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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虽然空气污染是由污染物排放到大气中造成的, 但是由于气象条件会影响污染物的扩散, 因而

实际观测到的污染水平会受到气象条件的影响. 因此, 有效的空气质量管理要求污染评估指标和统计

方法不受气象因素的干扰, 并能准确客观地反映污染物浓度的变化. 为了评估北京地区潜在污染物排

放的变化, 本文提出一种消除气象干扰的时空调整方法. 通过控制气象条件, 调整后的污染物时空平

均浓度可以捕捉到潜在排放量的变化. 本文提出具体调整均值的方法, 并进行理论和数值分析, 将此

方法应用于北京地区的空气质量评估, 揭示一些有趣的模式和趋势, 这些结果可以用于空气质量评估

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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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 20 年来,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也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北京周边地区受影响最大. 中国城市的

主要空气污染物是颗粒物 PM2.5 和 PM10 (参见文献 [1, 2]), 它们是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分别小于 2.5

和 10 µm 的空气颗粒. 近年来, 我国地面臭氧 (O3) 也呈上升趋势 (参见文献 [3]).

改善空气质量的关键是减少排放, 这需要及时和准确地计算排放量. 排放源清单是用于排放测量

的常用工具,可收集工业数据并将这些数据调整至更高的分辨率 (参见文献 [4]). 此清单通常处于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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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短的时间频率, 并且容易出现测量和报告错误. 在中国, 尽管有一些排放源清单, 但它们通常要滞

后 3 到 4 年.

本文提出使用小时的空气质量数据进行排放水平的量化. 这里最直接的一个挑战是观测到的污

染水平会被气象条件所干扰, 例如, 在 Liang 等 [5] 和 Finazzi 等 [6] 的研究中, 风向、风速和相对湿度

都会对污染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气象因素对空气污染造成的影响与观测研究 (参见文献 [7, 8]) 相似.

一般观测研究在评估治疗效果时, 需要调整由于协变量差异而引起的偏差. 但是, 我们的设置与协变

量遵循相同基准分布的观察性研究有所不同 (参见文献 [8,9]). 在我们的研究中, 需要构建合适的气象

基准来描述气象的变化. 本研究与现有有关治疗效果评估文献的另一个主要区别是, 这里的气象条件

是固定的, 无法进行随机分配, 因此现有的基于倾向得分 (propensity score)的方法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为了得到在时间和空间上可比的均值和分位数,我们提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观测到的

浓度中气象因素进行调整的新方法. 调整后的均值可以在不同年份之间进行比较, 从而可以获得有关

排放量是否减少的信息. Thompson等 [10] 提出的趋势分析也可以进行气象调整. 趋势分析使用线性回

归,它可以作为特殊情形包含在我们新提出的调整框架中. 另一种方法是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提倡

的 3 年移动平均法, 该方法的局限已经在文献 [3] 中给出. 我们新提出的调整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它考

虑的是一般的回归模型. 此外, 它在时间调整中也考虑了空间的变化.

本文余下内容的结构如下. 第 2 节描述研究区域、数据和模型. 第 3 节概述时间和空间调整方法

及其在测量潜在排放量方面的优势. 调整后的区域空气质量估计量及其理论性质将在第 4 节中给出.

新的估计量的方差估计和假设检验在第 5 节给出. 第 6 节利用新提出的方法评估北京周边的空气质

量. 我们将一些假设条件、理论结果的证明、模拟研究以及其他实际结果归纳到附录中.

2 研究区域、数据和模型

中国于 2013 年 1 月在 74 个城市建立了 496 个国控监测点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 并于 2015 年 1

月在 338 个城市扩展到 1438 个监测点. Liang 等 [11] 交叉对比了来自中国 5 个城市的美国使领馆监

测的 PM2.5 数据与邻近国控站点的 PM2.5 数据, 说明了国控监测站点数据的准确性且具有很高的质

量. 从 2008 年 4 月起,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开始报告每小时的 PM2.5 浓度. 作为国家网络的一部分, 北

京市环境监测中心 (BMEMC) 管理着一个监测网络, 该网络由 35 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组成, 每小时

监测 PM2.5、PM10、二氧化硫 (SO2)、二氧化氮 (NO2)、一氧化碳 (CO) 和臭氧 (O3) 共 6 种污染物的

浓度, 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仅监测 PM2.5 的浓度. 在我们的研究中, 考虑的不是通常的日历年, 而是使

用从每年的三月到次年的二月的季节年度, 该季节年度涵盖了从春季到冬季 4 个季节 (春季: 3–5 月,

夏季: 6–8 月, 秋季: 9–11 月, 冬季: 12 月到次年 2 月).

如图 1所示,我们关注的研究区域是整个华北平原 (NCP)的一部分,其经度从 116.0◦E到 116.8◦E,

纬度从 39.5◦N 到 40.2◦N, 共占地 5180 平方公里. 我们的研究范围覆盖了北京的核心区域, 该区域由

六环以及六环与河北省的边界之间的南部地区构成. 该研究区域包括美国大使馆观测站点在内, 共计

28 个监测点. 我们将研究区域划分成两部分: “中心区域” 和 “南部区域”, 其分别包含了 25 和 3 个

监测站点. 由于与北京南部相接壤的河北拥有大量的高排放行业 (如钢铁冶炼),因此其空气质量较差.

这里设置的 “南部区域” 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河北对北京污染的传播.

为了调整气象干扰因素, 我们使用中央气象局 (CMA) 的 11 个气象站 (图 1 中蓝色三角形) 的气

象数据. 气象变量包含每小时的气温、气压、相对湿度、露点温度、风向、累积风速和累积降水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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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北京地区空气质量监测站 (红色圆点) 和气象站 (蓝色三角形) 的位置. 嵌入图: 华北平原内的

研究区域以及西部和北部的山脉

测量值. 风向是分为 5 类的无序离散变量: 西北风 (northwest, NW)、东北风 (northeast, NE)、东南风

(southeast, SE)、西南风 (southwest, SW)、静风和无固定方向 (calm and variable, CV). 根据 Magnus

公式 [12], 露点温度可以在数学上表示为相对湿度和温度的一个已知的非线性函数. 因此, 为了减少协

变量的个数, 我们决定省略一个变量. 由于相对湿度是一个值在 [0, 1] 之间的有界变量, 故在使用非参

数方法进行处理时会存在不可忽略的边界偏差 (参见文献 [13, 第 202 页]). 所以, 在这 3 个气象变量

中, 我们将选用大气温度和露点温度, 而未考虑湿度变量.

假设在研究区域内共有 L 个大气污染物监测站点, 所有污染物监测站点构成了整个研究区域 R.

气象站点有 S 个, 所有的气象站点的空间位置构成了集合 W. 在空气质量监测点 s, 记 Yijt(s) 为第 i

年第 j 季度的 t 时刻污染物的浓度, 其中 j 取 1、2、3 和 4 分别是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 Xijt(s)

是 6 维气象变量, 包括气压、气温、露点温度、风向、该风向下的累积风速和累积降水. 这些气象变量

来自于最接近空气质量监测点 s 的气象观测站.

记 Uijt(s)为排放水平,在实际数据中, Uijt(s)可以是与能源消耗和社会经济活动有关的变量. 但

是, 这些变量往往观测频率比较大, 多数为月度和年度数据, 且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 这也妨碍了排放

源清单的及时产生. 这里考虑一个描述 Yijt(s) 与 {Xijt(s)
T,Uijt(s)}T 之间关系的基本模型:

Yijt(s) = m̃j{Xijt(s),Uijt(s)}+ ϵ̃ijt(s), (2.1)

其中 t = 1, . . . , nij , m̃j{Xijt(s),Uijt(s)} = E{Yijt(s) |Xijt(s),Uijt(s)}, ϵ̃ijt(s) 是残差, nij 是第 i 年 j

季度的小时观测数.

由于 Uijt(s) 是观测不到的潜在变量, 在 (2.1) 两边同时取对 Xijt(s) 的条件期望, 于是得到

Yijt(s) = mij{Xijt(s), s}+ σij{Xijt(s), s}eijt(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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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ij(x, s) = E{Yijt(s) | Xijt(s) = x}, σ2
ij(x, s) = Var{Yijt(s) | Xijt(s) = x}, eijt(s) 是标准化残

差. 此外, 通过计算给定 Xijt(s) 下 (2.2) 右侧的条件期望, 我们可以得到 mij(x, s) 的另一个表达式

mij(x, s) = E[m̃j{x,Uijt(s)} |Xijt(s) = x], 这本质上是由给定 Xijt(s) 下 Uijt(s) 的条件分布决定的.

我们用模型 (2.2) 来进行统计推断.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 Uijt(s) 的分布可能会随年份和空间而变化,

因此在回归方程 mij(x, s) 里包括了年份 i 和站点位置 s.

记 Xijt = {Xijt(s1)
T, . . . ,Xijt(sL)

T}T, eijt = {eijt(s1), . . . , eijt(sL)}T, L 是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的
数量. 那么 Xijt 和 eijt 就分别是 6L维和 L维数据,代表该地区所有站点的气象变量和标准化残差数

据. 假设多元时间序列 {Xijt}
nij

t=1 和 {eijt}
nij

t=1 在时间上是平稳的并且满足 α 混合过程.

为了更好地讨论排放物和气象的综合影响, 我们可以假设 m̃j{X(s),U(s)} 的结构是

m̃j{X(s),U(s)} = m̃j,1{X(s)}+ m̃j,2{U(s)}+ m̃j,3{X(s),U(s)}, (2.3)

其中, 第一项关于气象向量的单独效应是不依赖于年份和空间点而只依赖于季节指标的. 观测数据的

对应版本为

mij(x, s) = m̃j,1(x) + E[m̃j,2{Uijt(s)} |Xijt(s) = x] + E[m̃j,3{x,Uijt(s)} |Xijt(s) = x]. (2.4)

这里 (2.3) 和 (2.4) 都是为了描述下一节的排放效应.

还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本文考虑的是空气质量评估而非预测问题, 因此无需构建 (2.2) 的参数模

型, 也没有必要包括时间上的滞后和空间邻近项. 要达到评估的目的, 非参数模型 (2.2) 是足够的.

3 时空调整方法

在模型 (2.2) 的基础上, 我们提出了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进行气象调整的调整均值和分位数,

用以控制气象这一混杂因素. 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常采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污染物浓度作为空气

质量的度量,但这会受到气象混杂因素的影响而不能反映真实的排放水平. Thompson等 [10] 考虑了线

性回归模型下地面臭氧污染的趋势分析. 我们也将说明, 趋势分析是我们新提出的方法的特例.

一般地, Yijt(s)的平均值可以表示为 E{Yijt(s)} = E[E{Yijt(s) |Xijt(s)}] = E[mij{Xijt(s), s}].这
里的关键问题是在最后的期望中使用哪种概率密度. 均值的一般形式是

E{Yijt(s)} =

∫
mij(x, s)fj(x, s)dx, (3.1)

其中 fj(x, s) 表示 Xijt(s) 的某种边缘概率密度函数, fj(x, s) 的不同形式产生以下介绍的不同度量.

记 fij(x, s) 为站点 s 第 i 年第 j 季的 Xijt(s) 的密度. 如果选择 fj(x, s) = fij(x, s), 则得到总体

均值, 记为 µ0
ij(s). 常用的空气质量度量是其简单平均 Ȳij(s) = n−1

ij

∑nij

t=1 Yijt(s). 根据弱相关过程的

大数定律可知, 当 nij → ∞ 时, Ȳij(s)
p→ µ0

ij(s). 尽管 µ0
ij(s) 和 Ȳij(s) 可以作为用于健康评估的空气

暴露指标, 但是它受不同年份和空间点的气象分布差异的影响, 不能反映由于排放变化所导致的大气

污染物浓度的变化.

考虑 fj(x, s) 的另一种形式是所有 Aj 年 j 季度 {faj(x, s)}
Aj

a=1 的均值, 即

f·j(x, s) = A−1
j

Aj∑
a=1

faj(x,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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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其为气象变量在时间上均衡的边缘概率密度函数. 在 (3.1) 中令 fj(x, s) = f·j(x, s), 得出

µ̃ij(s) =

∫
mij(x, s)f·j(x, s)dx = A−1

j

Aj∑
a=1

∫
mij(x, s)faj(x, s)dx. (3.2)

在 (3.2)中,当 a ̸= i时,
∫
mij(x, s)faj(x, s)dx称为反事实 (counter factuals) [14],它表示了在年份 i的

排放条件下, 如果气象条件采用的是年份 a 的分布, 所得到污染物浓度的均值. 我们称 µ̃ij(s) 为在时

间上进行气象调整后的调整均值.

由于 {µ̃aj(s)}
Aj

a=1 由时间均衡的概率密度函数 f·j(x, s) 计算, 其在不同年份是可比的. 特别地,

µ0
ij(s)− µ̃ij(s) =

∫
mij(x, s){fij(x, s)− f·j(x, s)}dx

可以用来度量在年份 i观测到的污染物均值浓度与在时间上进行气象调整的调整均值的差值.这个差

值是由于不同年的气象混杂因素所导致的, 并且

µ̃ij(s)− µ̃kj(s) =

∫
{mij(x, s)−mkj(x, s)}f·j(x, s)dx

可以用来度量年份 i和 k 由于排放不同所导致的污染物浓度的差异,这个比较是通过使用在时间上均

衡的气象分布而实现的.

