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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会下“酸雨”吗？     

楚雄市鹿城小学六年级（2）班  高嘉铃 

指导教师：董万育    吴晓燕 

序言 ： 

常常看到周围的一些树木枯死，去年才刷过油漆的楼顶水

管生锈腐蚀，我猜想我们的城市在下“酸雨”，这些现象或许是酸

雨危害所至。偶然在电视里也听到“酸雨”一词，我陷入了沉思：

酸雨有什么危害？我们楚雄会下“酸雨”吗？带着这些疑问，我

请教从事气象工作的爸爸，爸爸说：“如果你感兴趣，你就做一个

研究实验，等实验结束，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同意了爸爸的

建议，就这样我开始了漫长的实验探究工作。 

一、研究试验的目的。                                      

     通过对楚雄城区雨水的采样观测，测出每次降水过程的 PH

值，从而判定楚雄是否下“酸雨”，研究和掌握酸雨的时空分布及

其长期变化趋势，为治理大气污染和防治酸雨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通过有效治理，最大限度地减轻酸雨对楚雄工农业生产，公共健

康，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好地服务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

等国家决策。                  

二、“酸雨”的定义。                                     

根据中国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的有关规定：酸雨是指 PH 值小

于 5.60 的大气降水。大气降水包括：雨、雪、雹等，该定义实际

上将 PH 值大于或等于 5.60 的大气降水认定为没有受到人为酸化

影响的天然降水，凡是 PH 值小于 5.60 的降水都是酸雨。 



三、研究实验的技术方法。                                    

设计一个简易实验室，进行降水样品观测实验。选一固定 

场所安放降水样品采样桶，以当日 08 时至次日 08 时为一个降水

采样日，当降水量达到 1 毫米时进行样品测量。通过一年的时间（从

2007 年 1 月开始至 2007 年 12 月结束）对楚雄上空降水过程的采

样，对样品进行分析，采用专业的 PH 计测出每次降水的 PH 值，

当 PH 值﹤5.60 时即判定为“酸雨”，PH 值越小，说明降水酸化越

严重。 

四、降水样品观测及测量数据记录表。                          

1、2007 年 1--2 月采样日降水样品测出的 PH 值 。 

2007 年 1 月各日 PH 值 2007 年 2 月各日 PH 值 

日期 26 日  31日 1 日 14 日 

降水量（毫米） 2.8 18.7 11.9 6.4 

PH 值 4.43 4.18 4.31 5.29 
最大 PH 值 4.43 5.29 最 

大 
值 出现日期 26 14 

最小 PH 值 4.18 4.31 最 
小 
值 出现日期 31 1 

采样日数 2 日 2 日 
酸雨日数 2 日 2 日 

 

2、因 3 月无降水，故无采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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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7 年 4 月采样日降水样品测出的 PH 值 。               
2007 年 4 月各日 PH 值 

日期 3 5 6 8 10 11 12 13 17 22 28 
降水量（毫米） 1.3 1.6 4.5 2.7 10.0 16.3 1.0 5.8 2.4 2.5 10.2

PH 值 5.89 5.68 5.69 5.69 5.65 5.34 5.86 5.68 5.22 5.81 5.17

最大 PH 值 5.89 最 
大 
值 出现日期 3 

最小 PH 值 5.17 最 
小 
值 出现日期 28 

采样日数 11 日 

酸雨日数 3 日 

 

4、2007 年 5 月采样日降水样品测出的 PH 值 。  

2007 年 5 月各日 PH 值 

日期 3 11 12 13 14 15 16 17 24 

降水量（毫米） 1.5 18.7 2.5 1.2 1.0 2.4 56.7 13.2 17.2

PH 值 5.50 4.72 5.44 4.61 4.38 5.63 4.01 4.04 5.12

最大 PH 值 5.63 最

大

值 出现日期 15 

最小 PH 值 4.01 最

小

值 出现日期 16 

采样日数 9 日 

酸雨日数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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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7 年 6 月采样日降水样品测出的 PH 值。   

2007 年 6 月各日 PH 值 

日期 4 5 10 11 12 20 25 26 

降水量（毫米） 9.9 7.5 1.5 3.6 8.7 1.8 2.0 5.0 

PH 值 5.43 4.42 5.27 5.15 6.71 6.18 4.38 4.42

最大 PH 值 6.71 最 
大 
值 出现日期 12 

最小 PH 值 4.38 最 
小 
值 出现日期 25 

采样日数 8 日 

酸雨日数 6 日 

 

6、2007 年 7 月采样日降水样品测出的 PH 值。                 

2007 年 7 月各日 PH 值 

日期 2 10 12 13 15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9 31

降水量（毫米） 14.7 21.4 50.1 1.2 2.4 20.2 33.0 4.8 5.7 4.3 11.1 2.6 11.0 3.2 2.7

PH 值 3.98 3.96 3.91 5.01 4.52 4.72 4.88 5.88 4.82 6.70 5.63 6.10 5.89 6.52 6.66

最大 PH 值 6.70 最 
大 
值 出现日期 22 

最小 PH 值 3.91 最 
小 
值 出现日期 12 

采样日数 15 日 

酸雨日数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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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7 年 8 月采样日降水样品测出的 PH 值   

