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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Xi’a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ntity of vehicles and 
AQI or SO2 or NO2 by Spearman correlation test. It’s found that so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appear in residents’ travel habits and time. Those characteristics mean air indicators like AQI and 
SO2 and NO2 will peak with quantity of vehicles at the same time, especially during the rush hours. 
The result of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hich is about quantity of vehicles and corresponding 
indicators declares the opinion of this article. It show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quantity of vehicles and quality of air in urban area in Xi’an, and the coefficient goes to 0.688. The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by analyzing and dealing with the actual data. In other words, quantity of 
vehicles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which result in ai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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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Spearman相关性检验及统计分析的相关方法，以西安市为例，分别对机动车通行量与AQI、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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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空气质量随居民出行特点及时间上的变化特征及趋势；即二者呈一定变

化规律：在上班高峰期及下班高峰期至晚9点出现当天AQI、SO2、NO2数值高峰。依次选取机动车数量

与对应空气质量检测指标进行斯皮尔曼双边检验的相关性分析，综合可得出西安市机动车数量与对应空

气质量检测指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相关性，相关系数最高达0.688。利用实际数据的直接处理和分析，

直观的说明了机动车通行量对城市空气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即机动车是影响空气质量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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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二十年来，我国在经济、工业等方面持续进步，但也迎来了非常严峻的环境问题，其中最明显的

一项就是空气污染。雾霾作为人们生产生活当中最直接接触的空气污染，甚至成为了一种灾害性天气类

别出现在报刊、电视、网络及其他天气预测系统当中。由此可见，空气污染问题对人类社会经济、民生、

交通等方面产生威胁的严重性已经不容忽视。 
近年来我国的空气质量问题突出，而不同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却对机动车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这一

问题持不同观点、甚至对立观点，因此本文从利用实际数据验证交通量与空气污染是否存在相关性的思

路出发，挖掘和分析机动车数量与城市空气质量检测指标的变化特征与趋势、二者是否存在相关性关系

及相关性强弱等问题，并以西安市为例进行分析，说明二者相互影响的现象，提出改善建议，希望对有

关城市机动车出行规划、数量控制、空气污染治理、居民健康及出行安排等问题提供有效依据。 

2. 研究背景及现状 

2.1. 研究背景 

空气污染，让人类首次尝到破坏大气环境恶果的著名历史事件就是“伦敦烟雾事件”。据统计，在

1952 年 12 月 4 日至 9 日，大雾持续的 5 天里丧生者达 5000 多人，该事件的发生后两个多月内又有 8000
多人相继死亡，使“伦敦烟雾事件”成为二十世纪最触目惊心的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自此人们越来

越多的认识到空气污染的严重后果，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认识到了大气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积极

地开展调查研究、颁布法令、推动大气环境保护工作。 
我国是受到空气污染侵害的典型国家之一，特别是城市空气污染现象尤为严重。西安市又是在近三

十年来典型的空气质量变化明显且在近五年受雾霾影响频繁的城市之一，据西安市环保局数据显示：2010
年，西安市空气污染天数 61 天；2011 年，西安市污染天数为 60 天；2012 年，西安市污染天数为 60 天

[1]；2013 年西安市空气污染天数达 227 天，成为 2010 年以来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年份。其中 2013 年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5 日，雾霾持续 8 天。越来越恶劣的天气现象让人看到了空气污染的强大危害：标志性

建筑在视野中消失；医院呼吸科门诊人数较往常增加了约 20%；视觉受阻造成交通隐患威胁人们的出行

安全[2]。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出了完善环境监测、优先解决重点区域空气质量

问题，及时做好观念与管理方式转变的要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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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并着手进行空气质量相关研究，涉及医学、气象学、经济学、

工程学等许多领域，但总体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空气污染成因、分布特征、影响因素等分析

[4]；空气污染形成气候、地理条件等[5]；空气质量预测及评价模型[6]；空气质量与居民健康、社会经济

发展等的相互影响[7]；也有许多专家学者从发达国家空气治理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中寻求突破点，希

望找寻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的空气治理道路。但是，在雾霾成因的主要因素上各专家和各部门之间却一直