Thompson等 [10] 考虑通过在回归模型下进行趋势分析,从而实现气象调整. 趋势分析可以包含在

我们提出的框架中. 为了说明这一点, 假设回归函数 mij(x, s) 是线性的, 即

Yijt(s) = αij(s) + β
T
ij(s)X̃ijt(s) + ϵijt(s), (3.3)

其中 X̃ijt(s) 是通过所有 Aj 年的气象均值进行中心化的气象向量. 由于协变量的时间中心化, 我们

可以得到 µ̃ij(s) = αij(s), 这一点 Thompson 等 [10] 没有明确指出. 此外, 由于 αij(s) = µij(s), αij(s)

也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比较, 其中时空调整均值 µij(s) 在 (3.5) 中定义. 需要注意到的是, 我们提

出的通过 µ̃ij(s) 和 µij(s) 的调整方法允许更具普遍性的回归模型, 趋势分析中采用的线性模型只是

一种特殊情形.

在两个不同的站点 s1 和 s2, 时间调整后的均值 {µ̃aj(s1)}
Aj

a=1 和 {µ̃aj(s2)}
Aj

a=1 在空间上是不可比

的, 因为这两个站点的气象分布不同. 在下文中, 我们将空间变量纳入时间调整中. 如前所述, 研究的

区域 R 具有 S 个气象站点, 将包含所有气象站空间位置的集合表示为 W. 我们可以将空间和时间的

均衡气象分布定义为 f.j(x, s) 的加权形式. 具体来说, 设 p(s) 表示研究区域上的概率密度函数, 我们

可以构建一个加权的时空均衡气象:

fp
.j(x) =

∫
s∈R

f.j(x, s)p(s)ds.

在空间上的固定设计采样下, 如果将 p(s) 选取为各气象站点的均匀分布密度函数, 则可以得到

f.j(x) = S−1
∑
s′∈W

f.j(x, s
′). (3.4)

我们称 f.j(x) 为区域 R 上季节 j 的时空均衡气象分布. 为了简化分析, 我们将采用这个非加权的气

象基准 f.j(x). 通过 (3.4) 中的 f.j(x), 我们得到空间上和时间上的调整均值:

µij(s) =

∫
mij(x, s)f·j(x)dx = S−1A−1

j

∑
s′∈W

Aj∑
a=1

∫
mij(x, s)faj(x, s

′)dx,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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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带有 a ̸= i 或者 s′ ̸= s 的项是关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反事实.

在加性模型 (2.3) 和 (2.4) 下, 定义

µM
j =

∫
m̃j,1(x)f.j(x)dx,

µE
ij(s) =

∫
E[m̃j,2{Uijt(s)} |Xijt(s) = x]f.j(x)dx,

µME
ij (s) =

∫
E[m̃j,3{x,Uijt(s)} |Xijt(s) = x]f.j(x)dx.

在 (3.5) 中, µij(s) = µM
j + µE

ij(s) + µME
ij (s). 注意到对于气象效应项 µM

j , 由于时间空间的调整, 其只

与季节 j 有关, 而与年份 i 和空间点 s 无关. 然而, 排放效应 µE
ij(s) 和交互效应 µME

ij (s) 在不同年份

和空间点可以不相等, 这是因为对于给定的季节 j, 排放变量 Uijt(s) 在不同年份和空间点往往具有不

同的分布.

因此, 连续两年 j 季节的年度差异为

µij(s)− µi−1,j(s) = µE
ij(s)− µE

i−1,j(s) + µME
ij (s)− µME

i−1,j(s).

考虑与排放有关的年度变化

µE
ij(s)− µE

i−1,j(s) =

∫ ∫
m̃j,2(u){gij(u, s | x)− gi−1,j(u, s | x)}f.j(x)dudx, (3.6)

其中 gij(u, s | x) 是给定 Xijt(s) = x 下 Uijt(s) 的条件密度. 同样, 交互效应的年度变化为

µME
ij (s)− µME

i−1,j(s) =

∫ ∫
m̃j,3(x,u){gij(u, s | x)− gi−1,j(u, s | x)}f.j(x)dudx. (3.7)

注意到, (3.6) 和 (3.7) 所描述的年际变化均由条件分布的差异 gij(u, s | x) − gi−1,j(u, s | x) 决定. 这

只有通过使用时空均衡的气象分布 f.j(x) 才能实现. 否则, 所定义的均值浓度的差异不能由排放的年

际差异所解释, 因为此时仍然存在着气象的混杂因素.

同理, 如果比较调整均值 µij(s1) 和 µij(s2) 时, 可以进行相同的分析, 并且由于气象变量已在空

间上进行了均衡化, 因此, 我们可以将差异归因于两个位置的排放量的差异.

通过时空调整的均值 µij(s), 我们可以构建区域 A 中的平均污染物浓度为

µij(A) = |A|−1
∑
s∈A

µij(s), (3.8)

其中 |A| 表示 A 中空气质量监测点的数量. 这个地区空气质量度量的表达式 µij(A) 是 µij(s) 在 A
地区空气质量监测站的简单平均, 这与中国空气质量管理方式是一致的. 这一点类似于固定抽样调查,

这里考虑的是给定了这些监测站点的地理位置. 实际上, 监测站点的空间分布可能不是均匀的, 在一

些区域 (如北京北部)密度高于其他地区 (北京南部).比起监测站较多的地区,监测站点较少的地区的

结果会有更高的变异性, 但是其他方面是一样的.

为了适应站点的不均匀分布, 我们引入加权函数 wA(s) 来得到该地区均值的加权表达式

µw
ij(A) = |A|−1

∑
s∈A

µij(s)wA(s),

其中 wA(s) 可以重新分配权重以获得空间上的均衡.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在理论和实际分析中均采用

(3.8) 来计算 µi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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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估计和理论性质

要得到 (3.5)中的 µij(s)和 (3.8)中的 µw
ij(A),关键是估计mij(x, s). 本文采用非参数核方法 [13, 15]

估计回归函数 mij(x, s).

记 Xijt(s) = {Zijt(s)
T,Wijt(s)}T, 其中 Wijt(s) 是类别风向, Zijt(s) 是 d 维的剩余连续协变量.

记 K(·) 为 d 维对称核函数 (有关详细信息, 参见附录). 定义

KH(z) = (h1h2 · · ·hd)
−1K

(
z1
h1

,
z2
h2

, . . . ,
zd
hd

)
,

其中 z = (z1, z2, . . . , zd)
T, H = (h1, h2, . . . , hd)

T 是窗宽向量. 利用风向 w 下 s 站点上年份 i 的季节 j

的数据, 可以得到 mij(x, s) 的核估计量 (参见文献 [13])

m̂ij(z, w; s) =

∑nij

t=1 KH{z −Zijt(s)}Yijt(s)I{Wijt(s) = w}∑nij

t=1 KH{z −Zijt(s)}I{Wijt(s) = w}
, (4.1)

其中 nij 是样本量, I(·) 是示性函数, Wijt(s) 等于 1、2、3、4 和 5 对应于风向 CV、NE、NW、SE 和

SW.

对于给定的风向, 平滑窗宽是通过交叉验证的方法 (参见文献 [13,15]) 决定的. 在某些季节, 当某

风向下的样本量较少时,会将该风向与对污染有类似影响的另一个风向的数据合并. 例如, 3个污染增

强风向 SW、CV和 SE可以组合,两个减少污染的方向 NW和 NE也可以组合.本文的目的是给出关

于 µij(s) 和 µij(A) 的理论性质, 而它们是 m̂ij(x, s) 的积分形式. 根据定理 4.1 和 4.2 可知, µij(s) 和

µij(A) 的估计量是
√
n 收敛的. 这意味着它们对平滑窗宽的敏感性不如估计值 m̂ij(x, s).

对于 x = (zT, w)T, 记 F̂·j(x) 为与以 f.j(x) 为密度的分布 F·j(x) 相对应的经验分布函数. 它可

以通过所有站点 Aj 年的第 j 季节的数据进行估计. 根据大数定律, 我们没有必要构造 F̂·j(x) 的具体

形式, 因此, 可以得到 µij(s) 的估计是

µ̂ij(s) =

∫
m̂ij(x, s)dF̂·j(x)

= S−1

( Aj∑
a=1

naj

)−1 5∑
w=1

∑
s′∈W

Aj∑
a=1

naj∑
t=1

m̂ij{Zajt(s
′), w, s}I{Wajt(s

′) = w}, (4.2)

其中 (4.1) 中给出了 m̂ij(x, s) 的具体形式. 由此, 区域平均值 µij(A) 的估计为

µ̂ij(A) = |A|−1
∑
s∈A

µ̂ij(s). (4.3)

我们可以将上述框架扩展到对污染物的分布进行气象调整, 由此, 可以得到调整后的分位数, 以

提供有关极端污染浓度水平的信息. 类似于 (3.5) 中的调整均值, 我们定义站点 s 中 i 年份的 j 季节

调整分布为

Gij(y, s) =
5∑

w=1

∫
Fij(y, s | z, w)f.j(z, w)dz,

其中 Fij(y, s | z, w) = P{Yijt(s) 6 y | Zijt(s) = z,Wijt(s) = w} 是条件分布. 与 (4.2) 类似, Gij(y, s)

的估计量为

Ĝij(y, s) = S−1

( Aj∑
a=1

naj

)−1 5∑
w=1

∑
s′∈W

Aj∑
a=1

naj∑
t=1

F̂ij{y, s | Zajt(s
′), w}I{Wajt(s

′) = w},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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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ij(y, s | z, w) 是 Fij(y, s | z, w) 的核估计量:

F̂ij(y, s | z, w) =
∑nij

t=1 KH{z −Zijt(s)}Rh0{Yijt(s)− y}I{Wijt(s) = w}∑nij

t=1 KH{z −Zijt(s)}I{Wijt(s) = w}
, (4.5)

这里 Rh0
(y) =

∫ y/h0

0
k(u)du 是单变量核 k(·) 的积分, 而 h0 是相应的窗宽. 对于任意 q ∈ (0, 1), 调整

后的 q 百分位数可以由调整后分布的逆 (即 Ĝ−1
ij (q, s)) 得到.

在本节的剩余部分, 我们将给出估计量 µ̂ij(s) 和 µ̂ij(A) 的渐近性质. 为了简化表示, 本文只考虑

Xijt(s) 的协变量是连续的情形, 这也归结到对每个风向下的调整均值进行研究. 而汇总的结果 (4.2)

和 (4.3) 则可以通过综合各风向的结果来得到.

注意到,本文前面已经给出 Xijt = {Xijt(s1)
T, . . . ,Xijt(sL)

T}T 和 eijt = {eijt(s1), . . . , eijt(sL)}T.
类似地, 定义 Uijt = {Uijt(s1)

T, . . . ,Uijt(sL)
T}T. 在假设 Xijt 和 eijt 时间平稳的条件下 (详见附录),

定义 qij,t−t′(x,x
′; s, s′) 为 Xijt(s) 和 Xijt′(s

′) 的联合密度, ρ(|t − t′|; s, s′) = E{eijt(s)eijt′(s′) | Fij}
并且

Ca
i1i2,j,t1−t2(s

′
1, s

′
2; s1, s2) = Cov[mi1j{Xajt1(s

′
1), s1},mi2j{Xajt2(s

′
2), s2}].

本节中定理所需要的假设以及它们的证明都将在附录中给出,其中的主要假设是在给定 i和 j 时,

(i) 排放量 {Uijt}
nij

t=1 是同分布的; (ii) 天气变量 {Xijt}
nij

t=1 和标准化残差 {eijt}
nij

t=1 在时间上都是严平

稳且 α混合的,但在空间上不一定是平稳的,以便处理更一般的空间相关性. 在这些正则条件下,定义

γij(s1, s2) =
∞∑

k=−∞

ρ(|k|; s1, s2)
∫∫

σij(x1, s1)σij(x2, s2)
qij,k(x1,x2; s1, s2)

fij(x1, s1)fij(x2, s2)
dF.j(x1)dF.j(x2),

λi1i2,j(s1, s2) = S−2A−2
j

Aj∑
a=1

∑
s′
1,s

′
2∈W

∞∑
k=−∞

Ca
i1i2,j,k(s

′
1, s

′
2; s1, s2),

以及它们对应的区域形式

γij(A,B) = |A|−1|B|−1
∑

s1∈A,s2∈B
γij(s1, s2) 和 λi1i2,j(A,B) = |A|−1|B|−1

∑
s1∈A,s2∈B

λi1i2,j(s1, s2).

定理 4.1 在附录给出的假设 A.1–A.9 下, 当 nij → ∞ 时,

√
nij{µ̂ij(s)− µij(s)}

d→ N(0, σ̃2
ij(s, s)) 和

√
nij{µ̂ij(A)− µij(A)} d→ N(0, σ̃2

ij(A,A)),

其中 σ̃2
ij(s, s) = γij(s, s) + λii,j(s, s) 和 σ̃2

ij(A,A) = γij(A,A) + λii,j(A,A).

注意到, 定理 4.1 中不存在通常与核估计相关的偏差, 这是由于附录中的假设 A.8 中采用了欠平

滑. 为了比较 i1 和 i2 两年间或 A 和 B 两个不同地区间的调整均值, 需要分别得到 µ̂i2j(A)− µ̂i1j(A)

和 µ̂i2j(B)− µ̂i1j(B) 的渐近分布. 下面的定理给出了所需的结果. 定义

ϕi1i2,j(s1, s2) = λi1i1,j(s1, s2) + λi2i2,j(s1, s2)− λi1i2,j(s1, s2)− λi2i1,j(s1, s2),

ϕi1i2,j(A,A) = |A|−2
∑

s1,s2∈A
ϕi1i2,j(s1, s2).

