、哈密监测地区的水体、停车场、聚集区、林区（巴尔

鲁克山观测点属于山地森林无停车场）不同的下垫面

类型（表１）分别进行空气正、负离子浓度１个月的连

续监测，使用测量精度为±１０％的 ＡＩＣ－１０００型空气

离子测量仪进行测定，每监测点重复读值３次的均值

为该点的最终测量值并统计记录。

表１　不同研究区下垫面类型

生态功能区

区 域 局 部
下垫面类型

水 体 灌 渠

精 河
停车场 水泥地

聚集区 草地、水泥地

林 区 草地、灌草地、乔灌地

水 体 自然河道

巴尔鲁克 聚集区 草地、水泥地

林 区 草地、灌草地、乔灌地

水 体 自然湖泊

天 池
停车场 水泥地

聚集区 草地、水泥地

林 区 草地、灌草地、乔灌地

水 体 河 道

哈 密
停车场 裸地、水泥地

聚集区 裸地、水泥地

林 区 草地、灌草地、乔灌地

在空气离子浓度评价方法上主要运用空气正、负
离子之比计算空气离子评价系数，从而对空气质量等

级进行评价，主要计算公式为：

ｑ＝ｎ＋／ｎ－ （１）

ＣＩ＝１ｑ
（ｎ－／１　０００） （２）

式中：ｑ———单 极 系 数；ｎ＋，ｎ－———正、负 离 子 浓 度

（ｉｎｄ／ｃｍ３）；ＣＩ———空气离子评价系数；空气质量等级

标准主要采用国际广泛认可的空气质量标准（表２）。
监测到的数据主要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并进行最小显著性检验，从而比较分

析不同生态区的差异及规律。

表２　空气质量等级标准

ＣＩ值／（ｉｎｄ·ｃｍ－３） 空气质量 等级

＞１．０ 最清洁 Ａ
１．０～０．７ 清洁 Ｂ
０．６９～０．５０ 中等清洁 Ｃ
０．４９～０．３０ 允许值 Ｄ
＜０．２９ 临界值 Ｅ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准格尔盆地南缘不同生态功能区空气离子浓度

差异及日动态变化

由图１中４个区域生态功能区空气离子浓度平

均值分析，空气负离子浓度变化范围为：４１３～１　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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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ｃｍ３，变化规 律 为：精 河＞天 池＞哈 密＞巴 尔 鲁

克。精河、天池与哈密、巴尔鲁克之间差异显著（ｐ＝
０．０００＜０．０５），哈 密 和 巴 尔 鲁 克 之 间 差 异 不 显 著（ｐ
＞０．０５），且对４区域空气负离子浓度进行多项式线

性分析发现空气负离子浓度峰值出现在天山山脉中

段；而４个 区 域 的 正 离 子 浓 度 变 化 范 围 为：４５５～
１　０２５ｉｎｄ／ｃｍ３，变化规律为：精河＞哈密＞天池＞巴

尔鲁克，与负离子浓度变化规律基本一致。整体分析

来看，精河、天池空气离子浓度含量较高，而哈密、巴

尔鲁克则较低。

图１　不同生态功能区空气离子浓度差异

从表３分析了各区域空气离子浓度分别在水体、
停车场、聚集区、林区等生态功能区的分布和 差 异 情

况。精河空气负离子浓度变化为：水体（１　１２３ｉｎｄ／ｃｍ３）

＞林区（１　１１３ｉｎｄ／ｃｍ３）＞停车场（１　１０３ｉｎｄ／ｃｍ３）＞聚

集区（９９７ｉｎｄ／ｃｍ３）。从方差分析结果来看，同一功能

区不同时间水体１０：００的空气负离子 浓 度 与１４：００
和２０：００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而１４：００和２０：００的

空气负离子 浓 度 差 异 不 显 著（ｐ＞０．０５）。同 样 的 规

律也存在于停车场和聚集区。而林区的２０：００的空

气负离子浓度低于１０：００和１４：００，且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同一时间不同功能区１０：００时４个功能区空