2007 年 8 月各日 PH 值 

日期 1 2 3 4 5 7 11 12 13 16 17 18 21 22 24 26 27

降水

量（毫

米） 

12.0 24.7 1.4 1.7 3.2 7.9 19.4 18.5 4.0 2.0 6.4 4.8 3.3 12.8 37.3 36.3 12.4

PH
值 

5.27 4.80 6.01 5.78 6.30 4.75 4.79 4.77 5.18 4.07 4.18 4.08 4.71 4.22 4.41 5.12 5.22

最大 PH 值 6.30 最 
大 
值 出现日期 5 

最小 PH 值 4.07 最 
小 
值 出现日期 16 

采样日数 17 日 

酸雨日数         14 日 

 

8、2007 年 9 月采样日降水样品测出的 PH 值 。              

2007 年 9 月各日 PH 值 

日期 1 2 3 4 5 14 17 25 26 27 28 29

降水量（毫米） 9.9 4.8 13.5 2.9 7.4 12.9 18.7 9.6 1.7 1.8 19.8 13.5

PH 值 5.53 5.70 4.65 4.59 3.74 5.23 5.38 5.05 5.82 5.99 5.98 5.12

最大 PH 值 5.99 最 
大 
值 出现日期 27 

最小 PH 值 3.74 最 
小 
值 出现日期 5 

采样日数 12 日 

酸雨日数 8 日 



9、2007 年 10 月采样日降水样品测出的 PH 值。   

2007 年 10 月各日 PH 值 

日期 2 7 8 15 16 18 19 20 21 

降水量（毫米） 3.0 6.2 3.3 3.6 3.8 7.0 1.3 3.0 1.8

PH 值 5.64 5.27 5.09 4.88 3.94 4.53 3.89 5.10 4.69

最大 PH 值 5.64 最 

大 

值 
出现日期 2 

最小 PH 值 3.89 最 

小 

值 
出现日期 19 

采样日数 9 日 

酸雨日数 8 日 

 

10、2007 年 11 月采样日降水样品测出的 PH 值。   

2007 年 11 月各日 PH 值 

日期     2           7  

降水量（毫米） 5.4 3.0 

PH 值    5.14 5.98 

最大 PH 值 5.98 最大值 

出现日期 7 

最小 PH 值 5.14 最小值 

出现日期 2 
采样日数 2 日 

酸雨日数 1 日  

 

11、因 12 月无降水，故无采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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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楚雄 2007 年各月降水采样日数和酸雨日数对比表。 

(备注:2007 年 3 月和 12 月无降水采样,故图表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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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通过探究观测实验：楚雄会下“酸雨”吗。在 87 次采样观测

中有 60 次是酸雨，占 69﹪，从 1-12 月看，其中 5 月和 10 月酸雨

较为严重。在 5 月份 9次的降水采样中，有 8 次是酸雨。在 10 月

份 9 次的降水采样中，有 8 次是酸雨。PH 值最小值出现在 9 月 5

日，其 PH 值为 3.74，是开展酸雨观测以来 PH 值最小的一次，说

明这一天空气污染最为严重。PH 值最大值出现在 6 月 12 日，其

PH 值为 6.71。从各月来看：5月、8 月、10 月酸雨日数相对最多，

说明这几个月酸雨特别严重。4 月和 11 月酸雨日数相对最少，说

明这两个月大气降水受到人为酸化的影响较小。 

 8



 9

七、酸雨的危害。                                   

酸雨的这种危害包括森林退化，湖泊酸化，鱼类死亡，水生生

物种群减少，农田土壤酸化、贫脊；有毒重金属污染增强，粮食、

蔬菜、瓜果大面积减产，使建筑物和桥梁损坏，加速文物古迹的

腐蚀和风化过程；还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八、对策。                                         

出现“酸雨”的一部分原因是环境污染，治理环境污染的举措首

先是防治工业污染。防治工业污染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

合治理”和“污染者付费”等指导原则，严格控制新污染源，积极治

理老污染源，推行清洁生产，实现生态可持续性工业发展。其次是对

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合理开发利用城市的土地资源及生物资源，防

治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和交通污染。建立城市绿化系统，改进城市生

态结构和功能，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全面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通过上述治理以达到减少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的排放，最后达到控

制酸雨的目的。 

 

楚雄市鹿城小学六年级（2 班） 高嘉铃 

2008 年 9 月            

 

 

 

 



九、附件。 

1、高嘉铃进行酸雨采样研究实验的场景。 

安放采样桶                                准备采样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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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出样品                          

 
采样点留影                                测量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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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测量                           样品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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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测量                        整理测量资料                  

  

  2、参阅资料：中国气象局“酸雨观测业务规范”。                 

3、采样日记录数据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