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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然水 的采样 和 样 品保 存

裘 松
�杭州市卫生防疫站 �

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
,

促使环境水体的

监测质量不断提高
,

各种元素的检出限逐渐

下降
�

常用仪器分析对许多元素的检出限都

已达到 �
�

�一 �� ��� �如阳极溶出
、

无火焰原

子吸收
、

中子活化等方法 �或者更低
�

目前已

知
,

水质微量分析中几乎处处都有
“

陷阱
’ ,

微

量成份极易污染或失少
�

许多在 �� 一‘ � �� � �

数量级范围不曾引起人们注意的误 差 因 素
,

到了 � �一 ,

� � ��� 数量级甚至可以使分析结果

失去意义
�

因此
,

水质分析的质量控制问题

极为重要
�

一般将质量控制分为四个方面
�

� � 有效的采样和保存 � � � �可靠的分析方法 �

� � � 实验室分析技术 � �钓 分析数据处理
�

四

者中间
,

水质采样往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问

题
,

也是实际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
�

最近十年左右时间里
,

有关采集天然水

代表性样品
,

有效地保存水样
,

防止贮存期间

含量变化的问题
,

出现了不少研究报导
�

这

些报导显示 出天然水采样和保存问题理论和

应用的许多新发展和新动向
�

本文拟就有关

文献报导进行选择性介绍
,

着重对近年来的

新技术和新成果作 出简要叙述
�

采 样

“

原处测定
”
是一种最理想的水质监测方

一 � �

法
� “

原处测定
”
常指以探针形式在水体中直

接测出所需要参数
�

目前在天然水中有效地

应用这种技术的仅限于少数几项参数
,

例如 �

盐度
、

色度
、

温度
、

电导
,
� �

、

� �
、 � �卜和 � 二

等等
�

虽有用于测定铜
、

镐
、

铅和水体中其它

一些金属离 子的测量探针
,

但最高检出限只

在 � �一 �一 �� 一��
,

且易受干扰
,

故对未污染水

体并不适用
�

而且
,

由于缺少适当的传感器
,

用探针来进行原处测定的技术在近期内不大

可能有较大的扩展
�

不需要对样品预先浓缩

的阳极溶出分析也被认为有可能用来原处狈叮

定
,

但尚无被推广使用的迹象
�

因此
,

绝大多

数情况下
,

水质参数只能在实验室进行分析
,

必须通过采样步骤
,

以提供获得可靠数据的

代表性样品
�

‘

目前
,

在采集天然水样品时
,

一般只用瞬

时样品和混合样品两种形式
�

采样通常在水

体剖面的各个垂直方向进行
�

垂直水柱的采

样方法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
�

�
�

将采样瓶 �器 � 浸入水体至所需深度
,

水面控制瓶�器 �盖的启开和关闭
.

2
.
将吸水管插入水体至所需深度

,

用泵

将样品吸出水面
.

3
.
用一适当的吸收物质

,

置于水中洲定

深度
,

吸收或浓集所需的元素或化合物
.

4.采取进入容器水量与深度增量互为函



数关系的混合样品
.

现分述如下
:

1
.
采集表层水样时

,

常 用 一 只塑 料桶

和一根尼龙绳提取
.
浅滩河水样品也建议用

玻璃烧杯舀取
.
但这类方法都可能采集到大

量的表层水膜
,

而这种大气与水体界面的水

膜能富集非极性有机化合物和微量金属
,

使

水膜中的有机化合物和金属浓度大大高于被

复盖的下部水层
.

采样瓶(器 )浸人水中一定深度就可以避

免表层水膜的影响
.
但是

,

用这种方法采样

还必须高度重视样品污染问题
.
目前

,

采样

瓶(器)制作材料种类繁多
,

有金属
、

玻璃
、

聚

乙烯
、

聚氯乙烯
、

聚丙烯
、

聚碳酸醋和聚四氟

乙烯等
.
这些材料不但本身含有很多杂质

,

而且在加工成型过程中
,

表面往往被金属或

其它杂质污染
.
有人用中子活化分析测定了

实验室常用容器
、

试剂和器材的微量元素含

量
,

并与天然海水比较
,

结果见表 1
.
金属和

聚合物材料的表层或表面杂质会在采样和贮

存水样时污染样品
.
例如

,

用铜制或铜基合金

的采样器采集海水样品
,

由于海水接触内壁

l一2小时
,

就发生如下反应
:

表 1 海水和实验室常用材料的微最元素含最 (PP 句

材料

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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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使水样

中铜含量增加
.
一般选择聚四氟乙烯和高密

度的聚乙烯作微量元素测定的最合适容器材

料
.
但新容器或长期放置未用的上述容器仍

应在采样前适当处理
.
有人提 出除去聚乙烯

容器表面杂质的最佳方法是以 SN 硝酸浸泡

三天
.
三天以后

,
A I

、

M
n

、

e
u

、

V

、

A
u

、

s b

、

C
r
、

C
。 和 L 。 等离子的浸出率

,

均可小到一个

恒定的水平
.
然而浸洗过的容器表面的吸附

点可能在酸处理的过程中活化
,

以致加剧容

器壁对水样中金属离子的吸附作用
.
用天然

水样品充分洗涤容器
,

以图在天然水与容器

壁之间建立一种金属离子浓度的平 衡 关 系
,

可以使吸附作用减至最低
.
为了尽可能减少

容器对样品的污染机会
,

还应注意容器形状

的设计 (尽量减小面积/体积比 ) 和尽量缩短

水样贮存时间等项问题
.

2
.
以吸水管浸入水体

,

用泵吸取样品的

方法可用在各种深度采集样品
.
采 集 浅 水

吃< 100 米)样品时
,

只需要一只简单的真空

泵
,

一根聚乙烯管和一只大烧瓶
.
而深层水

体的采样则往往需要用多级的
、

水滑润的
、

能

保持水体层流以减少管壁摩擦
,

并以适当的

材料制成的吸泵
.
由于结构较为复杂

,

故容

易使水样受到污染
.
有人比较了多种 Ni ski

n

采样器和吸泵系统带入的微量金属污染
,

发

现采样器的硅橡胶弹簧会 引进铁
、

锌杂质
,

使

水样中锌的含量明显增高
.
为了防止设备

、

材料引起的污染
,

已经有人用尼龙制造的泵

和聚乙烯水管来采集天然水 的 微 量 分 析 样

品
.
研究泵系统的选择和使用还有其它报导

,

不一一例举
.

3
.
采用吸收剂或吸收物质的浓缩采样方

法是一种很有潜力的天然水采样方法
.
用这

种方法可以避免容器吸附
,

并可能分离疏水

性有机化合物
.
这项技术对于需要大量样品

的放射性元素测定
,

如
Z10
Pb

、 3

251

、 ’

犯
s
等元



素特别有益
.
采集微量元素也常用这种方法

.

例如
,

用一种 u 形玻璃管
,

内部充有液氮和玻

璃珠
,

借以收集经 sn (I I) 还原的汞离子
,

据

报导这种方法可用来采集含量极低的海水样

品
.
有一种重金属离子的原处浓集采样 方

法
,

水样大量通过聚乙烯容器内的过滤装置
,

金属元素就会浓集在 c he lex
一 1 00 树脂管内

.

然而
,

这种树脂浓集技术目前仍有局限性
,

在

清洁水体中
,

只能浓集 Cd
、

Pb 和 Cu 的 30 一

70 务
.
有报导介绍一种现场使用的连续液液

萃取集样设备
,

可用来采集水体中含量低至

10一 ,

克/升有机污染物
,

采集多氯联苯和其它

农药时
,

据称有 83 一% 外 的回收率
.
天然水

中微量成分的预浓缩采样技术发展很快
,

但

目前效果不一 有人讨论了天然水中微量金

属元素的预浓缩采样的设计准则
,

认为
,

以电

沉淀
、

离子交换膜
、

玻璃固定鳌合剂理论为基

础的各种原处浓集技术中
,

多孔玻璃固定鳌

合剂
,

如 8一经基唆琳
,

对特定成份的采集效

果最好
.