众说纷纭，不同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各持不同观点，甚至是对立的观点。 
新华网曾表评论称：以北京等地近期的重度雾霾为例，环保部门专家认为与采暖燃煤排放二氧化硫

等污染物密切相关。住建部门有关官员则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汽车尾气，不是供暖。而 2015 年 12 月 7
日新华网的报道为《环保部确认 9 个城市雾霾“元凶”，北京为机动车》[8]。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叶盛基

副秘书长则称：机动车是雾霾形成的因素之一，但并非最主要因素。兰州大学杨肃昌、马素林在《空气

质量与城市发展》一文中认为：人口密度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明显，城市公共交通对全国和东西部省

会城市的空气质量甚至起到了恶化作用[9]。很多不同观点不一一列举，以上研究及报道说明：目前我国

对于机动车(特别是私家车)与城市空气质量的相关性仍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本文认为：目前分析和解决雾

霾等空气污染问题的首要任务是找出形成污染的主要因素，并进行遏制、优化和寻求改善方案。 

3. 机动车通行量与空气质量监测指标与数据说明 

我国空气质量检测指数主要包含氮氧化合物、碳氧化合物、臭氧、二氧化硫、PM2.5、PM10 等等[10]。
这些空气污染物主要来源是汽车尾气、工业生产、建筑工地和道路交通扬尘、居民生活(如北方冬季供暖)
及其他。目前，在国家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中已将 SO2、烟尘和粉尘等一次污染物及其他

污染物减排量纳入各级部门落实大气污染控制措施的主要约束依据[11]。 

本文以西安市为例，对实际监测所得不同路口每小时交通量进行对应指标的累计收集，并结合机动

车尾气成分对应空气质量监测的指标进行折线图分析，然后利用 Spearman 相关性检验及统计分析的相关

方法对每小时机动车通行量与空气质量监测指数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说明。 

3.1. 数据来源及说明 

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机动车尾气排放、燃煤、工业生产、扬尘等，其中机动车尾

气排放的主要成分为：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含铅化合物、苯并芘及固体颗

粒物等[12]。而造成目前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即为 CO、SO2、NO2 等气体以及大气中直径小于或

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针对这一点而言：汽车排放的尾气成分与空气污染物中的一些成分是一致的。

因此，本文选择机动车通行数量作为数据分析和研究的对象，而没有选择相对较为复杂的机动车尾气排

放综合数据或扬尘等其他指标的原因在于：1、机动车尾气和扬尘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数据，它涉及发动机

型号、机动车自身排气管净化装置性能、路面状况、车速等许多方面，非专业人士的计算可能会有很大

的偏差和疏漏；2、机动车尾气综合了许多化学成分和直径不同的尘埃颗粒，也不能进行简单直接的叠加

和替代。但是，我们可以把各类排放成分都看成是机动车数量的这一自变量的因变量，即各类化学成分(如
本文主要进行分析的 SO2、NO2 等)和扬尘等都是随着单位时间内通过监测站点的机动车数量而改变，这

样不仅能直接分析出机动车数量与空气质量监测指标的相关性，也更加简单明了、便于理解。综上所述，

我们选择机动车通行数量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 
具体来说：机动车通行数量的测量单位时间为小时，是实时抓取的西安市空气质量监测站点数据；

空气质量监测指数测量单位时间仍为小时，来源为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其中，西安市空气监测站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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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长安区、临潼、草滩等共计 13 个，监测指标包含：AQI、PM2.5、PM10、CO、SO2、NO2 等。 

3.2. 机动车通行量与空气质量监测指数的定性分析 

我们依据地理位置分布不同、天气影响等原则，剔除风力、雨雪等对空气质量监测指数的影响，选

取样本站点。这样选取的样本站点可以保证在没有风力、雨雪和地理位置分布等条件的影响下，在相近

的天气状况、外部条件，排除了不可控的一些外部因素，只考虑在不同路段的机动车通行量对于附近空

气质量监测指标的影响。具体选取站点为小寨、兴庆小区、广运潭、经开区四个区域为样本，对应的机

动车数量统计路段依次对应为：小寨西路-朱雀路西南角、兴庆路–互助路、谢王立交、朱宏路。因机动

车尾气排放的主要成分为：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CO、SO2、NO2、含铅化合物、固体颗粒物等，