定理 4.2 在附录的假设 A.1–A.9 下, (i) 对于 i1 ̸= i2, 当 ni1j , ni2j → ∞ 时,

√
ni1j [{µ̂i2j(A)− µ̂i1j(A)} − {µi2j(A)− µi1j(A)}] d→ N(0, σ̃2

i2i1,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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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σ̃2
i2i1,j

(A) =
∑2

p=1 γipj(A,A) + ϕi1i2,j(A,A); 并且 (ii) 当 nij → ∞ 时,

√
nij [{µ̂ij(A)− µ̂ij(B)} − {µij(A)− µij(B)}]

d→ N(0, σ̃2
ij(A− B)),

其中 σ̃2
ij(A− B) = σ̃2

ij(A,A)− 2σ̃2
ij(A,B) + σ̃2

ij(B,B), σ̃2
ij(A,B) = γij(A,B) + λii,j(A,B).

利用定理 4.2 中的渐近正态性, 在第 6 节实证研究中, 我们可以得到估计的调整均值在时空上差

异的显著性.

5 方差估计和假设检验

注意到, 定理 4.2 中的渐近方差比较复杂, 本文通过自助法 (bootstrap) 来得到它们的估计. 首先,

可以证明当 nij → ∞ 时,

µ̂ij(s)− µij(s) = Tij,1(s) + Tij,2(s) + op(n
−1/2
ij ),

其中决定渐近方差的两个主要项是

Tij,1(s) =

∫
{m̂ij(x, s)−mij(x, s)}dF.j(x),

Tij,2(s) =

∫
mij(x, s)d{F̂.j(x)− F.j(x)}

= S−1
∑
s′∈W

n.j∑
a=1

n−1
aj

naj∑
t=1

[
naj

( Aj∑
a=1

naj

)−1

mij{Xajt(s
′), s} −A−1

j

∫
mij(x, s)dFaj(x, s

′)

]
,

这里 F.j(x) 和 Faj(x, s
′) 是 f.j(x) 和 faj(x, s

′) 分别对应的分布.

Tij,1(s) 和 Tij,2(s) 的形式启发我们可以分别对气象向量 Xijt(s) 采用在时间上的分块自助法

(block bootstrap) [16] 和对 (2.2) 中的标准化残差序列 eijt(s) 采用广义自助法 (wild bootstrap) [17, 18],

以获得抽样数据. 为了保持残差的空间相关性, 我们对残差向量 {eijt}
nij

t=1 进行了重抽样. 这里将时间

和空间自助法分离的原因是, 由于非参数核估计量的白化 (whitening) 作用, 时间相关性对 Tij,1(s) 的

方差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参见文献 [19]). 下面将具体介绍抽样的过程.

对于 Tij,2(s) 所刻画的时间相关性, 我们用时间上的分块自助法来进行抽样. 为此, 我们将所有站

点第 i年第 j 季的气象数据收集到一起,记为 ψijt = {Xijt(s1)
T, . . . ,Xijt(sL)

T}T, t = 1, . . . , nij . 定义

B1 = (ψT
ij1, . . . ,ψ

T
ijl)

T, . . . ,Bnij−l+1 = (ψT
ij,nij−l+1, . . . ,ψ

T
ij,nij

)T, Bnij−l+2 = (ψT
ij,nij−l+2, . . . ,ψ

T
ij,nij

,

ψT
ij,1)

T, . . . ,Bnij = (ψT
ij,nij

,ψT
ij,1, . . . ,ψ

T
ij,l−1)

T 作为一系列长度为 l 的头尾相连的移动分块 [20], 这里

根据以往经验, 选择 l = 12 (小时). 我们从 {Bt}
nij

t=1 中随机抽取 nij/l 块并将它们组合起来, 从而得到

第 i 年第 j 季的第 b 次重抽样气象序列 {X∗b
ijt(s1)

T, . . . ,X∗b
ijt(sL)

T}T, t = 1, . . . , nij .

为了生成响应变量 Y ∗
ijt(s)的重抽样样本, 还需要对标准化残差进行重抽样, 其核心思想是广义自

助法 [17] 或回归自助法 (regression bootstrap) [19]. 给定 (4.1) 中估计的回归函数 m̂ij{Xijt(s), s}, 我们
可以得到 ϵ̂2ijt(s) = [Yijt(s)− m̂ij{Xijt(s), s}]2, 从而对于 x = (zT, w)T, 我们可以利用核平滑估计其条

件方差 σ2
ij{Xijt(s), s},

σ̂2
ij(x, s) =

∑nij

t=1 KH̃{z −Zijt(s)}ϵ̂2ijt(s)I{Wijt(s) = w}∑nij

t=1 KH̃{z −Zijt(s)}I{Wijt(s) = w}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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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一样, 这里的窗宽也是通过交叉验证得到的. 由此, 我们得出标准化残差的估计量为

êijt(s) =
ϵ̂ijt(s)

σ̂ij{Xijt(s), s}
, (5.2)

其中 êijt = {êijt(s1), . . . , êijt(sL)}T. 令

Σ̂ij = n−1
ij

nij∑
t=1

êijtê
T
ijt −

(
n−1
ij

nij∑
t=1

êijt

)(
n−1
ij

nij∑
t=1

êijt

)T

.

我们通过 ê∗bijt
iid∼ NL(0, Σ̂ij) 生成标准化残差的重抽样, 再结合重抽样的天气过程, 得到重抽样的响应

变量, 即当 t = 1, . . . , nij 时,

Y ∗b
ijt(s) = m̂ij{X∗b

ijt(s), s}+ σ̂ij{X∗b
ijt(s), s}ê∗bijt(s). (5.3)

由此, 我们重新计算每个自助法重抽样本的调整均值

µ̂∗b
ij (s) = S−1

( Aj∑
a=1

naj

)−1 5∑
w=1

∑
s′∈W

Aj∑
a=1

naj∑
t=1

m̂b
ij{Z∗b

ajt(s
′), w, s}I{W ∗b

ajt(s
′) = w},

µ̂∗b
ij (A) = |A|−1

∑
s∈A

µ̂∗b
ij (s).

通过上述自助法抽样, 可以得到 µ̂ij(s)、µ̂ij(A)、µ̂i2j(A)− µ̂i1j(A) 和 µ̂ij(A)− µ̂ij(B) 的标准差, 分别

记为 ˆ̃σij(s, s)、̂̃σij(A,A)、̂̃σi2i1,j(A) 和 ˆ̃σij(A−B). 利用这些标准差及调整均值在时空上的差异,我们

可以评估区域内空气质量的变化.

为了评估年际间差异的显著性, 考虑原假设 H0 : µi2j(A) = µi1j(A), 备择假设为 H1 : µi2j(A) >

(<) µi1j(A). 我们使用检验统计量 {µ̂i2j(A)− µ̂i1j(A)}/ˆ̃σi2i1,j(A) 来对该问题进行检验. 类似地, 为了

考虑区域间差异的显著性, 我们对原假设 H0 : µij(A) = µij(B) 和备择假设 H1 : µij(A) > (<) µij(B)
进行检验, 相应的统计量为 {µ̂ij(A) − µ̂ij(B)}/ˆ̃σij(A− B). 根据定理 4.1 和 4.2, 这两个统计量都渐近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从而可以获得统计显著性的 p 值.

6 北京空气污染数据的应用

6.1 模型诊断

首先对 (2.2) 中给出的回归函数进行了非参数核估计, 从而对非参数模型 (4.1) 的拟合效果进行

分析. 首先, 表 1 提供了从 2013 年春季到 2016 年冬季的 6 种污染物的拟合度 R2. 结果表明, 大多数

R2 在 70% 以上, 这表明模型 (2.2) 对于数据的建模是合理的.

在对空间数据相关性的建模中, 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半变差函数 (semi-variogram) [21], 我们将通过

分析标准化残差的过程对其进行描述. 在时间平稳性的假设下, 第 i 年 j 季节 t 小时标准化残差过程

{eijt(s) : s ∈ R} 的半变差函数是

γij(s, s
′) = 2−1E[{eijt(s)− eijt(s

′)}2], 对于任意 s, s′ ∈ R, (6.1)

其中 ∥·∥ 表示 Euclid 距离. 如果 γij(s, s
′) = γij(s − s′), 称过程 {eijt(s) : s ∈ R} 在是空间上平稳的;

如果 γij(s, s
′) = γij(∥s− s′∥), 称其是各向同性的 (isotropic). 其他过程 (如 PM2.5 和 SO2 过程) 的半

变差函数也可以类似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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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型拟合的 R2. 站点平均 R2 通过将所有站点的模拟拟合的 R2 取平均而得到. 站点合并 R2 通过先将所有

站点的观测值和模型拟合值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合并的数据集, 再对这个数据集计算一个统一的 R2 而得到

污染物 季节
站点平均 站点合并

2013 2014 2015 2016 2013 2014 2015 2016

PM2.5 春季 0.82 0.79 0.88 0.86 0.82 0.79 0.88 0.86

夏季 0.72 0.80 0.75 0.77 0.72 0.80 0.75 0.77

秋季 0.85 0.78 0.87 0.87 0.85 0.79 0.88 0.87

冬季 0.84 0.74 0.92 0.86 0.84 0.75 0.92 0.87

PM10 春季 0.77 0.76 0.86 0.81 0.77 0.77 0.86 0.82

夏季 0.64 0.67 0.69 0.68 0.65 0.68 0.69 0.68

秋季 0.80 0.76 0.86 0.85 0.81 0.76 0.87 0.85

冬季 0.82 0.71 0.91 0.84 0.82 0.72 0.91 0.85

SO2 春季 0.74 0.81 0.87 0.84 0.76 0.82 0.87 0.84

夏季 0.75 0.62 0.65 0.74 0.82 0.72 0.60 0.76

秋季 0.81 0.70 0.91 0.87 0.83 0.72 0.91 0.89

冬季 0.78 0.67 0.83 0.78 0.79 0.69 0.83 0.78

NO2 春季 0.76 0.76 0.82 0.82 0.79 0.81 0.85 0.84

夏季 0.65 0.55 0.65 0.71 0.76 0.73 0.79 0.80

秋季 0.82 0.76 0.82 0.83 0.84 0.79 0.84 0.85

冬季 0.82 0.72 0.89 0.85 0.83 0.74 0.90 0.86

CO 春季 0.78 0.82 0.88 0.86 0.77 0.83 0.88 0.86

夏季 0.78 0.71 0.74 0.77 0.77 0.71 0.77 0.78

秋季 0.79 0.75 0.92 0.88 0.79 0.76 0.92 0.88

冬季 0.80 0.72 0.89 0.82 0.80 0.73 0.89 0.83

8 小时 O3 春季 0.92 0.89 0.95 0.95 0.94 0.91 0.95 0.95

夏季 0.87 0.73 0.88 0.86 0.89 0.77 0.89 0.88

秋季 0.86 0.89 0.96 0.94 0.88 0.90 0.96 0.94

冬季 0.90 0.79 0.96 0.90 0.90 0.82 0.96 0.91

特别地, γij(0) 被称作块金效应 (nugget effect). 它表示不能由空间相关性解释的变异性. 块金效

应是由测量误差导致的, 并且需要密集分布的站点才能被精确估计. 在各向同性的假设下, 随着 h 增

加, γij(h)一开始会逐渐增加, 然后在超出一定距离后逐渐平稳, 该距离通常称为范围 (range). 若两个

站点的距离大于范围,则它们在空间上将没有相关性. 半变差函数在这个范围处的值称为门槛值 (sill).

在时间平稳的假设下, 在标准化残差过程中, 任何两个站点 sl1 和 sl2 的半变差函数可以通过下

式估计:

γ̂ij(∥sl1 − sl2∥) =
1

2nij

nij∑
t=1

{êijt(sl1)− êijt(sl2)}2, l1, l2 = 1, . . . , L, (6.2)

我们在图 2 和 3 中用点来表示这些半变差函数.

受 Jun 和 Stein [22] 的启发, 为了获得有关大范围空间相关性的信息, 我们在图 3 中展示了 2015

和 2016 年夏季和冬季的 PM2.5、SO2、NO2 和 8 小时 O3 原始污染浓度的半变差函数、非参数回归的

拟合值和估计的残差 ϵ̂ijt = Yijt(s)− m̂ij{Xijt(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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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2015 (a) 和 2016 年 (b) PM2.5 (黑色)、SO2 (蓝色)、NO2 (绿色) 和 8 小时 O3 (红色)

的非参数模型标准化残差的半变差函数. 散点表示半变差函数的估计, 曲线是通过非参数 LOESS 方法进行平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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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2015 年夏季 (a) 和冬季 (b) PM2.5、SO2、NO2 和 8 小时 O3 的观测值 (黑色)、拟合值

(红色) 和残差 (蓝色) 的半变差函数. 点表示实际估计的半变差, 光滑曲线是通过非参数 LOESS 方法得到的

图 3 显示, 原始 PM2.5 和 SO2 的半变差函数显示出更强的非平稳性和更远范围的相关性, 而原

始 NO2 和 O3 的半变差函数即使在较大距离下也相对平坦. 后者显示出 NO2 和 O3 的空间相关性较

弱, 这是由于它们的存活期较短, 而这两种气体都具有更高的化学反应活性, 因此无法远距离传播. 该

图还显示, 原始污染物的半变差函数与拟合值的半变差函数相似, 这从空间相关性的角度也表明了核

回归方法的合理性. 残差的半变差函数显示出弱得多的相关性, 这也表明了回归模型具有发现大规模

趋势和变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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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对 PM2.5、SO2、NO2 和 8 小时 O3 (中午 12 点至晚上 7 点) 的半变差函数 γ̂ij(h) 进行了非

参数局部加权回归 (locally estimated scatterplot smoothing, LOESS) [23] 平滑. 这些 LOESS 拟合曲线

表明, 在大多数图上, 距离超过 20 km 都没有太大的空间相关性, 因为半变差函数在 20 km 之后不再

显著增加. 这也表明模型 (2.2) 捕获了空间相关性的主要部分. 图 4 提供了 3 个监测点的 PM2.5 标准

化残差的自回归函数及相应的长期协方差函数. 它们表明夏季的时间相关性比其他 3 个季节更强. 这

可能是由于北京夏季的静态天气模式所致. 注意到, 图 2 中的这些半变差函数具有类似的形状、大小

和块金效应, 表明 4 种污染物的误差过程 {eijt(s) : s ∈ R} 的空间相关性有一些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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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奥体中心、丰台和顺义站点 2014 至 2016 年 4 个季节 PM2.5 标准化残差的自协方差函数.

