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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必须抛光呈光亮的镜面
,

以保证得到低的

背景电流
,

高的灵敏度
,

好的重现性
,

实验结果与电极的预处理和使用过程

的技巧有密切关系 为了得到满意结果
,

必

须非常小心地进行电极的处理和使用 若电

极被干扰物质站污而钝化
,

则必须重新抛光
、

活化
,

使之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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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汞 水 样 的 保 存
刘 其 中 黄春 英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关于含汞水样的保存方法
,

国外已有大

量报导
,

对容器的类型
、

容器的洗涤方法
、

汞

的浓度
、

不同介质的汞溶液及保存剂的类型

等影响保存效果的诸因素进 行 了 广 泛 的研

究
,

并提出了一些可用的保存方法

本文介绍用 多硝酸钾作固体保存剂
,

效果好
,

使用方便
,

可供实际工作中应用

一
、

方 法

一 保存方法

保存试验分标准液和河水两部分进行

标准液 用氯化汞溶于无离子水中配

成 每毫升含汞 微克 用 毫升玻璃

容量瓶盛装
,

冰箱保存

加入保存剂 多硝酸 肠 重

铬酸钾 务硝酸 硫酸

河水 取自珠江广州河段

汞浓度 约
,

用 , 或 毫升

聚乙烯瓶盛装
,

室温保存

加入保存剂 多 硝酸 务重

铬酸钾  关硝酸钾 、 沁硝酸钾

外过硫酸钾 , 务过硫酸钾

多过硫酸钾 硝酸  外过

硫酸钾 十 务 氯化钠 模拟海水 多氯

化钠 模拟海水对照

上述两组试验各有一个不加保存剂的对

照

二 汞的分析方法

为了减少误差
,

全部试验过程均使用同

一批试剂
、

仪器
,

由一人操作
,

每一个样品做

两个平行试验
,

其测定误差小于 多者取其

平均值
,

超过 外者弃去

汞的分析用冷原子吸收法 仪器用

型汞分析仪

具体操作

标准液 吸取试验溶液 毫升
,

稀释至

毫升
,

用汞分析仪测定吸收值

河水 取样前将样品剧烈 振摇约 秒

钟
,

然后量取样品 毫升
,

加 外高锰酸钾

毫升
,

浓硫酸 , 毫升
,

加热至沸腾 冷后
,

用 务盐酸经胺退去高锰酸钾颜色
,

然后全
部倒入汞蒸汽发生器 用 毫升洗气 瓶代

替 中
,

加 外氯化亚锡 毫升
,

用汞分析仪

侧定吸收值



三 评价指标

以汞的保存率作为保存效果的 评价指

标
,

汞保存率的计算方法

汞保存率多 “
保存后测定结果

试验开始时的测定结果

一 标准液

标准液的保存试验结果列于表 结果

表明 多硝酸 十 务重铬酸钾作标准液

的保存剂是可靠的
,

不管在冰箱或室温条件

下
,

保存 夭后
,

汞保存率仍可达 多

冰箱 和 多 室温 硝酸的保存效果

优于硫酸 若不加入保存剂
,

则仅放置一天
,

汞损失就达 并

二 河水

河水保存试验的结果列于表

表 标准液保存试验结果

汞 保 存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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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可见
:

1
.
, 多 硝酸 十 0

.
05 多重铬酸钾最少可使

样品中的汞稳定 20 天[1,
刀
.

2
.

硝酸钾是一个理想的保存剂
,

加入浓

度仅为 。
.
2务

,

在聚乙烯瓶中保存 30 天
,

汞保

存率为 92
.
69 多

.

3
.
0
.
75 % 的过硫酸保存 30 天

,
0

.

5 多 过

硫酸钾和 0
.
1多过 硫酸钾 + 3务氯 化钠和

5 务 硝酸保存 20 天
,

汞基本不损失
.
0
.
1外过

硫酸钾的保存效果不理想
.