本文对应空气质量监测的指标选取 AQI、SO2、NO2 三个指标进行分析说明。 
本文选择的样本站点(即小寨、兴庆小区、广运潭、经开区四个区域)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进行筛选，

剔除掉上述风力、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只选取晴天、多云且风力小于三级的日期。其次，在筛选后的日

期中保留数据完整，每单位(即小时)数据准确、无遗漏的天数。然后将符合以上筛选条件的数据进行初步

分析，再去除无效数据，如阶段性重复、全天无变化等情况的日期。最后，再与对应日期的机动车通行

量数据进行匹配，将最终保留下来的日期里空气质量监测指标绘制成折线图，即 AQI、SO2、NO2 三个指

标对应折线图，依据不同图型变化，分析对应的变化特征及规律。 

3.2.1. 机动车通行量–AQI 的数据分析 
如上文所述，选取四个样本站点的 AQI 为目标指标，只保留四个小区晴天、多云且风力小于三级的

日期，再筛除不满足数据要求的日期，绘制出四个小区不同日期的机动车通行量–AQI 折线图，如小寨

2014 年 4 月 14 日、2014 年 4 月 18 日；广运潭 2014 年 4 月 14 日、2014 年 4 月 15 日等等。将所有符合

筛选条件的日期的每个样本小区的机动车通行量–AQI 折线图(共计 41 幅)进行总体分析，分析变化特征

及规律如下：0~4 时变化规律基本一致，且变化范围小，趋势平缓，多为较缓慢下降趋势。3 (±1)时 AQI
值多出现低谷(占整体数据 60%左右)；20 (±1)时开始极缓慢下降(占整体数据 60%左右)，22 点~23 点多为

一天当中数值的较小值，与凌晨 0-4 时数值差异不大(占整体数据 60%左右)。同时可观察出：AQI 变化整

体波动明显且上下浮动剧烈，峰值不定，存在一定的与机动车通行量曲线变化趋势一致性的现象，但是

不同日期数值差异大，趋势一致性部分图像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特别是峰值滞后性：即 AQI 变化曲线对

机动车通行量曲线变化的反应出现在 2 (±1)小时。就整体而言，机动车数量–AQI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但从图形变化特征上观察相关性较弱。这是因为 AQI 是一项空气质量综合性指数，受到多种指标的影响，

且机动车尾气排放仅为空气污染的来源之一。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为 2014 年 4 月 27 日广运潭地区谢王立交路段变化折线图，下面以图 2 为例进行说明。由图中

所示可知：AQI 指数在 0~5 时基本处于缓慢下降趋势，最低值出现在 5 时为 85；6~17 时变化趋势与机动

车数量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有滞后性；18~20 时趋势平稳，无明显变化；21~23 时缓慢下降，且最小数值

与凌晨 0 时数值差异较小(差值为 20)。 

3.2.2. 机动车通行量–SO2的数据分析 
本小节的数据处理方式及折线图绘制如 3.2.1 机动车通行量–AQI 过程一致，如小寨 2014 年 4 月 14

日、2014 年 4 月 17 日；兴庆小区 2014 年 4 月 15 日、2014 年 4 月 16 日等等。将所有符合筛选条件的日

期的每个样本小区的机动车通行量–SO2 折线图(共计 41 幅)进行总体分析，分析变化特征及规律如下：

0-5 时动车数量、SO2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且全天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即二者 12 (±2)时多出现一天之中的

峰值，19-24 时基本处于缓慢下降趋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图形变化特点来看，机动车通行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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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Quantity of vehicles and AQI indicators in Guangyuntan 
图 1. 广运潭地区机动车通行量–AQI 数据图 

 
SO2 曲线，拟合最好。说明西安市在数据收集区间内的空气监测指数中 SO2 这一指标的主要影响因素可

能是机动车。 
整体而言，机动车通行量–SO2 从图形的趋势及其它特征观察可知二者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这