每张图标题中的数字表示谱函数在零点的取值乘以 2π, 其等于自协方差函数对所有时间间隔的求和, 因此可以反映

每个季节标准化残差序列的长期相关性的大小. (a) 奥体中心, 2014; (b) 奥体中心, 2015; (c) 奥体中心, 2016;

(d) 丰台, 2014; (e) 丰台, 2015; (f) 丰台, 2016; (g) 顺义, 2014; (h) 顺义, 2015; (i) 顺义,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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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污染地图

首先采用之前提出的调整方法来得到所有 28 个污染检测站点的每个季节不同年份的调整均值

µ̂ij(s). 然后, 使用二元 Gauss 乘积核, 在研究区域内对调整后均值 µ̂ij(s) 进行空间核平滑, 其中经度

和纬度的平滑窗宽均为 h = 0.15 度. 这样就得到了不同年份和季节的空气污染物的污染地图. 图 5 显

示了 2013 至 2016 年 PM2.5 和 NO2 的污染地图, 图 6 提供了 2003 至 2016 年 SO2 和 8 小时 O3 的

污染地图.

(b)

(a)

图 5 (网络版彩图) 2013 至 2016 年北京地区 PM2.5 (a) 和 NO2 (b) 时空调整后的各季节平均浓度 (µg/m3)

的污染地图. 每张图上方的数字是北京地区调整后的平均值, 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 平滑窗宽为 0.15

(b)

(a)

图 6 (网络版彩图) 2013 至 2016 年北京地区 SO2 (a) 和 8 小时 O3 (b) 时空调整后的各季节平均浓度 (µg/m3)

的污染地图. 每张图上方的数字是北京地区调整后的平均值, 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 平滑窗宽为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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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和 6 显示, PM2.5、SO2 和 NO2 的浓度具有相似的季节性模式, 即冬季高夏季低, 春季和秋

季则介于两者之间. 而 8 小时 O3 具有相反的季节性, 即春夏季浓度高而秋冬季浓度低. 这是因为导

致臭氧产生的光化学过程需要来自太阳的紫外线,因而中午 12点到下午 7点 O3 浓度最高,而且在春

夏季臭氧污染严重.

除这些季节性模式外, PM2.5 还表现出较大的空间变异性,即北京南部的浓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尤

其是在污染严重的冬季. 其他 3 种污染物的空间变异性远小于 PM2.5. 图 5 显示北京市中心的 NO2

呈现隆起的环形, 这在 2014 和 2016 年最为明显. 这主要是由于机动车的 NO 和 NO2 排放, 特别是在

交通拥堵的北京. 环形脊的峰位于城市的东部, 在三环路和四环路之间, 这里也是北京最拥挤的地区.

同时, NO2 的环形分布也说明, NO2 由于具有较强的化学活性, 因此其存在时间比较短而无法远距离

传输.

对图 6中臭氧浓度图的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其低浓度区域位于 NO2 浓度高的区域,该现象在 2014

年夏季和春季最为明显. 这是由于 NO2 和 O3 之间通过化学反应方程 NO2 +O2

u.v.

� NO+O3 进行了

相互转化. 由于机动车的排放主要是 NO (和 CO), 因此, 该方程式意味着 NO 的直接排放会消耗 O3

来生成 NO2. 当然, 在紫外线 (u.v.) 辐射的条件下, 逆反应也会发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O3 在下午和

夏季最高.

图 5 显示了 2014 至 2015 年间 PM2.5 显著减少, 特别是在夏季和秋季. 但是, 我们很难发现 2015

至 2016 年有明显的改变. 同时, 我们发现 2014 至 2016 年所有季节的 SO2 都有明显减少. 我们将在

下一小节讨论这些下降在统计上是否是显著的. 相比之下, 图 5 和 6 中 NO2 和 O3 的改善量 (如果有

的话) 还不清楚, 这也需要在下一小节进行讨论.

6.3 区域空气质量评估

本节利用第 5 节中描述的假设检验对空气污染水平的年度和区域差异进行统计推断. 这里关注

的是区域 A 的时间差异 µ(i+1),j(A)− µij(A), 以及两个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 µij(A)− µij(B).

图 7显示了 2013至 2016年中心和南部区域 PM2.5、SO2、NO2 和 8小时 O3 的各季度平均浓度.

结果表明, 各季度 PM2.5 平均水平持续高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设定的过渡期目标限值 35 µg/m3.

中心区域所有季节的 NO2 平均浓度都始终超过 WHO 设定的 40 µg/m3 限值. 而 SO2 和 O3 相对较

好,其中 SO2 仅在最近两年冬季超过WHO限值, O3 仅在最近两年夏季超过WHO限值.南部地区的

PM2.5 就要高得多, 但 NO2 却比中心区域低. 南部地区的 PM2.5 较高, 反映了重工业发达的河北对北

京细颗粒物的传输.由于北京 7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中心区域,交通拥堵导致的机动车排放量大大

增加, 这也导致中心区域 NO2 浓度较高.

为了检验这两个区域 (南部与中心) 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显著差异, 表 2 给出了南部与中心区域

的平均值之差以及它们的标准误和 p值.这里假设检验的原假设是 “南部的 PM2.5、SO2 和 8小时 O3

高于中心区域, 而 NO2 则相反”. 从该表可以发现 SO2 和 8 小时 O3 的污染存在着 “南高中低” 的模

式, 而这一点在图 7 中却不易察觉. 该表报告了 4 类 p 值: 大于 0.01 的值, 标记为 ∗ 的值 (介于 10−9

和 0.01 之间), 标记为 ∗∗ 的值 (介于 10−16 和 10−9 之间), 标记为 ∗ ∗ ∗ 的值 (小于 10−16). 如果用 16

个季节中 p 值标记为 2 个或 3 个 ∗ 的数量来衡量差异大小的话, 则南中差异最大的是 NO2 (15/16),

其次是 PM2.5 (11/16) 和 O3 (9/16). SO2 的南中差异最小, 同时 SO2 在 4 种污染物中没有 ∗ 的季节
也最多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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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版彩图) 季节性调整后的均值 (µg/m3), 横条表示 95% 的置信区间. 区域均值是通过对该地区所有站

点上调整后的均值进行平均而得到的. 蓝色虚线表示 WHO 设定的标准, (a) PM2.5、(b) SO2、(c) NO2 和 (d)

8 小时 O3 分别为 35、20、40 和 100 µg/m3

表 2 PM2.5、SO2、NO2 和 8 小时 O3 在不同季节和年份的区域差异 (南部减中心), 其中 ∗ 的数量表示年际间

增加或减少的显著性水平 (∗: 10−9 6 p 值 < 10−2; ∗∗: 10−16 6 p 值 < 10−9; ∗∗∗: p 值 < 10−16), 括号内的数

表示差异的标准误

污染物 季节 2013 2014 2015 2016

PM2.5 春季 9.5 (1.2)∗∗ 11.9 (1.1)∗∗∗ 11.7 (1.2)∗∗∗ 8.2 (1.6)∗

夏季 6.9 (1.3)∗ −3.7 (1.2)∗ 5.1 (0.8)∗∗ 1.8 (1.0)

秋季 19.1 (2.1)∗∗∗ 26.8 (2.4)∗∗∗ 17.2 (3.3)∗ 17.7 (1.8)∗∗∗

冬季 36.0 (1.7)∗∗∗ 50.8 (1.8)∗∗∗ 66.8 (2.2)∗∗∗ 45.8 (2.1)∗∗∗

平均 17.9 (0.8)∗∗∗ 21.4 (0.9)∗∗∗ 25.2 (1.1)∗∗∗ 18.4 (0.8)∗∗∗

SO2 春季 5.1 (0.5)∗∗∗ 3.8 (0.5)∗∗ 3.2 (0.3)∗∗∗ 1.1 (0.3)∗

夏季 −2.3 (0.3)∗∗ 5.8 (0.4)∗∗∗ −0.2 (0.1) 0.1 (0.1)

秋季 3.5 (0.6)∗∗ −0.9 (0.2)∗ −1.3 (0.3)∗ 2.6 (0.2)∗∗∗

冬季 0.5 (0.6) 4.0 (0.5)∗∗∗ 2.9 (0.4)∗∗∗ 5.7 (0.3)∗∗∗

平均 1.7 (0.3)∗∗ 3.2 (0.2)∗∗∗ 1.2 (0.2)∗∗ 2.4 (0.1)∗∗∗

NO2 春季 −15.0 (0.5)∗∗∗ −14.6 (0.7)∗∗∗ −10.2 (0.6)∗∗∗ −3.4 (0.6)∗∗

夏季 −20.8 (0.4)∗∗∗ −21.8 (0.4)∗∗∗ −16.2 (0.3)∗∗∗ −14.2 (0.4)∗∗∗

秋季 −9.3 (0.7)∗∗∗ −14.9 (0.7)∗∗∗ −14.1 (0.7)∗∗∗ −10.0 (0.7)∗∗∗

冬季 −3.2 (0.5)∗∗ 4.1 (0.4)∗∗∗ 1.0 (0.5) −4.0 (0.5)∗∗

平均 −12.1 (0.3)∗∗∗ −11.8 (0.3)∗∗∗ −9.9 (0.3)∗∗∗ −7.9 (0.3)∗∗∗

8 小时 O3 春季 25.8 (1.5)∗∗∗ 18.9 (1.0)∗∗∗ 2.5 (0.9)∗ 22.9 (1.1)∗∗∗

夏季 −13.8 (1.6)∗∗∗ 6.9 (1.7)∗ 6.4 (1.2)∗ 16.2 (1.5)∗∗∗

秋季 4.6 (1.2)∗ 2.9 (1.0)∗ 6.9 (1.3)∗ 10.9 (1.1)∗∗∗

冬季 −4.5 (0.5)∗∗∗ −0.7 (0.6) 9.5 (0.7)∗∗∗ 4.9 (0.6)∗∗∗

平均 3.0 (0.6)∗ 7.0 (0.6)∗∗∗ 6.3 (0.6)∗∗∗ 13.7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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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空气质量的年度变化信息, 我们计算了相邻年份之间调整均值的差异. 同时, 我们采用

之前提出的时空自助法来得到其标准误和 p 值. 图 8 中展示了 4 种污染物的相关结果. 注意到, 时间

差异并不如表 2 所显示的地域差异显著. 实际上, 中心区域 PM2.5 的 12 个季节年际差异中只有 2 个

是显著的, 而南部地区有 7 个是显著的. 这些显著的 p 值基本上处于 ∗ 级别, 这表明变化很小. 在这

4 种污染物中, SO2 在两个区域中的年际差异是最显著的, 其次是 8 小时 O3 和 NO2. 在过去的 4 年

中, PM2.5 在 4 种污染物中变化最小.

2014 和 2015 年 SO2 的减少量非常可观, 这也是过去 4 年北京空气质量管理的一个亮点. 与 SO2

相比,过去 4年其他 3种污染物并没有持续显著下降. 注意到 2015年是空气改善最显著的一年, 这体

现在 PM2.5、SO2 和 NO2 的显著减少.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上一个经济周期的经济放缓有关. 尽管 2015

年的 PM2.5 以 1% 的显著水平显著降低, 但 2016 年没有改善, 中心区域反而有不显著的增长. 上述现

象令人担忧, 因为它表明 2016 年的 PM2.5 没有改善, 我们在 NO2 和 O3 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

以上分析也揭示了北京空气质量管理面临的挑战. 尽管 SO2 已大大降低, 但这没有转化成 PM2.5

的持续降低. 我们的分析表明, 当前迫切需要减少由机动车排放引起的 NO2, 从而为 PM2.5 的下降提

供新的驱动力. Chen 等 [3] 研究发现, 在京津冀地区, 减少 NO2 还可以降低近年来持续上升的 O3.