气负离子浓度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１４：００时 林 区

的空气负离 子 浓 度 显 著 高 于 水 体、停 车 场 和 聚 集 区

（ｐ＜０．０５），其 他３个 功 能 区 之 间 差 异 不 显 著。

２０：００时水体和 聚 集 区 空 气 负 离 子 浓 度 差 异 显 著（ｐ
＜０．０５）。空气正离子浓度规律和负离子浓度规律基

本一致，只是正离子浓度在聚集区的１０：００和１４：００，

２０：００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巴尔鲁克空气负离子浓

度变化为：水体（４５２ｉｎｄ／ｃｍ３）＞林区（４２３ｉｎｄ／ｃｍ３）

＞聚集区（３６４ｉｎｄ／ｃｍ３）。同 一 功 能 区 不 同 时 间：水

体在１０：００，１４：００和２０：００间空气负离子浓度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林区在１０：００时空气负离子浓度显

著高于１４：００和２０：００时空气负离子浓度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１４：００和２０：００之 间 空 气 负 离 子 浓 度 差

异不显著（ｐ＝０．２８７＞０．０５），聚 集 区 在１０：００时 空

气负离子显著高于１４：００和２０：００时空气负离子浓

度（ｐ＜０．０５），１４：００和２０：００之 间 空 气 负 离 子 浓 度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天 池 空 气 负 离 子 浓 度 变 化

依次为：水体（９４７ｉｎｄ／ｃｍ３）＞林区（７７１ｉｎｄ／ｃｍ３）＞
停车场（７１９ｉｎｄ／ｃｍ３）＞聚集区（５８４ｉｎｄ／ｃｍ３）。同一

功能区不同时间，水体在３个时段的空气负离子浓度

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停车场２０：００时的浓度显

著低于１０：００和１４：００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聚集

区和林区在１０：００的空气负离子浓度显著高于１４：００
和２０：００时的浓度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同一时间

不同功能区１０：００时停车场和聚集区之间空气负离

子浓度差异不 显 著，其 他 功 能 区 之 间 差 异 显 著（ｐ＜
０．０５），１４：００时停车场的空气负离子浓度显著高 于

水体、林区和聚集区（ｐ＜０．０５）。２０：００时 水 体 和 聚

集区空气负 离 子 浓 度 差 异 显 著（ｐ＜０．０５）。哈 密 空

气负离 子 浓 度 变 化 为：林 区（６５０ｉｎｄ／ｃｍ３）＞水 体

（４０３ｉｎｄ／ｃｍ３）＞聚集区（３９３ｉｎｄ／ｃｍ３）＞停车场（３８７
ｉｎｄ／ｃｍ３）。同一功能区不同时间，林区在１４：００的空

气负离子浓度显著低于１０：００和２０：００时的浓度（ｐ
＜０．０５）。水体在１４：００的空气负离子浓度显著高于

１０：００和２０：００的空气 负 离 子 浓 度（ｐ＜０．０５），停 车

场和聚集区也存在相同的规律。同一时间不同功能

区：１０：００和２０：００时林区的空气负离子浓度高于其

他３个功能区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其他功能区之

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１４：００时停 车 场 的 空 气 负

离子浓 度 分 别 与 水 体 和 林 区 存 在 显 著 差 异（ｐ＜
０．０５），聚集区也分别与水体和林区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总体分析得出不同生态功能区中水体和林

区空气负离子浓度含量较高，其他次之。空气负离子

浓度随时间的变化出现早、晚较高中午较低的动态变

化趋势。

２．２　不同生态功能区空气质量等级评议系数

从表４可以得出，与空气负离子浓度变化规律基

本一致，在区域生态功能区ＣＩ值较高的是精河和天

池，较低的是哈密和巴尔鲁克，对其ＣＩ值均值化排序

为：天池（１．２８±０．４２）＞精 河（１．１６±０．０８）＞哈 密

（０．３３±０．１４）＞巴尔鲁克（０．３２±０．０３）。天池的水

体、林区、停车场ＣＩ值处于最清洁 范 畴，属 于 Ａ级，
聚集区ＣＩ值处于清洁范畴，属于Ｂ级；精河的水体、
停车场、聚集区、林区ＣＩ值都处于最清洁范畴，属于

Ａ级；哈密的林区ＣＩ值处于允许范畴，属于Ｄ级，而

水体、停车场、聚集区ＣＩ值都处于临界值以下，属于

Ｅ级；巴尔鲁克的林区和聚集区ＣＩ值处于允许范畴，
属于Ｄ级，而水体ＣＩ值在临界值以下，属于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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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生态功能区相互之间差异分析ｐ值