可能是因为西安市空气质量监测指数中的主要来源之一为机动车尾气，且其影响较为明显。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为 2014 年 4 月 27 日兴庆小区，兴庆路-互助路路段机动车通行量–SO2 变化折线图，下面以图

3 为例进行说明。由图中所示可知：0~5 时机动车通行量与 SO2 变化趋势一致，为缓慢下降，其中变化曲

线略有波动，但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且二者在 5 时出现一天当中的最小值；6~11 时机动车通行量折线处

于明显的快速上升阶段，6~13 时折线处于明显的快速上升阶段，二者变化趋势一致且验证了数据变化比

机动车通行量变化有±2 小时的延迟或提前变化；3~18 时，二者处于波动区间，数值有略微减小的趋势；

18~23 时，两条折线为明显快速下降阶段，且 23 时出现的值为一天当中的较小值，且与初始值极为接近。 

3.2.3. 机动车通行量–NO2的数据分析 
本小节的数据处理方式及折线图绘制如 3.2.1 及 3.2.3 两个小节过程一致，绘制出四个小区不同日期

的机动车通行量–AQI 折线图，如广运潭 2014 年 4 月 14 日、2014 年 4 月 15 日；兴庆小区 2014 年 4 月

15 日、2014 年 4 月 16 日等等。将所有符合筛选条件的日期的每个样本小区的机动车通行量–NO2折线

图(共计 41 幅)进行总体分析，分析变化特征及规律如下：二者全天变化趋势一致性较高，特别是 7 (±1)
时至 20 (±1)时这一时间段，一致性较为显著。且 0~4 时 NO2 数值基本处于下降状态(占整体数据 80%左

右)，下降趋势明显，这也与机动车通行量变化趋势相符。整体而言，机动车通行量–NO2 从折线图变化

趋势及其它特征来看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且部分时段规律明显符合居民生活对机动车使用情况的分析，

也能间接说明西安市空气监测指数中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机动车尾气。具体如图 3 所示。 
图 3 为 2014 年 4 月 27 日广运潭地区谢王立交路段机动车通行量–NO2 变化折线图，下面以图 4 为

例进行说明。由图中所示可知：0~6 时 NO2 数值基本处于极缓慢下降趋势；特别是 7~19 时与机动车通行

量变化趋势一致性较为明显；20~21 时 NO2 数值有较大幅度上升(此处变化为该图形个例)；22~23 时数值

与机动车数量皆为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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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Quantity of vehicles and SO2 indicators in Xingqingxiaoqv 
图 2. 兴庆小区机动车通行量–SO2数据图 

 

 
Figure 3. Quantity of vehicles and NO2 indicators in Guangyuntan 
图 3. 广运潭地区机动车通行量–NO2数据图 

 

 
Figure 4. Quantity of vehicles in Guangyuntan 
图 4. 广运潭地区机动车数量变化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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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机动车通行量与空气质量监测指数相关性分析 

要分析机动车通行数量与不同空气质量监测指标的相关性，首先需要了解和掌握交通量自身的变化

特征及趋势，如波动范围、峰值、谷值、上升及下降高峰期等主要变化特征，才能有利于结合空气质量

检测指标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科学合理的观察结论。 
得出交通量变化特征及趋势后再利用 SPSS 软件对机动车数量与上文中出现的空气质量检测指标进

行相关性分析，将已剔除不达标天气、风力等因素的数据倒入软件，选取双变量分析，依次对交通量–AQI、
交通量–SO2、交通量–NO2 进行 Pearson 的双边检验。 

3.3.1. 机动车通行量变化特征及趋势 
首先，本文对机动车全天通行数量绘制折线图，进行特征分析和趋势描绘，其目的是掌握机动车通

行数量的变化特征和趋势后，对应不同空气质量检测指标的变化规律进行综合比对，分析二者在时间变

化、居民出行特点、峰值出现点等方面是否具有一致性或相关性，及相关性的强弱的等。 
具体为依据 2014 年 2~4 月的已选取区域交通量实测数据分别制作每天的机动车数量折线图，单位为