我们也将新提出的调整方法与两种已有的方法进行了比较. 一种是第 3 节简要叙述的 Thompson

等 [10] 提出的趋势分析方法, 另一种是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提倡的 3 年滑动平均方法. 滑动平均方

法的细节及存在的问题已经在文献 [3] 中进行了说明. 图 9 展示了采用 3 种方法得到的中心和南部地

区 PM2.5 和 SO2 的平均浓度. NO2 和 8 小时 O3 的情形展示在图 10 中. 这些图都显示出我们提出的

方法与其他两种方法的明显差异, 尤其是秋冬两季的 PM2.5、SO2 和 NO2. 同时, 表 3 也展示了新提

出的方法与其他两种方法差异的数值平均. 从表中我们发现, 这两个地区冬季 PM2.5 的平均差异分别

大于 6 和 10 µg/m3, 这也体现了北京在前几个冬季 4 种污染物的显著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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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 调整均值的年度差异 (µg/m3). (a) PM2.5; (b) SO2; (c) NO2; (d) 8 小时 O3, 其中
∗ 的数

量表示年际间增加或减少的显著性水平 (∗: 10−9 6 p 值 < 10−2; ∗∗: 10−16 6 p 值 < 10−9; ∗∗∗: p 值 <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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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版彩图) 新提出的方法和已有的移动平滑 (moving average)、趋势分析 (trend analysis) 在中心和

南部区域的 PM2.5 和 SO2 的季节调整均值. (a) 中心区域 PM2.5; (b) 中心区域 SO2; (c) 南部区域 PM2.5;

(d) 南部区域 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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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网络版彩图) 新提出的方法和已有的移动平滑 (moving average)、趋势分析 (trend analysis) 在南部和

中心区域的 NO2 和 8 小时 O3 的季节调整均值. (a) 中心区域 NO2; (b) 中心区域 8 小时 O3; (c) 南部区域

NO2; (d) 南部区域 8 小时 O3

表 3 新提出的方法和已有的移动平滑、趋势分析在中心和南部区域的差异 (标准误, µg/m3)

季节 方法
中心区域 南部区域

PM2.5 SO2 NO2 8 小时 O3 PM2.5 SO2 NO2 8 小时 O3

春季 移动平滑 4.3 (1.0) 4.0 (0.4) 1.8 (0.4) 4.1 (0.8) 2.8 (1.3) 4.2 (0.4) 3.6 (0.5) 6.3 (1.2)

趋势分析 1.0 (0.9) 0.4 (0.3) 0.8 (0.4) 4.6 (0.9) 2.5 (1.8) 0.7 (0.5) 1.6 (0.6) 4.6 (1.4)

夏季 移动平滑 3.3 (0.8) 1.7 (0.1) 1.8 (0.3) 7.8 (1.2) 3.1 (0.9) 2.2 (0.2) 1.1 (0.3) 12.9 (1.6)

趋势分析 3.8 (0.8) 0.1 (0.2) 0.9 (0.3) 3.0 (1.3) 3.4 (1.2) 0.1 (0.2) 0.6 (0.3) 1.4 (3.2)

秋季 移动平滑 5.5 (1.5) 2.5 (0.2) 1.9 (0.5) 1.6 (0.8) 6.8 (2.3) 3.4 (0.3) 2.3 (0.6) 3.5 (1.2)

趋势分析 2.0 (1.3) 0.6 (0.3) 0.9 (0.5) 2.0 (1.0) 5.4 (2.4) 0.6 (0.6) 2.1 (0.7) 3.3 (1.5)

冬季 移动平滑 6.0 (1.2) 7.8 (0.4) 2.4 (0.4) 1.7 (0.3) 10.5 (2.2) 6.1 (0.6) 3.5 (0.6) 3.1 (0.6)

趋势分析 6.9 (1.3) 1.7 (0.3) 4.5 (0.5) 2.4 (0.4) 11.3 (1.9) 2.1 (0.4) 3.3 (0.6) 2.0 (0.6)

平均 移动平滑 4.8 (0.6) 4.0 (0.2) 2.0 (0.2) 3.8 (0.4) 5.8 (0.9) 4.0 (0.3) 2.6 (0.3) 6.5 (0.6)

趋势分析 3.4 (0.6) 0.7 (0.1) 1.3 (0.2) 3.0 (0.4) 5.6 (1.0) 0.9 (0.2) 1.9 (0.3) 2.8 (1.4)

7 讨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时空调整方法,该方法消除了气象混杂因素并产生了时空可比的空气质量统

计量,因此可以用于客观地评估某个地区的空气质量. 同时该方法能够量化排放的潜在变化,而这如果

利用排放源清单的话将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建立了该方法的理论性质, 并将其应用到了对北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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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主要污染物模式和趋势的综合评估中. 理论结果和数值实验为调整方法的表现提供了必要保证.

本文报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北京地区, 这里空气质量监测站与气象站点彼此之间距离相对较近.

如果它们距离较远, 为了估计回归方程, 我们可以采用空间 Kriging 法来获得各个污染观测站点的气

象变量. 然而, 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 气象站比国控空气污染监测站更为密集, 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 我们的方法在空气质量监测站相距较远的情形下是否有效. 一般来说, 只

要这些站点的气象协变量有着相互重叠的取值范围, 使得可以定义时空的基准密度 f.j(x), 那么新提

出的调整方法的表现就可以得到保证. 我们的经验表明, 我们提出的方法可以用来评估相当大区域的

空气质量, 如华北平原, 因为华北平原拥有相似的气象特征.

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 到 2017 年初 (数据截止时间), SO2 显著减少, 而 PM2.5 和 NO2 的改善却

微乎其微. 此外, 地面 O3 有上升趋势, 值得关注. 尽管在研究中我们使用了非参数回归讨论了空气质

量评估, 但是合适的参数或半参数回归模型在这里也可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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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假设

这里列出我们需要的假设条件. 一个严平稳过程 ξt 是 α 混合的, 如果它的 α 混合系数 αξ(k) 满

足 limk→∞ αξ(k) = 0, 其中 αξ(k) 的定义参见文献 [24]. 为了得到正文第 4 节的渐近性质, 我们需要下

面一些条件.

假设 A.1 对于任意给定的 i = 1, . . . , Aj , j = 1, . . . , 4 和 s ∈ R, 潜变量 {Uijt(s)}
nij

t=1 具有相同

的分布函数. 进一步, 在给定气象向量 Xijt(s) 的条件下, Uijt(s) 的条件分布函数对于 t = 1, 2, . . . , nij

是相同的. 但在不同的年份 i、季节 j 和空间点 s, {Uijt(s)}
nij

t=1 的分布和条件分布可以不同.

假设 A.2 关于气象向量 Xijt(s), 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i)对于任意给定的 i = 1, . . . , Aj 和 j = 1, . . . , 4,多维时间序列 {Xijt = {Xijt(s1)
T,Xijt(s2)

T, . . . ,

Xijt(sL)
T}T}nij

t=1 关于时间指标 t 是严平稳的, 并且存在正实数 a1 > 0 和 a2 > 1, 使得 Xijt 的 α- 混

合系数 αX(k) 满足对于任意 k > 0 有 αX(k) 6 a1k
−a2 .

(ii) 对于任意给定的 i = 1, . . . , Aj , j = 1, . . . , 4 和 s ∈ W, 气象向量 Xijt(s) 的概率密度函数

fij(x, s) 关于 x 处处 v 阶连续可微. 进一步, 存在正实数 c1, c2 > 0 使得

c1 < inf
x∈supp{fij(x,s)}

fij(x, s) 6 sup
x∈supp{fij(x,s)}

fij(x, s) < c2,

其中 supp{fij(x, s)} 是概率密度函数 fij(x, s) 的支撑集, 定义为

supp{fij(x, s)} = {x ∈ Rd : fij(x, s) > 0},

即集合 {x ∈ Rd : fij(x, s) > 0} 的闭包.

(iii) 气象向量 Xijt(s) 和 Xijt′(s
′) 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 qij,t−t′(x,x

′; s, s′) 关于 (x,x′) 处处 v 阶

连续可微. 进一步, 对于任意给定的 r = 0, 1, . . . , v − 1, q = 1, 2, . . . , d 和 x,x′ ∈ Rd, 当 nij → +∞ 时,

n−1
ij

nij∑
k=1

∂rqij,k(x,x
′; s, s′)

∂xr
q

= O(1). (A.1)

(iv) 对于任意给定的 s′ ∈ W 和 (t, t′), 在给定 Xijt′(s
′) 的条件下, Xijt(s) 的条件概率密度

函数存在且有限, 并且如果假定 Xijt(s) 是严平稳的时间序列, 则可以记为 pij,t−t′(x|x′; s|s′). 假设
pij,t−t′(x|x′; s|s′)关于 (x,x′)处处 v阶连续可微,并且对于任意给定的 r = 0, 1, . . . , v−1, q = 1, 2, . . . , d

和 x,x′ ∈ Rd, 当 nij → +∞ 时,

n−1
ij

nij∑
k=1

∂rpij,k(x|x′; s|s′)
∂xr

q

= O(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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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定义 ∥Xijt∥r := sups∈W,k=1,...,d ∥Xijt,k(s)∥r, 其中 ∥Xijt,k(s)∥r = {E|Xijt,k(s)|r}1/r, k = 1,

. . . , d. 假设存在正整数 r > 2 使得 ∥Xijt∥r < +∞.

(vi) 对于任意给定的 r = 0, 1, . . . , v − 1, q = 1, 2, . . . , d 和 x,x′ ∈ Rd, 当 k → +∞ 时,

∂rpij,k(x |x′; s | s′)
∂xr

q

→ ∂rfij(x, s)

∂xr
q

.

假设 A.3 对于任意给定的 i = 1, . . . , Aj , j = 1, . . . , 4 和 s ∈ R, 假设 (i) 回归函数 mij(x, s) 关

于 x 处处 v 阶连续可微; (ii) 对于任意给定的 a = 1, . . . , Aj , s
′ ∈ W, r = 0, 1, . . . , v 和 q = 1, . . . , d, 积

分
∫
faj(x, s

′)
∂rmij(x,s)

∂xr
q

dx 存在且有限.

对于任意给定的 i = 1, . . . , Aj 和 j = 1, . . . , 4, 定义

Fij = σ(Xijt, t > 0) = σ{Xijt(s1),Xijt(s2), . . . ,Xijt(sL), t > 0}

为由 {Xijt : t > 0} 或者等价地由 {Xijt(s1),Xijt(s2), . . . ,Xijt(sL) : t > 0} 生成的 σ- 代数.

假设 A.4 对于任意 i1 ̸= i2, σ- 代数 Fi1j 和 Fi2j 是相互独立的.

假设 A.5 对于任意给定的 a, i = 1, . . . , Aj , j = 1, . . . , 4, s1, s2 ∈ W 和 s3, s4 ∈ R, 级数

∞∑
k=−∞

|Ca
j,ii,k(s1, s2; s3, s4)| < ∞.

假设 A.6 关于标准化残差序列 eijt(s), 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i) 对于任意给定的 i = 1, . . . , Aj 和 j = 1, . . . , 4, 标准化残差向量

{eijt = {eijt(s1), eijt(s2), . . . , eijt(sL)}T}
nij

t=1

关于时间指标 t 是严平稳的, 且存在正实数 b1 > 0 和 b2 > 1, 使得标准化残差向量序列 eijt 的 α- 混

合系数满足对任意 k > 0 都有 αe(k) 6 b1k
−b2 .

(ii) E(eijt | Fijt) = 0.

(iii)对任意的 s, s′ ∈ R,级数
∑∞

k=−∞ |ρij(k; s, s′)| < ∞且 0 <
∑∞

k=−∞ |ρij(k; s, s′)|qij,k(x,x′; , s, s′)

< +∞.

假设 A.7 假设在回归函数 mij(x, s) 的估计量 (4.1) 中, 核函数 K(·) 满足以下条件.

(i) K(·) 是 d 元函数, 其中 d 为连续型随机向量 Xijt(s) 的维数. K(·) 满足∫∫
· · ·

∫
K(u1, u2, . . . , ud)du1du2 · · · dud = 1;

(ii) K(·) 是球面对称的, 即对于任意 u1 = (u1,1, . . . , u1,d)
T ∈ Rd 和 u2 = (u2,1, . . . , u2,d)

T ∈ Rd, 只

要
∑d

i=1 u
2
1,i =

∑d
i=1 u

2
2,i, 就有 K(u1) = K(u2);

(iii) K(·) 是 v (v > 2) 阶核函数, 即对于任意的正整数 l 及 r = (r1, r2, . . . , rd)
T ∈ N 满足

∑d
i=1 ri

= l, 其中 N = {0, 1, 2, . . .}, 当 1 6 l < v 时,∫∫
· · ·

∫
ur1
1 ur2

2 · · ·urd
d K(u1, u2, . . . , ud)du1du2 · · · dud = 0;

当 l = v 时, ∫∫
· · ·

∫
ur1
1 ur2

2 · · ·urd
d K(u1, u2, . . . , ud)du1du2 · · · dud ̸= 0.

此时, 称 v 为核函数 K(·) 的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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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A.8 在 (4.1) 中, 窗宽 H = (h1, h2, . . . , hd)
T 满足, 当 nij → ∞ 时,

d∑
q=1

|hq| → 0, nij

d∏
q=1

hq → ∞ 且 nij

d∏
q=1

h2v
q → 0.

假设 A.9 当 nij → ∞ 时, supi,j |nij(
∑Aj

a=1 naj)
−1 − A−1

j | = o(
∑d

q=1 h
v
q), 其中 Aj 是对于季节 j

而言所有年份的个数.

附录 B 理论证明

考虑 Xijt(s) 中所有协变量都是连续的, 因此,

m̂ij(x, s) =

∑nij

t=1 KH{x−Xijt(s)}Yijt(s)∑nij

t=1 KH{x−Xijt(s)}
,

µ̂ij(s) =

∫
m̂ij(x, s)dF̂.j(x) = S−1

( Aj∑
a=1

naj

)−1 Aj∑
a=1

∑
s′∈W

naj∑
t=1

m̂ij{Xajt(s
′), s}.

