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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
,

环境污染 问

题 已被越来越多 的有识之士所重视
,

近期经常

有人提及臭 氧层遭到破坏 后给 人类带来 的影

响 那么臭氧层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它对我们

的环境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这些影

响 本文作者力 图通过所掌握 的有关资料
,

对

臭氧层在地球表面的分布情况及它对光的吸收

作用等有关内容进行必要 的论述

大气的结构与组成

利用大气层垂直温度分布的特征
,

我们将

整个大气层分 为 层
,

即对流层
、

同温 层
、

中

间层
、

热电离层 各层范围及温度变化规律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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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气层内温度变化规律

对流层的厚度虽然只有
,

但却集 中

大气层中 的大气质量及 以上 的水汽

该层 内温度 随高度增加而下降
,

其下降速度为

℃ 这是 对人类 活动影 响最大 的一层

天气变化过程也主要发生在此层 对流层 内存

在着强烈的垂直运动 上下空气之间的质量和

热量交换很频繁
, “

对流层
”

故此得名

同温层的厚度与对流层大体相 当 该层 内

温度基本恒定
,

这是它的主要特征 该特征是

由于它下面的对流层温度随高度减少同时位于

它上面 的中间层温度则 随高度增加而 导致 的
,

因此
,

可以说它是对流层与 中间层的一个过渡

层 该层 内水汽稀少
,

气流稳定
,

臭氧及气溶胶

较丰富 大型客机一般在此高度内飞行

中间层一般认为在 一 的高度 内

该层 内大气质量 已很稀少
,

水汽几乎全无
,

但臭

氧的最丰富的高度通常在该层下部 该层 内温

度特征为先升后降
,

该层 内光化学反应强烈
,

且

可形成独具特色的
“

夜光云
”

在热电离层
,

空气含量仅 占大气总质量的

十万分之 一
,

该层 内温度一般随高度增加 该

层 内空气在强烈的太阳紫外辐射和宇宙射线的

作用下形成 电离状态
,

所以被称为电离层

大气是 由多种气体分子和悬浮微粒组成的

混合体 其中包括氮气
、

氧气
、

臭氧
、

二氧化碳
、

氢
、

甲烷
、

一氧化碳及微粒等

在大气这种混合体中
,

二氧化碳
、

甲烷
、

一

氧化碳 的混合 比的相对组分从海平面至

高度几乎不变
,

因此称其为不变组分 而水汽
、

臭氧及微粒等则与前者刚好相反
,

其组分随高

度明显变化 其中
,

水汽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少
,

但到 了 巧 高时基本不再减少 臭氧则是在

一 处浓度最大 而微粒也称为气溶胶
,

除在地面附近较集 中外
,

在 一 范围内也

较丰富

臭氧层的形成与分布情况

臭氧对人类和地球环境既有益又有害
,

这

取决于它在大气层 中存在 的位置 接近地球

时
,

臭氧和其他氧化剂一起
,

损害人类的健康
,

破坏花草树木 位于 一巧 高度时
,

臭氧层

起着温室气体作用 而中间层的臭氧却起着有

益作用
,

它
“

过滤
”

有害的紫外线辐射
,

环绕地球

形成一个
“

防护罩
”

大气 中臭氧的形成过程为 氧分子吸收太

阳辐射 中波长短于 协 的光子
,

从而离解为

氧原子
,

氧原子和氧分子在其他分子参与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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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分子等 形成臭氧 我们称这一过程为光化

学反应 在臭氧产生的同时
,

臭氧吸收了波长

短于 林 的辐射能量后又 会发生臭氧的离

解
,

即臭氧吸收一个光子后离解成一个氧原子

和一个氧分子 由于离解臭氧所需能量很小
,

因此臭氧在阳光下是不稳定的

臭氧的形成和离解在同一空 间
、

同一时间

内进行 一方面在形成另一方面又在离解
,

由

此就决定了臭氧层 内浓度分布及臭氧层 内温度

分布 臭氧在大气中的分布与高度
、

季节
、

经纬

度等因素有关 图 是本文作者利用国内一些

技术手册中所给出的数据画出的臭氧密度随高

度的分布图

转动能级结构
,

故可 以 同人射辐射相祸合而产

生吸收 在整个光谱区 内吸收的详细情况见

表

表 臭氧吸收太阳辐射的吸收谱线表

紫外 区 可见光区 红外区

卜 件 卜

强吸收线 弱吸收线

一 一 刀

一 石 万

臭氧随高度分布情况

从图中可看出
,

在中纬度的夏季
,

臭氧密度

最大的高度为
,

其值约为
一 ’ ,

大于这一高度
,

由于氧分子数量太少
,

形成臭氧

的成功率 比较低 小于这一高度
,

由于能够分解

氧分子的射线已被大量吸收
,

只有少量氧原子
,

臭氧形成率也不高

臭氧层对太阳辐射的作用

广 阔 的光 谱 区 中实 用 意 义 比较大 的是

一 卜 的紫外 区 至红外 区 当太阳辐射通

过大气层时
,

组成大气的各种成分对它具有一

定的吸收作用
,

吸收的强弱与波长有较大的依

赖关系 大气中一些分子对辐射的吸收具有选

择性
,

如 在
, ,

等处吸收较强 水

汽除在中红外远红外处吸收强烈外
,

还在
,

, , , ,

林 等 处 有 较 强 吸 收
、在

, , ,

在
·

,

凡 在

林
,

气溶胶在 一 协 及大于 卜 等处均

有较强 吸收 而本文所讨论 的 及 同位素由

于具有永久 电偶极矩
,

因而存在振动一转动及纯

在臭氧的这些吸收带 线 中与人类关系最

大的 当属对紫外线的吸收了
,

其 中最强 的吸收

带是位于波长小于 协 的哈脱莱带

臭氧吸收紫外线过程如下
。 紫外线一
一

热能

臭氧在吸收紫外线后将其转化成热能
,

这就是

前面所述的中间层 一 处有一温度最高

点的缘故

人类活动对臭氧层的影响

人类活动会造成对臭氧层的影响 其中对

臭氧层影响最大的应属氮氧化物和氟氯烷等

前者主要是超音速飞机飞行时排放的 及农

业肥料中所排放的 , 后者则主要来源于 电

冰箱等冷冻设备所释放的氟里昂

氮氧化合物主要包括
,

和 凡
·

当

与臭氧作用时会产生二氧化氮分子
,

二氧化

氮又和氧原子作用生成一氧化氮及氧分子 氟

里 昂一 。 和氟里 昂一 在光化

学反应中首先离解出氯原子
,

氯原子与臭氧作用

的结果会生成氧原子及氧化氯
,

氧化氯又会与氧

原子生成氯原子及氧分子 由此可见
,

一氧化氮

及氯原子在臭氧分解中起了催化剂作用

大气中臭氧的减少会给人类带来生物学和

气候学两方面的严重后果 前者会导致皮肤癌

及 白内障等发病率的增加
,

后者则会使中间层

和 同温层变冷同时地表变热 正是基于上述原

因
,

人们 目前正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减少氮氧化

物和氟里昂等进人大气 制造
“

无氟
”

冰箱就是

大家所熟知的措施之一

︵飞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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