地区 时间
水体

负离子 正离子

停车场

负离子 正离子

聚集区

负离子 正离子

林区

负离子 正离子

１０：００　 ０．４８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４９　 ０．３８　 ０．３３　 ０．５７　 ０．３８
精河 １４：００　 ０．３７　 ０．３０　 ０．１９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２４　 ０．３１　 ０．３３

２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２７　 ０．３２　 ０．４９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５５　 ０．４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３５　 ０．２４　 ０．３３　 ０．１５　 ０．２６　 ０．３２　 ０．２５
哈密 １４：００　 ０．２７　 ０．３２　 ０．１６　 ０．３３　 ０．１６　 ０．３８　 ０．１５　 ０．２１

２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２５　 ０．１８　 ０．２６　 ０．１５　 ０．２６　 ０．１７　 ０．１３

１０：００　 ０．６５　 ０．１３　 ０．２８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５１　 ０．４９
天池 １４：００　 ０．２３　 ０．１１　 ０．３１　 ０．１２　 ０．２１　 ０．１５　 ０．１８　 ０．０９

２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１８　 ０．０９　 ０．１３　 ０．０８

１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５ — —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２
巴尔鲁克 １４：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７ — —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２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６ — —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４　不同生态功能区空气质量评价

区域 局部
空气离子评价系数ＣＩ值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极小值极大值
等级

水体 １．２５　 ０．１４　 ０．０８　 １．１２　 １．３９ Ａ

精河
停车场 １．０８　 ０．１７　 ０．１０　 ０．９７　 １．２８ Ａ
聚集区 １．１５　 ０．１０　 ０．０６　 １．０４　 １．２１ Ａ
林区 １．１４　 ０．２２　 ０．１３　 ０．８９　 １．２８ Ａ

水体 ０．２１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４３ Ｅ

哈密
停车场 ０．１８　 ０．１３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３３ Ｅ
聚集区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３１ Ｅ
林区 ０．７４　 ０．２１　 ０．１２　 ０．５４　 ０．９６ Ｂ

水体 １．８８　 ２．１０　 １．２１　 ０．４２　 ４．２９ Ａ

天池
停车场 １．００　 ０．３０　 ０．１７　 ０．６６　 １．２１ Ａ
聚集区 ０．８３　 ０．３２　 ０．１９　 ０．５２　 １．１６ Ｂ
林区 １．３９　 ０．９６　 ０．５５　 ０．８２　 ２．５０ Ａ

水体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３１ Ｅ
巴尔鲁克 聚集区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３６ Ｄ

林区 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３３ Ｄ

　　由表５可以得出，哈密空气质量达到Ｂ级的天数

占总天数的６％，达到Ｄ级和Ｅ级天数分别占总天数

的３１％和６３％，空气质量没有达到Ａ级和Ｃ级的天

数；天池空气质量达到Ａ级的天数占总天数的６３％，

达到Ｂ级和Ｃ级天数分别占总天数的３１％和６％，空
气质量没有达到Ｄ级和Ｅ级的天数；精 河 空 气 质 量

达到Ａ级的天数占总天数的６９％，达到Ｂ级和Ｃ级

天数分别占总天数的２５％和６％，空气质量没有达到

Ｄ级和Ｅ级的天数；巴尔鲁克空气质量达到Ｄ级和Ｅ
级的天数分别 占 总 天 数 的８１％和１９％，空 气 质 量 没

有达到Ａ级、Ｂ级 和Ｃ级 的 天 数。总 的 体 现 出 沿 准

格尔盆地南缘天山山脉由东到西Ａ级空气质量先增

加后减少的趋势。

２．３　空气负离子浓度在不同天气状况下的响应

通过整理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０日至９月１０日哈密地

区同 步 监 测 的 天 气 状 况（雨 天、沙 尘、晴 天、阴 天）数

据，对哈密地区不同天气状况下空气离子浓度在不同

生态功能区进行比较（图２）。

由图２可以看出，雨天共４ｄ占 总 天 数 的１３％，

沙尘天气共４ｄ占 总 天 数 的１３％，晴 天 共１７ｄ占 总

天数的５３％，阴 天 共７天 占 总 天 数 的２２％。对 表３
中出 现 相 应 天 气 状 况 的 天 数 的ＣＩ值 进 行 均 值 化 得

出：雨天（０．８７）＞沙 尘（０．８６）＞晴 天（０．７９）＞阴 天

（０．７６），同时不同生态功能区空气负离子浓度也基本

服从这样的规律，尤其水体的空气负离子浓度在不同

天气状况下出现较为明显的递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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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３年研究区各区域ＣＩ值及评价等级