附录 B.1 µ̂ij(s)µ̂ij(s)µ̂ij(s) 的偏差和方差

定义以下与 µ̂ij(s) 的偏差相关的量:

b
(1)
ij,a(s;nij) =

µv(K)

v!S

d∑
q=1

{ ∑
s′∈W

v∑
r=1

(
v

r

)∫
faj(x, s

′)

fij(x, s)

∂rmij(x, s)

∂xr
q

∂v−rfij(x, s)

∂xv−r
q

dx

}
hv
q ,

b
(2)
ij,a(s;nij) =

µv(K)

v!Snij

d∑
q=1

{ ∑
s′∈W

v∑
r=1

nij−1∑
k=−(nij−1)

(
v

r

)∫
faj(x, s

′)

fij(x, s)

∂rmij(x, s)

∂xr
q

× ∂v−rpij,k(x
′|x; s|s′)

∂(x′
q)

v−r

∣∣∣∣
x′=x

dx

}
hv
q .

下面这些量与 µ̂ij(s) 的方差相关:

γij(s1, s2;nij) = n−1
ij

nij−1∑
k=−nij+1

ρ(|k|; s1, s2)
(
1− |k|

nij

)∫∫
σij(x1, s1)σij(x2, s2)

× qij,k(x1,x2; s1, s2)
f·j(x1)f·j(x2)

fij(x1, s1)fij(x2, s2)
dx1dx2,

λii,j(s1, s2;nij) = n−1
ij S−2A−2

j

∑
s′
1,s

′
2∈W

Aj∑
a=1

naj−1∑
k=−naj+1

(
1− |k|

naj

)
Ca

ii,j,k(s
′
1, s

′
2; s1, s2).

定理 B.1 若假设 A.1、A.2(ii)–A.2(v)、A.3、A.4、A.6(ii)、A.7(i)–A.7(iii) 和 A.9 成立, 那么对于

j = 1, . . . , 4, i = 1, . . . , Aj 和 s ∈ R, 当 nij → ∞ 时, µ̂ij(s) 的偏差和方差分别为

Bias{µ̂ij(s)} = A−1
j

{∑
a ̸=i

b
(1)
ij,a(s;nij) + b

(2)
ij,i(s;nij)

}
{1 + o(1)},

Var{µ̂ij(s)} = {γij(s, s;nij) + λii,j(s, s;nij)}{1 + 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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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如果条件 A.2(vi) 成立, 当 nij → ∞ 时,

Bias{µ̂ij(s)} =

{
A−1

j

Aj∑
a=1

δab
(1)
ij,a(s;nij)

}
{1 + o(1)},

其中 δa = I(a ̸= i) + 2I(a = i). 进一步, 在上述两种情形下, 我们有 Bias{µ̂ij(s)} = O(
∑d

q=1 h
v
q) 和

Var{µ̂ij(s)} = O(n−1
ij ).

证明 情形 1 µ̂ij(s)的偏差推导. 求 µ̂ij(s)的一阶矩可以归结为计算 m̂ij(Xajt′(s
′), s)的一阶矩.

这里应该考虑 Xajt′(s
′) 的条件分布. 首先, 注意到, 在定理 B.1 的条件下, b

(1)
ij,a(s;nij) = O(

∑d
q=1 h

v
q),

b
(2)
ij,a(s;nij) = O(

∑d
q=1 h

v
q). 根据 Xijt(s) 和 Xajt′(s

′) 的相关性, 考虑以下两种情形.

情形 1.1 如果 a ̸= i, 因为 Fij 和 Faj 是独立的, 当 nij → ∞ 时, 我们有

E[m̂ij{Xajt′(s
′), s}] = E(E[m̂ij{Xajt′(s

′), s}|Xajt′(s
′)])

= E[mij{Xajt′(s
′), s}] + µv(K)

v!

d∑
q=1

{ v∑
r=1

(
v

r

)∫
faj(x, s

′)

fij(x, s)

∂rmij(x, s)

∂xr
q

× ∂v−rfij(x, s)

∂xv−r
q

dx

}
hv
q + o

( d∑
q=1

hq

)
.

情形 1.2 如果 a = i, Xijt(s) 和 Xajt′(s
′) 是时空相关的. 在假设 A.2 下, 可得当 nij → ∞ 时,

E[m̂ij{Xijt′(s
′), s}] = E(E[m̂ij{Xijt′(s

′), s}|Xijt′(s
′)])

= E[mij{Xijt′(s
′), s}] + µv(K)

v!nij

d∑
q=1

{ nij∑
t=1

v∑
r=1

(
v

r

)∫
fij(x, s

′)

fij(x, s)

∂rmij(x, s)

∂xr
q

× ∂v−rpij,t−t′(x
′|x; s|s′)

∂(x′
q)

v−r

∣∣∣∣
x′=x

dx

}
hv
q + o

( d∑
q=1

hq

)
.

此外, 在假设 A.9 下, 当 nij → ∞ 时,

S−1

( Aj∑
a=1

naj

)−1 Aj∑
a=1

∑
s′∈W

naj∑
t′=1

E[mij{Xajt′(s
′), s}]− µij(s) = o(hv

1 + · · ·+ hv
d). (B.1)

由情形 1.1 和 1.2 中的结果及 (B.1), 我们可以得到当 nij → ∞ 时,

Bias{µ̂ij(s)} = A−1
j

{∑
a̸=i

b
(1)
ij,a(s;nij) + b

(2)
ij,i(s;nij)

}
+ o

( d∑
q=1

hv
q

)
.

进一步, 在假设 A.2(vi) 下, 根据 Stolz-Cesàro 定理, 可得

Bias{µ̂ij(s)} = A−1
j

Aj∑
a=1

δab
(1)
ij,a(s;nij) + o

( d∑
q=1

hv
q

)
.

情形 2 µ̂ij(s) 的方差推导. 注意到在定理 B.1 的假设下, γij(s, s;nij) = O(n−1
ij ) 和 λii,j(s, s;nij)

= O(n−1
ij ). 为了得到 µ̂ij(s) 的方差, 首先注意到有下面分解式:

µ̂ij(s) =

∫
m̂ij(x, s)dF̂.j(x) = µij(s) + Tij,1(s) + Tij,2(s) + Tij,3(s), (B.2)

549



张澍一等: 气象调整下的区域空气质量评估

其中

Tij,1(s) =

∫
{m̂ij(x, s)−mij(x, s)}dF.j(x), Tij,2(s) =

∫
mij(x, s)d{F̂.j(x)− F.j(x)},

Tij,3(s) =

∫
{m̂ij(x, s)−mij(x, s)}d{F̂.j(x)− F.j(x)}.

可以证明 Var{µ̂ij(s)} = [Var{Tij,1(s)} + Var{Tij,2(s)} + 2Cov{Tij,1(s), Tij,2(s)}]{1 + o(1)}. 首先处理
Var{Tij,1(s)}. 由于 f̂ij(x, s) 是 fij(x, s) 的相合估计, 可以得到, 当 nij → ∞ 时,

Tij,1(s) = {T (1)
ij,1(s) + T

(2)
ij,1(s)}{1 + oP (1)}, (B.3)

其中

T
(1)
ij,1(s) =

1

nij

nij∑
t=1

∫
1

fij(x, s)
KH{x−Xijt(s)}[mij{Xijt(s), s} −mij(x, s)]f·j(x)dx,

T
(2)
ij,1(s) =

1

nij

nij∑
t=1

σij{Xijt(s), s}eijt(s)
∫

1

fij(x, s)
KH{x−Xijt(s)}f·j(x)dx.

通过计算, 得到 Var{T (1)
ij,1(s)} = O(

∑d
q=1 h

2v
q ) 和 Var{T (2)

ij,1(s)} = γij(s, s;nij){1 + o(1)}. 因此, 当

nij → ∞ 时,

Var{Tij,1(s)} = γij(s, s;nij) + o(n−1
ij ).

对于第二项 Tij,2(s) =
∫
mij(x, s)d{F̂.j(x)− F.j(x)}, 可以证明

Tij,2(s) = S−1

Aj∑
a=1

∑
s′∈W

[
ω̂aj

naj

naj∑
t=1

mij{Xajt(s
′), s} −A−1

j

∫
mij(x, s)dFaj(x, s

′)

]
. (B.4)

通过分别推导 E{Tij,2(s)} 和 E{T 2
ij,2(s)}, 我们有 nij → ∞ 时,

Var{Tij,2(s)} = λii,j(s, s;nij) + o(n−1
ij ).

Tij,1(s) 和 Tij,2(s) 的协方差满足 Cov{Tij,1(s), Tij,2(s)} = O(
∑d

q=1 h
v
q). 因此, 当 nij → ∞ 时, µ̂ij(s)

的方差是 Var{µ̂ij(s)} = γij(s, s;nij) + λii,j(s, s;nij) + o(n−1
ij ).

附录 B.2 定理 4.1 的证明

除了前面定义的一些量, 这里定义

γij,k(s1, s2) = ρ(|k|; s1, s2)
∫∫

σij(x1, s1)σij(x2, s2)
qij,k(x1,x2; s1, s2)

fij(x1, s1)fij(x2, s2)
dF.j(x1)dF.j(x2).

通过对 γij,k(s1, s2) 的 k 进行求和, 我们得到 γij(s1, s2) =
∑+∞

k=−∞ γij,k(s1, s2).

附录 B.2.1 µ̂ij(s)µ̂ij(s)µ̂ij(s) 的渐近正态性

为了得到 µ̂ij(s) 的渐近正态性, 我们仍然考虑分解式 (B.2)–(B.4). 注意到 Tij,3(s) = oP {Tij,1(s)

+Tij,2(s)}. 当 nij → ∞ 时, 我们重新对 µ̂ij(s) 进行分解:

µ̂ij(s) = {T (1)
ij (s) + T

(2)
ij (s) + T

(3)
ij (s)}{1 + oP (1)},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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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
(1)
ij (s) =

1

nij

nij∑
t=1

∫
KH{x−Xijt(s)}[mij{Xijt(s), s} −mij(x, s)]

f·j(x)

fij(x, s)
dx,

T
(2)
ij (s) =

1

nij

nij∑
t=1

[
σij{Xijt(s), s}eijt(s)

∫
KH{x−Xijt(s)}

fij(x, s)
dF.j(x) +

∑
s′∈W

mij{Xijt(s
′), s}

SAj

]
,

T
(3)
ij (s) = S−1A−1

j

∑
a̸=i

1

naj

naj∑
t=1

∑
s′∈W

mij{Xajt(s
′), s}.

注意到 Var{T (1)
ij (s)} = o(n−1

ij

∑d
q=1 h

v
q). 因此, 当 nij → ∞ 时,

√
nij [T

(1)
ij (s)− E{T (1)

ij (s)}] P→ 0.

为了得到 T
(2)
ij (s) 的渐近性质, 定义 ςijt(s) = ςijt,1(s) + ςijt,2(s), 其中

ςijt,1(s) = σij{Xijt(s), s}eijt(s)
∫

KH{x−Xijt(s)}
fij(x, s)

dF.j(x),

ςijt,2(s) = S−1A−1
j

∑
s′∈W

mij{Xijt(s
′), s}.

由此, T
(2)
ij (s) = n−1

ij

∑nij

t=1 ςijt(s). 由于 E(eijt | Fijt) = 0,因此,对于 t1和 t2,有 Cov{ςijt1(s), ςijt2(s)} =

Cov{ςijt1,1(s), ςijt2,1(s)}+Cov{ςijt1,2(s), ςijt2,2(s)}. 可以证明 Cov{ςijt1,1(s), ςij,t2,1(s)}=γij,t1−t2(s1, s2).

进一步, 有 Cov{ςijt1,2(s), ςijt2,2(s)} = S−2A−2
j

∑
s′
1,s

′
2∈W Ci

ii,j,t1−t2
(s′1, s

′
2; s, s). 因此, {ςijt(s)}

nij

t=1 的长

期方差是

σ
(2)
ij (s) =

∞∑
k=−∞

Cov{ςij0(s), ςijk(s)} = γij(s, s) + S−2A−2
j

+∞∑
k=−∞

∑
s′
1,s

′
2∈W

Ci
ii,j,k(s

′
1, s

′
2; s, s).

于是, 由弱相依数据的中心极限定理 [24], 当 nij → ∞ 时,

√
nij [T

(2)
ij (s)− E{T (2)

ij (s)}] d→ N(0, σ
(2)
ij (s)).

类似地, 可以证明, 当 nij → ∞ 时,

√
nij [T

(3)
ij (s)− E{T (3)

ij (s)}] d→ N(0, σ
(3)
ij (s)),

其中 σ
(3)
ij (s) = S−2A−2

j

∑
a̸=i

∑∞
k=−∞

∑
s′
1,s

′
2∈W Ca

ii,j,k(s
′
1, s

′
2; s, s). 由于 T

(3)
ij (s)和 T

(1)
ij (s)+T

(2)
ij (s)是

独立的,而且 Bias{µ̂ij(s)} = O(
∑d

q=1 h
v
q),由 Slutsky定理可知,当 nij → ∞时,

√
nij{µ̂ij(s)−µij(s)}

d→
N(0, σ̃2

ij(s, s)), 其中 σ̃2
ij(s, s) = γij(s, s) + λii,j(s, s).