小时。累计对 2136 小时的机动车数量折线图进行比对、分析，发现该类图形变化趋势及特征，具体如下：

机动车数量变化曲线全天呈整体波动现象，波动中一般出现至少两次峰值，且其中两次峰值基本出现在

7 (±2)时和 18 (±2)时，即上下班高峰期。说明西安市机动车使用全天呈不规则变化状态，特别是在白天居

民为满足工作、生活出行等时间段，机动车使用数量依据需求呈现无规律波动，但是在上下班高峰期即

7 (±2)时和 18 (±2)几乎一定出现两次峰值，符合西安市居民工作、生活出行规律。并且 80%或以上的折

线图中可以看出：7 (±2)时之前数值变化较小，且整体曲线平缓无剧烈和明显波动；18 (±2)时之后机动车

数量明显减少，且减少程度较大、速度较快，几乎无再次上升或剧烈波动现象。更加补充说明了上述推

论，即机动车数量呈现全天不规则变化状态是受居民工作、生活出行等因素影响，同时两次峰值的出现

也是受居民工作、生活出行规律等因素影响，傍晚机动车数量明显下降至次日凌晨波动较小，仅为城市

机动车数量基本值(如出租车、环卫车、公交车和其他必要过路车辆等)。 
本文选取较为典型的机动车通行数量折线图进行说明，如图 4 所示。 
图 4 为 2014 年 4 月 21 日 0 至 23 时广运潭地区谢王立交路段机动车数量变化折线图。由图中我们可

以看出 2014 年 4 月 21 日当天机动车数量变化折线全天呈波动状态；两次峰值出现在 7 时和 16 时；7 时

前趋势平缓波动幅度较小；16 时后下降趋势明显、机动车数量逐步减少至基本值。 

3.3.2. 相关性分析与说明 
在观察数值的直观图形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机动车通行数量与空气质量监测指数的相关性，特

别是机动车为其成分中的和与相应空气质量监测指标的相关性强弱。因此，本文选择同一天的不同区域

对所选择指标的相关性进行验证。下面本文以 2014 年 4 月 22 日收集到的数据为例进行分析，并以小寨(三
环内城区)和广运潭(三环外城郊)两个区域为代表进行简要说明。 

表 1 为对小寨地区 2014 年 4 月 22 日 0~23 时数值进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所得表格。从表中可以看

出每小时内即时测量值在置信度(双侧)为 0.01 时，机动车通行数量与 SO2 数值相关系数为 0.532，即机动

车通行量与 SO2 值在此条件下相关性较为显著。说明在小寨地区每小时行驶过的机动车尾气排放的值对

该地区空气质量检测的对应指标影响较为明显。 
表 2 为对广运潭地区 2014 年 4 月 22 日 0~23 时数值进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所得表格。从表中可以

看出每小时内即时测量值在置信度(双侧)为 0.01 时，机动车通行数量与 SO2 数值相关系数为 0.688，即机

动车通行量与机动车通行数量与 SO2 数值值在此条件下相关性显著。说明在广运潭地区每小时行驶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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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quantity of vehicles and air indicators in Xiaozhai 
表 1. 小寨地区机动车通行数量与空气质量监测指数相关性分析表 

Spearman的rho 机动车数量 NO2 NO2-24 h SO2 SO2-24 h 

相关系数 1.000 −0.011 0.404 0.532** 0.279 

Sig. (双侧) . 0.959 0.050 0.007 0.187 

N 24 24 24 24 24 

注：
**
表示在置信度(双侧)为 0.01 时相关性显著。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quantity of vehicles and air indicators in Guangyuntan 
表 2. 广运潭地区机动车通行数量与空气质量监测指数相关性分析表 