4
.
若不加入保存剂

,

仅一天汞就损失
20
.
57多

.

三
、

讨 论

影响汞的保存效果的主要因素是
:

(一 ) 溶液中永的浓度
:

溶液中汞浓度越低
,

则保存越困难
.
因

此
,

在决定采用某种保存方法之前
,

必须首先



了解被保存样品(溶液)的汞浓度范围
.
我们

选择最低浓度的标准应 用液 (0
.
05 微克/毫

升) 和国家规定的地面水中汞的最高容许浓

度 (lp户) 作为试验对象
,

就使试验结果能更

好地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
.
但就我国目前具

体情况而言
,

我们建议把硝酸钾的加入量增

至 0. 5务 为宜
.

(二) 容 器的选择与洗涤
:

目前
,

硬质玻璃瓶和聚乙烯瓶都是较理

想的容器[3]
.
玻璃瓶适于实验室内作标准溶

液的保存应用 ; 聚乙烯瓶适于在野外采样的

复杂环境中应用
.

容器的洗涤通常使用硝酸[41
,

推 荐 的 浓

度有 3务
、

10 多 和 知关
.
但是

,

强酸将给工

作人员带来许多不便
.

我们在本次试验中发现
: 保存剂不但具

有使溶液中的汞不受损失的保存效果
,

而且

还具有洗脱容器壁上污染的汞的能力
.
我们

配制了 , 并 硝酸钾溶液
,

作为聚乙烯瓶的洗

涤剂
,

洗脱率达 90 一98 关
.

(三 ) 溶液中总 离子浓度
:

在河水中加人 3多 氯化钠(模拟海水)与

不加者比较
,

发现其汞的损失速度有很大差

异
.
同样条件下

,

在聚乙烯瓶中保存五天
,

前

者仅损失 34
.
07 务

,

而后者损失达 62
.
10 务

.
这

个结果进一步证明文献关于
“
不同介质 的汞

溶液有不同的稳定性
”
的结论f41

.

稀汞溶液在保存过程中引起损失的主要

原因是容器壁的吸附作用
〔2

,
3 ,

.

当溶液中有其

他离子存在时
,

它们同样可被容器壁吸附
.
其

它离子越多
,

汞被吸附的机会也就越少
.
因

此
,

溶液中总离子浓度(或称矿化度)越大时
,

汞的损失速度就越慢
.

(四 ) 保存 剂的选择
:

保存剂必须具备保存效果好
、

对汞测定

无不良影响
、

价廉易购
、

使用方便等条件
.
目

前除硝酸外
,

应用酸加强氧化剂等保存方法

也不断有所介绍
.
如酸加重铬酸钾

、

单一的

强氧化剂过硫酸钾等等
.

硝酸钾也是一种强氧化剂
,

它基本上具

备了前述保存剂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
.
若它

对其它金属如铅
、

锌
、

镐等也有同样的保存效

果
,

则将在水分析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这

个问题
,

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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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对大气氟污染抗性耐性的探讨
*

陈 国 阶
(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

氟虽不为植物的必需元素
,

但一般植物

都含有氟
,

大致含量为 3一20 PP m (干物质)
,

最高者可达 400 PP m 以上如茶树
.
我们于非

污染区 (峨眉山) 采的 42 种植物的叶片平均

含氟量为 25
.
4 pp m

,

最高含量达 87
.
, pp m

,

最

低 2. 5pPm
,

这说明
,

自然界的植物
,

一般都具

有吸氟能力
.

在大气含氟量大大超过正常值的污染区

内
,

植物一方面受到氟的伤害
,

一方面又提高

对氟的吸收率
,

累积明显增加
.
植物受害程

度和累积氟的能力取决于植物的种类和污染

物浓度
,

我们在氟污染区调查了 40 种植物的

. 金爱珍 ,

陈治荣
,

李峰等帮助分析样品
,

熏气试脸由
四川省林科所

,

张万国
、

王芳瑜等同志进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