附录 B.2.2 µ̂ij(A)µ̂ij(A)µ̂ij(A) 的渐近正态性

由证明 µ̂ij(s) 的渐近正态性中 (B.5), 当 nij → ∞ 时,∑
s∈A

µ̂ij(s) =
∑
s∈A

{T (1)
ij (s) + T

(2)
ij (s) + T

(3)
ij (s)}{1 + 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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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
(1)
ij (s)、T (2)

ij (s) 和 T
(3)
ij (s) 定义在 (B.5). 由于 Var{T (1)

ij (s)} = o(n−1
ij

∑d
q=1 h

v
q), 当 nij → ∞ 时,

√
nij

[∑
s∈A

T
(1)
ij (s)− E

{∑
s∈A

T
(1)
ij (s)

}]
P→ 0. (B.6)

类似于之前的证明, 当 nij → ∞ 时,

√
nij

[∑
s∈A

T
(2)
ij (s)− E

{∑
s∈A

T
(2)
ij (s)

}]
d→ N

(
0,

∞∑
k=−∞

Ξ
(2)
ij,k

)
, (B.7)

√
nij

[∑
s∈A

T
(3)
ij (s)− E

{∑
s∈A

T
(3)
ij (s)

}]
d→ N

(
0,

∞∑
k=−∞

Ξ
(3)
ij,k

)
, (B.8)

其中

Ξ
(2)
ij,k =

∑
s1,s2∈A

γij,k(s1, s2) + S−2A−2
j

∑
s1,s2∈A

∑
s′
1,s

′
2∈W

Ci
ii,j,k(s

′
1, s

′
2; s1, s2),

Ξ
(3)
ij,k = S−2A−2

j

∑
a̸=i

∑
s1,s2∈A

∑
s′
1,s

′
2∈W

Ca
ii,j,k(s

′
1, s

′
2; s1, s2).

由 Slutsky 定理, 当 nij → ∞ 时,

√
nij

[∑
s∈A

µ̂ij(s)− E

{∑
s∈A

µ̂ij(s)

}]
d→ N(0, σ̃0

ij(A)),

其中 σ̃0
ij(A) =

∑
s1,s2∈A{γij(s1, s2)+λii,j(s1, s2)}. 进一步,当 nij → ∞时, Bias{µ̂ij(A)} = O(

∑d
q=1 h

v
q).

由此, 根据连续映射定理, 我们可以直接得到定理 4.1 中 µ̂ij(A) 的渐近正态性.

附录 B.3 定理 4.2 的证明

为了扩展 λi1i2,j(s1, s2) 的定义, 定义

ϕa
i1i2,j,k(s1, s2) = S−2

∑
s′
1,s

′
2∈W

{Ca
i1i1,j,k(s

′
1, s

′
2; s1, s2) + Ca

i2i2,j,k(s
′
1, s

′
2; s1, s2)

− Ca
i1i2,j,k(s

′
1, s

′
2; s1, s2)− Ca

i2i1,j,k(s
′
1, s

′
2; s1, s2)}.

附录 B.3.1 µ̂i2j(A)− µ̂i1j(A)µ̂i2j(A)− µ̂i1j(A)µ̂i2j(A)− µ̂i1j(A) 的渐近正态性

由定理 4.1 证明中 (B.5), 对于任意的 i1 ̸= i2, 当 nij → ∞ 时,∑
s∈A

{µ̂i2j(s)− µ̂i1j(s)} =
∑
s∈A

{T (1)
i2i1,j

(s) + T
(2)
i2i1,j

(s)− T
(2)
i1i2,j

(s) + T
(3)
i2i1,j

(s)}{1 + oP (1)},

其中

T
(1)
i2i1,j

(s) = T
(1)
i2j

(s)− T
(1)
i1j

(s), T
(2)
i2i1,j

(s) = T
(2)
i2j

(s)− S−1A−1
j n−1

i2j

ni2j∑
t=1

∑
s′∈W

mi1j{Xi2jt(s
′), s},

T
(3)
i2i1,j

(s) = S−1A−1
j

∑
a̸=i1,i2

1

naj

naj∑
t=1

∑
s′∈W

[mi2j{Xajt(s
′), s} −mi1j{Xajt(s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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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B.6) 和 (B.8), 当 ni1j , ni2j → +∞ 时, 有

√
ni1j

[∑
s∈A

T
(1)
i2i1,j

(s)− E

{∑
s∈A

T
(1)
i2i1,j

(s)

}]
P→ 0,

√
ni1j

[∑
s∈A

T
(3)
i2i1,j

(s)− E

{∑
s∈A

T
(3)
i2i1,j

(s)

}]
d→ N

(
0,

∞∑
k=−∞

Ω
(3)
i2i1,j,k

)
,

其中 Ω
(3)
i2i1,j,k

= A−2
j

∑
a̸=i1,i2

∑
s1,s2∈A ϕa

i2i1,j,k
(s1, s2). 类似于 (B.7), 当 ni2j → +∞ 时,

√
ni1j

[∑
s∈A

T
(2)
i2i1,j

(s)− E

{∑
s∈A

T
(2)
i2i1,j

(s)

}]
d→ N

(
0,

∞∑
k=−∞

Ω
(2)
i2i1,j,k

)
,

其中 Ω
(2)
i2i1,j,k

=
∑

s1,s2∈A γi2j,k(s1, s2) + A−2
j

∑
s1,s2∈A ϕi2

i2i1,j,k
(s1, s2). 由 Slutsky 定理知, 当 ni1j , ni2j

→ +∞ 时,

√
ni1j

(∑
s∈A

{µ̂i2j(s)− µ̂i1j(s)} − E

[∑
s∈A

{µ̂i2j(s)− µ̂i1j(s)}
])

d→ N(0, σ̃0
i2i1,j(A)),

其中 σ̃0
i2i1,j

(A) =
∑

s1,s2∈A{γi2j(s1, s2) + ϕi2i1,j(s1, s2)}. 进一步, 当 ni1j , ni2j → +∞ 时,

Bias{µ̂i2j(A)− µ̂i1j(A)} = O

( d∑
q=1

hv
q

)
.

于是, 根据连续映射定理, 可以得到 µ̂i2j(A)− µ̂i1j(A) 的渐近正态性.

附录 B.3.2 µ̂ij(A)− µ̂ij(B)µ̂ij(A)− µ̂ij(B)µ̂ij(A)− µ̂ij(B) 的渐近正态性

对于区域 A 和 B 使得 A ∩ B = ∅, 令 M1 = |A|, M2 = |B|, M = M1 + M2. 不失一般性, 令

A = {s1, . . . , sM1} 和 B = {sM1+1, . . . , sM}. 可以证明

 µ̂ij(A)

µ̂ij(B)

 =

 |A|−1
∑

s∈A µ̂ij(s)

|B|−1
∑

s∈B µ̂ij(s)

 =

 |A|−11M1 0

0 |B|−11M2

T


µ̂ij(s1)

...

µ̂ij(sM )

 =: Γµ̂ij .

类似于定理 4.1 的证明, 当 nij → ∞ 时,
√
nij(µ̂ij − µij)

d→ N(0, Σ̃ij(A ∪ B)). 由连续映射定理, 当

nij → ∞ 时,

√
nij [{µ̂ij(A), µ̂ij(B)}T − {µij(A), µij(B)}T]

d→ N(0,ΓΣ̃ij(A ∪ B)ΓT).

令 ΓΣ̃ij(A ∪ B)ΓT = ( θ11 θ12
θ21 θ22

). 于是有

θ11 = (|A|−11T
|A|,0

T)Σ̃ij(A ∪ B)(|A|−11T
|A|,0

T)T = σ̃2
ij(A,A),

θ12 = (|A|−11T
|A|,0

T)Σ̃ij(A ∪ B)(|A|−11T
|A|,0

T)T = σ̃2
ij(A,B),

θ21 = (0T, |B|−11T
|B|)Σ̃ij(A ∪ B)(0T, |B|−11T

|B|)
T = σ̃2

ij(B,A),

θ22 = (0T, |B|−11T
|B|)Σ̃ij(A ∪ B)(0T, |B|−11T

|B|)
T = σ̃2

ij(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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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T
|A| = (1, 1, . . . , 1)|A|×1. 由于 σ̃2

ij(B,A) = σ̃2
ij(A,B), 利用 Cramér-Wold 方法, 当 nij → ∞ 时,

√
nij [{µ̂ij(A)− µ̂ij(B)} − {µij(A)− µij(B)}]

d→ N(0, σ̃2
ij(A− B)),

其中 σ̃2
ij(A− B) = σ̃2

ij(A,A)− 2σ̃2
ij(A,B) + σ̃2

ij(B,B).

附录 C 模拟结果

本节将通过仿真实验分析所提出的调整均值浓度的效果.我们将使用北京市中心城区和南部地区

共 28 个污染监测站点的污染物浓度数据和 11 气象站点的气象数据作为基础来进行仿真模拟. 使用

实际数据可以使仿真模拟和实际数据情形更加接近, 从而得到的结论更加适用于实际问题.

冬季是北京 PM2.5 污染最为严重的季节. 为了更好地分析在 PM2.5 重污染季节调整均值浓度的

效果, 本文选择了冬季 (12 月至次年 2 月) 的观测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原始气象数据是 2010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的小时数据. 给定每个冬季, 首先把所有站点同一时刻的原始气象数据合并成一

个向量, 再对向量在时间上进行分块抽样, 最后把抽样得到的时间分块重新拼凑成一个新的时间序列.

具体来讲, 模拟数据的样本量 ñ 分别取为 1,080 和 2,160. 因为仿真模拟中考虑的是冬季的数据, 所以

在本节中取定季节指标 j = 4. 回顾记号 Xijt = {Xijt(s1)
T, . . . ,Xijt(sS)

T}T. 对于给定的模拟数据的
样本量 ñ, 在年份 i 和站点 s, 我们将原始气象向量 {Xi4t}ni4

t=1 划分成长度 l = 12 的时间块, 然后从

ni4/l 个时间块中有放回地独立等概率抽取 ñ/l 个分块, 再将抽样得到的 ñ/l 个分块重新拼凑成长度

为 ñ 的样本 {X∗
i4t}ñt=1, 最后将所有年份的抽样数据合并起来得到最终的气象模拟数据. 通过对观测

到的时间序列进行分块抽样, 我们可以保持模拟数据与原始数据的时间相关性是一致的. 我们用 2015

和 2016 年的气象模拟数据建立回归模型, 用 2010 至 2016 年的气象模拟数据来构造均衡的气象条件.

在生成了气象向量的模拟数据之后,我们根据模型 (2.2)来生成 28个污染物监测站点的污染物浓

度的模拟数据. 我们将 2015 和 2016 年的冬季分别称为第一个冬季和第二个冬季, 并将第一个冬季和

第二个冬季分别表示为 k = I 和 k = II. 对于本节中的仿真模拟, 模型 (2.2) 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Y ∗
i4t(s) = mk4{X∗

i4t(s), s}+ σk4{X∗
i4t(s), s}ek4t(s), t = 1, . . . , ñ,

其中 X∗
i4t(s) 和 Y ∗

i4t(s) 分别表示气象向量和污染物浓度的模拟数据. i = 2015 对应于第一个冬

季 k = I, i = 2016 对应于第二个冬季参数 k = II. 对于每个冬季, 设定回归函数具有参数形式

mk4(x, s) = m{x;βk(w, s)}. 参数 βk(w, s) 在两个冬季的不同站点 s 和风向 w 下不同. 进一步, 回归

函数 m{x;βk(w, s)} 关于参数 βk(w, s) 是线性的, 满足 βk(w, s) = {βk,0(w, s), . . . , βk,6(w, s)}T 且

m{x;βk(w, s)} = βk,0(w, s) +
4∑

r=1

m(r){xr;βk(w, s)}. (C.1)

上式中的各个求和项等于

m(1){x1;βk(w, s)} = βk,1(w, s)x1 + βk,2(w, s)x
2
1, m(2){x2;βk(w, s)} = βk,3(w, s)x2 + βk,4(w, s)x

2
2,

m(3){x3;βk(w, s)} = βk,5(w, s)x3, m(4){x4;βk(w, s)} = βk,6(w, s) log x4,

其中 x = (x1, x2, x3, x4, w)
T 表示由温度、露点温度、气压、累积风速和风向组成的向量. 在模拟仿真

中, 我们没有考虑降水量. 这是因为在北京市冬季的降水量非常稀少, 大部分的降水量等于 0.

554



中国科学 : 数学 第 50 卷 第 4 期

我们根据实际观测数据 {Yijt(s)}和 {Xijt(s)}对模型 (C.1)中的参数分别进行了估计. 2015年实际

观测数据用于估计第一个冬季的参数 βI(w, s), 2016年即第二个冬季的参数 βII(w, s)基于第一个冬季

的参数产生. 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步,对于每个站点,污染物浓度和气象变量的观测数据分别被标准化.

第二步,我们选取了北京奥体中心、房山、官园、美国大使馆、顺义和亦庄这 6个污染物监测站点在 2015

年的标准化观测数据, 用于拟合模型 (C.1). 这 6 个基准站点覆盖了北京市的大部分区域, 因此具有很

好的代表性. 这 6 个站点对应的空间位置组成的集合记为 S = {s01, s02, . . . , s06}. 记用这 6 个站点的标

准化观测数据拟合模型 (C.1)得到的参数估计值为 β∗(w, s), s ∈ S. 第三步,为了减小观测数据的噪声

对估计的影响并抓住主要的趋势特征,令 β∗(w) = 6−1
∑

s∈S β
∗(w, s). 则 β∗(w)提供了给定风向 w 下

各个站点标准化数据对应参数的基准, 我们称之为基准参数. 表 C1 给出了基准参数 β∗(w) 的取值.

