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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聖保羅的交通排放、長程傳輸以及新顆粒生成

對於雲凝結核活化性質的影響 

摘要 

    大氣氣膠是雲凝結核的主要來源，因此氣膠的微物理和化學性質會影響雲的

發展和降雨過程。本篇研究是在南美洲巴西聖保羅完成，利用雲凝結核的活化參

數，如活化率和活化直徑來呈現交通排放、長程傳輸對雲凝結核的影響。觀測時

間是在2014年的8月到9月，實驗期間有觀測雲凝結核的濃度、顆粒數量濃度、顆

粒大小分布，以及利用分徑採樣搭配 EDX 來分析顆粒的成分，再使用 posi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PMF) 來剖析此顆粒可能是什麼物質，並結合後推軌跡資料，

即可以大致推估出顆粒的來源。例如: EDX 測到氯離子和鈉離子，則 PMF 就會

剖析為氯化鈉，加上 HYSPLIT 模式的應用分析，說明其顆粒源自海上，則可以

推估，其應歸類於海鹽。 

 

  本結果分三類事件對雲凝結核活化能力的探討，分別是：交通排放、新顆粒

生成、長程傳輸事件。在交通排放事件發現，活化率白天比晚上還要來的低，造

成此主要的原因也被發現是因為白天為交通顛峰時刻，排出的新鮮氣膠所影響；

另外，在NPF事件時，雲凝結核的活化能力也降低，主要原因是出在高濃度的小

顆粒的產生，最後長程傳輸事件也發現海鹽、生質燃燒及工業排放對活化直徑並

沒有太大的影響，代表其對雲凝結核的活化能力較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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