Spearman的rho 机动车数量 NO2 NO2-24 h SO2 SO2-24 h 

相关系数 1.000 −0.090 0.567** 0.688** −0.348 

Sig. (双侧) . 0.675 0.004 0.000 0.096 

N 24 24 24 24 24 

注：
**
表示在置信度(双侧)为 0.01 时相关性显著。 

 
机动车尾气排放的值对该地区空气质量检测的对应指标影响较为明显。NO2-24 h 即的 24 小时滑动平均值

在置信度(双侧)为 0.01 时相关系数为 0.567，即机动车通行数量与 NO2-24 h 值在此条件下相关性较为显

著。说明在广运潭地区，广运潭地区每小时行驶过的机动车尾气排放的对当天的二十四小时平均值影响

较为明显。 
以上为两个比较典型的两个机动车数量与空气质量监测指数相关性分析表格，综合所有已收集数据

的分析表格可以得出接近相同的规律，即：机动车尾气成分中的与在每小时即时值和当天 24 小时滑动平

均值等方面对该地区的空气质量监测指标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关系；虽然不同地区的具体相关指标和数

值不完全相同，但可以说明西安市机动车尾气排放对空气质量监测指标的影响较为明显。 

4. 改善建议及展望 

针对上述分析与结论，本文结合西安市实际发展与环境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希望达到改善城市环境、

优化空气质量的目的。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推动城市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加速完善公共交通的线路规划，尽力覆盖重点地区之间、特

别是人口密集地区的公共交通线路，以完备、快速的公共交通替代私家车出行方式。同时，加大公共交

通的宣传力度和优惠力度，鼓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13]。 
其次，应逐步稳抓城市机动车限行等方面的政策引导，避免“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式的落实方式，

建立常态化的施行政策，长期有效的政策实施帮助居民建立良好的生活出行习惯。 
再次，建立健全城市空气质量预警机制，利用现有传媒手段和先进科学技术做到提前预测、加大宣

传、引导出行、重点区域机动车分流等前瞻性工作[14]，遏制空气质量污染继续快速恶化。 
然后，鼓励绿色环保、高效节能的机动车生产商、尾气净化装置生产商等企业发展，提供可行的政

策扶持与帮助，引导绿色、节能产业良性发展与竞争，淘汰贪图眼前利益、淡漠社会责任的生产商。 
最后，开放环保局等环保机构及交通管理局等部门的建议和举报联系方式，鼓励市民献言献策、监

督和举报不符合环保规定的车辆和个人，以及其他危害城市空气质量的现象和行为，提高民众参与度，

采纳合理有效的建议，共同推动空气质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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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作为西部发展的重点城市和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的起点城市，应当

展现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上的硕果，更应该展现的是一个城市整洁优美、蓝天白云、空气清新的美好家

园。因此，改善空气质量，注重人民健康，有利于推动人民的工作热情和信心，把西安建设成为一个科

学先进、优美和谐、充满魅力的现代化文明古都。 

5. 结语 

综合文中数据和图形分析可知西安市机动车通行数量与空气监测指数的 AQI、SO2、NO2 指标的变化

趋势和数据特征，以及对应数值的相关性强弱。即西安市机动车通行数量与空气检测指数中 AQI、SO2、

NO2 存在不同程度的弱相关性，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机动车尾气排放是西安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但不是绝对主导的影响因素；而且在以小时为单位绘制的机动车数量与、图形中，两两分别呈现出较为

明显的趋势变化一致性等特征，说明西安市空气质量监测指数中、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机动车尾气排放，

且对数值影响较为明显。 
据西安市交警部门统计，截止 2016 年 6 月 19 日，西安市机动车保有量为 2491937 辆，并启动了 250

万辆倒计时活动。这也意味着西安市将有越来越多的机动车尾气排放，如何做到车辆的有效管理和空气

质量保护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现实问题。 
本文根据已有数据进行图像和相关性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且许多数据处理和分析都较为粗

略和浅显；同时由于作者本人的知识存储存在很多不足，专业性不强，有许多数据特征可能无法揭示得

特别得当、许多变化规律和相关性都没有被发现。综上所述，谨以此文说明西安市机动车数量与空气监

测指数的部分指标数据特征及相关性研究结论，即机动车通行量对城市空气质量存在一定的影响，且与

居民出行特征及时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期待对实际的空气污染改善起到一定的作用，达到提高城市空

气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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