下面首先给出在第一个冬季 (i = 2015, k = I) 的模型 (C.1) 参数设定方法. 对于给定的线性

模型, 用原始数据和标准化数据得到的参数估计值之间存在确定的关系. 由此出发, 对于每一个污

染物监测站点, 假定用标准化的污染物浓度和气象的观测数据得到的参数估计值为基准参数 β∗(w),

然后利用标准化数据与原始数据的参数估计值之间的关系, 得到其对应的模型参数. 具体而言, 令

Di4t(s)、Ti4t(s)、Pi4t(s)、Ci4t(s) 和 Wi4t(s) 分别表示在年份 i 的冬季、小时 t 和空间点 s 实际观测到

的露点温度、气温、气压、累积风速和风向. 令

Vi4t(s) = {Di4t(s), D
2
i4t(s), Ti4t(s), T

2
i4t(s), Pi4t(s), logCi4t(s)}T,

βk(w, s) = [βk,0(w, s), {β̃k(w, s)}T]T 和 β∗(w) = [β∗
0(w), {β̃∗(w)}T]T, 则模型 (C.1) 可写为

mk4{Xi4t(s), s} = βk,0{Wi4t(s), s}+ V T
i4t(s)β̃k{Wi4t(s), s}. (C.2)

令 µV
i4(w, s) 和 µY

i4(w, s) 分别为 Vi4t(s) 和 Yi4t(s) 在给定风向 Wijt(s) = w 条件下的条件样本均

值, 即 µV
i4(s) = n−1

i4 (w)
∑nij

t=1 Vi4t(s)I{Wijt(s) = w}, µY
i4(s) = n−1

i4 (w)
∑nij

t=1 Yi4t(s)I{Wijt(s) = w},
其中 ni4(w) =

∑nij

t=1 I{Wijt(s) = w}. 污染物浓度 Yi4t(s) 在给定风向 Wijt(s) = w 的条件下的条

件标准差记为 ξYi4(w, s), 向量 Vi4t(s) 的第 l 个分量在给定风向 Wijt(s) = w 的条件下的条件标准

差记为 ξVi4,l(w, s). 令 ΞV
i4(w, s) = diag{ξVi4,1(w, s), ξVi4,2(w, s), . . . , ξVi4,6(w, s)} 表示主对角线元素等于

ξVi4,1(w, s), ξ
V
i4,2(w, s), . . . , ξ

V
i4,6(w, s) 的对角矩阵. 对于 (i = 2015, k = I) 和任意给定的风向 w, 假设每

个站点的标准化观测数据对应的参数估计值为 β∗(w), 则其观测数据对应的参数估计值为

βk,0(w, s) = β∗
0(w) +

µY
i4(w, s)

ξYi4(w, s)
− {µV

i4(w, s)}T{ΞV
i4(w, s)}−1β̃∗(w),

β̃k(w, s) = ξYi4(w, s){ΞV
i4(w, s)}−1β̃∗(w).

(C.3)

表 C1 仿真模拟中基准参数 β∗(w) 在不同风向下的取值

w β∗
0 (w) β∗

1 (w) β∗
2 (w) β∗

3 (w) β∗
4 (w) β∗

5 (w) β∗
6 (w)

CV 0.00 1.17 0.44 −0.59 −0.28 −0.24 0.01

NE 0.01 1.20 0.60 −0.41 −0.15 −0.26 −0.03

NW 0.00 1.49 1.13 −0.23 −0.14 −0.18 −0.23

SE 0.00 1.17 0.60 −0.36 −0.09 −0.35 0.02

SW 0.00 1.30 0.86 −0.36 −0.15 −0.36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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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实际问题中, 观测到的污染物浓度是非负实数, 但是线性模型得到的污染物拟合值却有可

能是负实数. 为了避免出现这一有悖常识的情形,对于 (i = 2015, k = I),我们在截距项 βk,0(w, s)上加

上一个正实数 c(w, s),其中 c(w, s)是由观测数据得到的满足 mint=1,...,nij [mk4{Xi4t(s), s}+c(w, s)] > 0

的最小正实数. 但是这样得到的污染物浓度的模拟数据会出现很大的数值, 为了与实际观测数据的范

围保持一致, 我们又将所有的回归参数值除以 3, 即对于 (i = 2015, k = I), 将 (C.3) 中的回归系数进

一步作如下变换: βk,0(w, s) 变换为 βk,0(w, s) + c(w, s)}/3, β̃k(w, s) 变换为 β̃k(w, s)/3.

至此,我们得到了第一个冬季 (i = 2015, k = I)时模型 (C.1)对应的回归系数的设定. 对于第二个

冬季 (i = 2016, k = II), 对任意给定的站点 s 和风向 w, 我们在 βI(w, s) 上加上服从 7 维 Gauss 分布

的白噪声向量, Gauss分布的均值为 0、协方差矩阵为主对角线等于 5、2、0.06、1、0.02、0.5和 0.1的对

角矩阵, 得到了第二个冬季 (i = 2016, k = II) 对应的回归系数设定 βII(w, s). 对于这个系数设定, 我

们计算了在 (i = 2016, k = II)时 [mk4{Xi4t(s), s}]
nij

t=1 的取值,发现对于大部分时间点 t = 1, 2, . . . , nij

都能得到非负的浓度值且浓度值与 2016 年冬季实际污染物浓度数据的范围较一致. 如果在模拟数据

中被抽到少数取值为负的时间点 t,我们将令 mk4{Xi4t(s), s} = 0. 换言之,对于第二个冬季 (i = 2016,

k = II), 在生成污染物浓度的模拟数据时, 我们将用 mk4{Xi4t(s), s}I[mk4{Xi4t(s), s} > 0] 来替代

mk4{Xi4t(s), s}, 而由此得到的取值为 0 的情形是很少的.

为了得到污染物浓度的模拟数据, 由模型 (C.1), 对所关注的两个冬季, 我们还需要设定条件方差

函数 σ2
k4(x, s) 和标准化残差序列 {ek4t = {ek4t(s1), . . . , ek4t(s28)}T}ñt=1, k = I, II. 在正文中, 我们

给出了基于观测数据的条件方差 σij(x, s) 的非参数核函数估计量 σ̂ij(x, s). 在仿真模拟中, 我们设定

σk4(x, s) = σ̂i4(x, s), 其中 i 等于 2015 和 2016 分别对应 k 等于 I 和 II. 标准化残差序列的模拟数

据生成自向量值 1 阶时间自回归模型 ek4t = Akek4,t−1 + uk4t, 其中 Ak 为 28× 28 维的矩阵, 噪声序

列 uk4t 是独立同分布的时间序列, 服从均值为 0、协方差矩阵为 Ωk 的 28 维 Gauss 分布. 这里用标

准化残差序列的估计值 {êi4t = {êi4t(s1), . . . , êi4t(s28)}}ni4
t=1 对自回归模型进行进行估计, 并将 Ak 和

Ωk 分别取为估计值, 其中 i 等于 2015 和 2016 分别对应 k 等于 I 和 II. 记标准化残差的模拟数据为

e∗k4t(s).

最终, PM2.5 浓度的模拟数据 Y ∗
k4t(s) 通过将气象模拟数据 X∗

i4t(s) 代入模型 (C.1) 得到, 即

Y ∗
k4t(s) = mk4{X∗

i4t(s), s}+ σk4{X∗
i4t(s), s}e∗k4t(s), t = 1, . . . , ñ, (C.4)

其中 i = 2015 对应于 k = I, i = 2016 对应于 k = II, 且回归函数 mk4(x, s) = m{x;βk(w, s)} 由模
型 (C.1) 给出.

基于气象向量的模拟数据 X∗
i4t(s), i = 2010, 2011, . . . , 2016, 我们可以构造均衡的气象分布. 进一

步, 可以得到在站点 s 和区域 A 的调整均值浓度的真实值 µk4(s) 和 µk4(A) 分别为

µk4(s) = S−1

( A4∑
a=1

na4

)−1 ∑
s′∈W

A4∑
a=1

na4∑
t=1

mk4{Xa4t(s
′), s} 和 µk4(A) = |A|−1

∑
s∈A

µk4(s).

在生成了 PM2.5 浓度的模拟数据 Y ∗
k4t(s)、气象向量的模拟数据 X∗

i4t(s)、标准化残差序列的模拟数据

ek4t(s)之后,可以得到基于这些模拟数据的调整均值浓度的估计值.记在站点 s和区域 A的调整均值
浓度的估计值分别为 µ̂k4(s) 和 µ̂k4(A). 对于给定的两个样本量, 我们分别做了 1,000 次仿真模拟, 并

计算了调整均值浓度的估计量 µ̂k4(s) 和 µ̂k4(A) 的标准误差及均方根误差.

表 C2 给出了在选定的时间段内 28 个污染物监测站点、5 个子区域和整个研究区域的调整均值

浓度估计量的均方根误差和标准误差. 从表中可知, 对于选定的两个冬季, 当样本量增加时, 单站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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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在仿真模拟中, 对于选定的两个冬季, 在 28 个污染物监测站点、5 个子区域内和整个区域上调整均值估计量

的均方根误差 (root mean squared error) 和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黑色数据表示样本量

冬季 I 冬季 II

均方根误差 标准误差 均方根误差 标准误差

区域/站点 1080 2160 1080 2160 1080 2160 1080 2160

整个区域 1.04 0.67 0.94 0.63 0.94 0.73 0.93 0.62

东北区域 1.09 0.70 0.88 0.57 0.96 0.77 0.93 0.61

东四 1.35 0.95 0.95 0.60 0.93 0.71 0.91 0.59

东四环 1.07 0.71 0.87 0.56 1.18 0.93 1.10 0.73

美国大使馆 1.26 0.80 0.93 0.58 0.87 0.66 0.87 0.59

农展馆 1.02 0.66 0.86 0.57 1.08 0.94 0.97 0.62

顺义 1.10 0.69 1.08 0.69 1.12 0.82 1.09 0.71

西北区域 0.92 0.61 0.92 0.61 1.11 0.96 0.89 0.59

奥体中心 1.17 0.78 0.91 0.59 0.91 0.73 0.88 0.57

北部新区 1.06 0.70 1.01 0.69 1.47 1.33 1.07 0.71

昌平 0.85 0.59 0.84 0.56 1.15 0.99 0.73 0.45

官园 0.97 0.61 0.89 0.58 1.09 0.89 1.09 0.69

古城 1.04 0.68 1.04 0.67 1.50 1.34 1.10 0.77

门头沟 2.15 1.30 2.01 1.08 1.04 0.77 0.97 0.64

万柳 1.23 0.85 1.22 0.85 1.67 1.33 1.43 0.98

西直门北 1.35 0.98 1.32 0.94 1.93 1.50 1.56 1.12

植物园 1.02 0.73 1.02 0.72 1.27 0.90 1.23 0.83

东南区域 1.19 0.76 0.96 0.64 1.02 0.63 0.96 0.63

前门 1.10 0.69 1.01 0.68 1.16 0.73 1.10 0.71

天坛 0.98 0.60 0.93 0.60 0.95 0.69 0.94 0.62

通州 1.76 1.31 1.17 0.83 1.30 0.77 1.11 0.74

亦庄 1.41 0.85 1.07 0.69 1.49 1.03 0.93 0.61

永定门 1.18 0.78 1.05 0.71 1.31 1.06 1.21 0.79

西南区域 1.12 0.71 1.02 0.69 0.98 0.76 0.98 0.66

大兴 1.55 0.97 1.19 0.78 1.49 0.90 1.02 0.67

房山 1.48 0.96 1.21 0.84 1.11 0.82 1.10 0.72

丰台 1.15 0.80 1.15 0.78 1.08 0.77 1.08 0.71

南三环 1.34 0.84 1.18 0.79 1.35 1.05 1.31 0.92

万寿西宫 1.08 0.69 1.04 0.69 1.17 0.93 1.16 0.75

云冈 0.94 0.67 0.93 0.64 1.44 1.30 1.05 0.71

南部区域 1.57 1.03 1.27 0.86 1.40 0.87 1.26 0.86

琉璃河 1.86 1.30 1.48 1.00 1.62 1.23 1.61 1.10

永定门 1.73 1.07 1.60 1.05 1.60 0.97 1.42 0.96

榆垡 1.49 1.04 1.15 0.77 1.73 1.14 1.11 0.74

区域内的调整均值浓度估计量的均方根误差和标准误差均有明显下降. 这印证了调整均值浓度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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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相合性. 在第一个冬季和第二个冬季, 28个污染物监测站点调整均值浓度估计量的平均值分别等

于 155 和 187 µg/m3. 与其相比, 调整均值浓度估计量的均方根误差和标准误差则要小很多. 位于北

京市南部的三个子区域 (东南部、西南部、南部靠近河北的地区) 的调整均值浓度估计量比其他北部

子区域具有更大的均方根误差. 这是由于南部的 PM2.5 浓度本身高于北部, 因此, 南部的污染物的模

拟数据也具有更大的变异性.

Regional air-quality assessment that adjusts for meteorological
confounding

Shuyi Zhang, Songxi Chen, Bin Guo, Hengfang Wang & Wei Lin

Abstract Although air pollution is caused by emission of pollutants to the atmosphere, the observed pollu-
tion levels are confounded by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which largely determine the dispersion of the pollutants.
Hence, effective air-quality management requires the evaluation index and statistical measures that are immune to
meteorological confounding and reflect changes in pollutant concentrations accurately and objectively. Motivated
by the task of assessing changes in the underlying emission in a region near Beijing, we propose a spatial and tem-
poral adjustment approach to remove meteorological confounding. The adjusted average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over space and time can capture changes in the underlying emission by controlling the meteorological variation.
Estimation of the adjusted average is proposed together with theoretical and numerical analysis. We apply the
approach to conducting air-quality assessments in the Beijing region, which reveals some intriguing patterns and
trends that are useful for air-qu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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