日期
哈密

ＣＩ值 等级

天池

ＣＩ值 等级

精河

ＣＩ值 等级

巴尔鲁克

ＣＩ值 等级

０８１０　 ０．１３ Ｅ １．９３ Ａ ０．６７ Ｃ ０．４２ Ｄ
０８１１　 ０．２９ Ｅ １．７５ Ａ １．１４ Ａ ０．３４ Ｄ
８１２　 ０．７８ Ｂ １．４５ Ａ ０．９９ Ｂ ０．３１ Ｄ
０８１３　 ０．１３ Ｅ ０．９１ Ｂ １．６８ Ａ ０．２９ Ｅ
０８１４　 ０．１４ Ｅ ２．０５ Ａ １．１０ Ａ ０．３３ Ｄ
０８１５　 ０．２４ Ｅ １．４４ Ａ １．３６ Ａ ０．３２ Ｄ
０８１６　 ０．２３ Ｅ ０．７９ Ｂ ０．９１ Ｂ ０．３４ Ｄ
０８１７　 ０．２４ Ｅ ０．５３ Ｃ １．２４ Ａ ０．３１ Ｄ
０８１８　 ０．１４ Ｅ ０．５６ Ｃ １．３６ Ａ ０．２９ Ｅ
０８１９　 ０．３１ Ｄ ２．２３ Ａ １．２４ Ａ ０．３３ Ｄ
０８２０　 ０．３６ Ｄ ２．３０ Ａ ０．８０ Ｂ ０．３２ Ｄ
０８２１　 ０．４０ Ｄ １．５４ Ａ １．０９ Ａ ０．３０ Ｄ
０８２２　 ０．３９ Ｄ １．５６ Ａ １．３２ Ａ ０．２６ Ｅ
０８２３　 ０．４２ Ｄ １．２４ Ａ １．４０ Ａ ０．３５ Ｄ
０８２４　 ０．２５ Ｅ ０．９４ Ｂ ０．９７ Ｂ ０．３８ Ｄ
０８２５　 ０．２８ Ｅ １．２７ Ａ １．０９ Ａ ０．３７ Ｄ
０８２６　 ０．２５ Ｅ １．４４ Ａ １．０７ Ａ ０．３４ Ｄ
０８２７　 ０．３１ Ｄ ０．９４ Ｂ １．０９ Ａ ０．３４ Ｄ
０８２８　 ０．４３ Ｄ １．２１ Ａ ０．９７ Ｂ ０．３６ Ｄ
０８２９　 ０．２９ Ｅ ０．８５ Ｂ １．４５ Ａ ０．４２ Ｄ
０８３０　 ０．３６ Ｄ ０．８２ Ｂ １．１６ Ａ ０．３４ Ｄ
０８３１　 ０．８７ Ｂ １．７９ Ａ １．３４ Ａ ０．３１ Ｄ
０９０１　 ０．１８ Ｅ １．５３ Ａ １．４２ Ａ ０．２９ Ｅ
０９０２　 ０．１６ Ｅ １．０８ Ａ １．７５ Ａ ０．３３ Ｄ
０９０３　 ０．２０ Ｅ ０．８８ Ｂ １．６１ Ａ ０．３２ Ｄ
０９０４　 ０．１６ Ｅ ０．８５ Ｂ ０．８８ Ｂ ０．３０ Ｄ
０９０５　 ０．２３ Ｅ ０．９３ Ｂ １．３４ Ａ ０．２６ Ｅ
０９０６　 ０．２９ Ｅ １．２２ Ａ ０．６４ Ｃ ０．３５ Ｄ
０９０７　 ０．３５ Ｄ ０．９４ Ｂ ０．７７ Ｂ ０．３８ Ｄ
０９０８　 ０．２５ Ｅ １．１２ Ａ １．２３ Ａ ０．３４ Ｄ
０９０９　 ０．３６ Ｄ １．３８ Ａ １．０３ Ａ ０．３１ Ｄ
０９１０　 ０．１９ Ｅ １．０４ Ａ ０．８３ Ｂ ０．２９ Ｅ

图２　不同天气状况下空气负离子浓度变化

３　讨 论

本研究空气 负 离 子 浓 度 日 动 态 变 化 在 早１０：００
和晚２０：００出现峰值，且与中午１４：００的空气负离子

浓度差 异 显 著，而 国 内 相 关 研 究 分 别 得 出 在３：００—

４：００，１５：００—１６：００和９：００—１０：００，１３：００—１４：００

处空气负离子 浓 度 最 大［１６－１７］。但 本 研 究 结 论 与 吴 楚

材等［１８］的研究结果相符。由于空气负离子浓度在时

间上的变化规律及其峰值出现的具体 时 间 直 至 今 日

尚无 定 论［１９］，所 以 出 现 以 上 结 论 差 异 的 主 要 原 因 可

能与研究区域不同和不同的 立 地 类 型 有 关。在 空 气

负离子浓度的空间变化方面，基本上沿准格尔盆地南

缘天山山脉一带由东到西呈现先增后 减 的 一 个 正 态

分布特征，由于所选的研究区空气离子浓度空间变化

的相关研究及结论较为少见，所以此结论可为后续新

疆天山地区空气离子浓度研究提供参考。

不同区域空气负离子浓度变化由高到低依次为：
精河＞天池＞哈密＞巴尔鲁克，且精河、天池与哈密、
巴尔鲁克两两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造成这一规

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与地理位置有关，精河位于新疆

西部较位于东部的哈密风沙较少；而巴尔鲁克位于天

山和阿尔泰山交汇处，地形复杂，植被郁闭度较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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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造成其空气负离子浓度较低的原因。
天气状况对空气负 离 子 浓 度 具 有 重 要 的 影 响 作

用，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生态功能区空气负离子浓度

变化依次为：雨天＞沙尘＞晴 天＞阴 天，且 雨 天 空 气

负离 子 浓 度 比 阴 天 高 近７７％，这 一 结 论 与 张 毓 涛

等［１２］在新疆地区 的 研 究 结 论（雨 天＞晴 天＞阴 天＞
沙尘、浮尘）基本一致，而在沙尘天气出现差异可能与

研究区及下垫面类型的不同有关。
在空气负 离 子 浓 度 的 相 关 影 响 因 子 方 面，如 雨

量、风速、温度、相对湿 度、植 被 类 型 等 都 会 对 空 气 负

离子浓度产生影响，在热带雨林空气负离子浓度变化

量与降雨强度发生变化时的雨量变化 量 呈 显 著 正 相

关［２０］。但由于研究区环境的复杂性及一些监测仪器

的不规范，目前空气负离子与气象因子的相关性很难

得出统一定论［１８］。空气负离子与影响因子之间的相

关关系及作用机理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４　结 论

（１）不同 区 域 生 态 功 能 区 空 气 负 离 子 浓 度 变 化

依次为：精河＞天池＞哈密＞巴尔鲁克，且精河、天池

与哈密、巴尔鲁克两两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２）不同 生 态 功 能 区 中 水 体 和 林 区 空 气 负 离 子

浓度含量较高，而停车场和聚 集 区 含 量 较 低，且 空 气

负离子浓度随时间的变化出现早、晚较高中午较低的

动态变化趋势。
（３）空气质量等级：天池（Ａ级，１．２８±０．４２ｉｎｄ／

ｃｍ３）＞精河（Ａ级，１．１６±０．０８ｉｎｄ／ｃｍ３）＞哈密（Ｄ级，

０．３３±０．１４ｉｎｄ／ｃｍ３）＞巴 尔 鲁 克（Ｄ级，０．３２±０．０３
ｉｎｄ／ｃｍ３）；

（４）不同 生 态 功 能 区 空 气 质 量 变 化 与 空 气 负 离

子浓度变化基本一致，空气质量沿准格尔盆地南缘由

东到西呈现劣—优—劣的分布规律；
（５）不同天气状况对空气负离子浓度影响较大，

依次表现为：雨天（６９９ｉｎｄ／ｃｍ３）＞沙尘（５０７ｉｎｄ／ｃｍ３）

＞晴天（４２８ｉｎｄ／ｃｍ３）＞阴天（３９５ｉｎｄ／ｃ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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