4
,

多数水体由于流速
、

局部地形条件等

原因
,

微量成份分布往往呈非均匀状态
.
很

多决定水质的微量元素和有机化合物
,

是吸

附在河流中悬浮颗粒上迁移的
.
因此

,

某一

点的瞬时样品往往不能代表一个垂直水柱的

水质状况
.
有人介绍了一种

“

深度积分
”采样

方法
.
进入容器的水量与采样深度的增量互

为函数关系
.
最简单的

“

深度积分
”
采样方法

是用一根尼龙绳系一只采样瓶
,

瓶子随绳匀

速沉入水底
,

使整个垂直线上的水都可以进

入容器
.
当操作人员感觉到瓶已到底时

,

再

匀速上提
,

这样就可得到一个大抵上的深度

积分样品
.
当然

,

真正的深度积分样品应 当

考虑每一深度增量的流速变化
,

而取相应变

化的采样速度
.
也有一种

“

等移动速率
”采样

法
.
在一系列划成等距离的剖面垂直线上采

样
,

采样器在剖面所有垂线上的移动速度
,

即

从水面到河床
,

再回到水面的速度是一致的
.

所有垂线的样品混和成一个能代表整个剖面

的大样品
.
据认为

,

这种方法可获得具有代

表性的水样
.

样 品 保 存

水样如不能立即分析
,

就必然要考虑水

样的保存问题
.
天然水中的微量成分在贮存

期间特别容易变化
,

结果往往是微量成份的

污染或失少
,

致使分析结果偏高或偏低
.
样

品在贮存期间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

因

此
,

保存方法也各有不同
.
现分述如下

:

一
、

物理
、

化学平衡条件的改变
: 当水

样离开水体进入容器时
,

因接触了氧气
、

容器

壁和另一种环境的湿度
、

压力等
,

都会破坏水

样在原水体中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物理化学动

态平衡
.
温度和压力的变化会使 0

2、
c o

: 、

H 声

和 C H
;
等溶解气体的含量改变

.
co :的改变

会导致 pH 和酸碱度的变化
. pH 增高可以

改变金属离子的化学形态
,

增加金属化合物

的正电性
,

引起吸附增多的现象
.
外界条件

的变化也可以改变水样的氧化能力
,

使样品

中高价离子增多
.
例如

,

海水样品贮存 扣 小

时后
,

几乎全部的二价铁会转化成三价铁离

子的颗粒团
.

二
、

生物和微生物作用
: 生物和微生物

作用不但促使有机物分解
,

而且还直接影响

天然水中很多成份的含量
.
如水样中藻类生

长时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会使 C马含量变

化
。

因而又改变 pH 值
,

引起沉淀
、

络合度
、

吸

附
、

氧化还原速率等一系列平衡过程的变化
.

浮游植物还会富集金属
,

对 c u
、

P b

、

Zn
的富

集倍数可达 3 x l少
.
细菌对微量金属的浓

集作用也可能大大降低金属离子浓度
.
据报

导
,

有一种细菌培养液在 24 小时内可以除去

加人的
6
5Z n 的 85 % 和

’0 ,
C d 的 70 务

.
因此

,

对栖居大量微生物的河水
、

塘水和湖水定量

分析时
,

样品保存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
.
有

人作了塘水样品贮存试验
,

发现由于
“

生物

活动
” 的影响

,

锌的含量严重失少
,

且不规

则
.



微生物常常通过吸附作用来影响金属元

素含量
.
吸附作用的机理可能是一种离子交

换过程
.
据认为

,

微生物表面的细胞壁构造

类似于离子交换树脂
.
计算结果

,

某种格兰

氏阳性菌干燥的细胞壁的离子交换能力甚至

可以超过市售的阳离子交换树脂 De we
x A -

1
.
目前已知的微生物表面吸附的 离 子 有

:

Fe、 M
n

、

Z
n

、

A g

、

C
u

、

L
a 、

C d

、

S
r 、

C
a 、

M g

、

Cs

、

K

、

N
。
等
.
一般说来

,

微生物在生命活动

过程 中吸附微量金属
,

生命停止
,

吸附作用也

就停止了
.

三
、

容 器吸附
:
玻璃容器的吸附作用机

理被认为是离子交换
.
对玻璃的离子交换过

程早有研究
.
在弱酸性或微碱性溶液中

,

玻璃

表面的负电性硅酸基团可以使阳离子得到交

换
.
碱性玻璃的离子交换能力很强

,

但引进

硼硅酸基团后
,

可使离
一

子交换容易下降一个

数 量级
.

聚乙烯和聚四氟乙烯等疏液性聚合物的

离子吸附现象可能是由于表面电荷双层的离

子交换作用引起的
.
但这两种材料的容器对

离子的吸附作用要比派热克斯玻璃好 得 多
.

派热克斯玻璃一旦引进了疏水性硅后
,

也可

以大大减少对许多离子的吸附作用
.

容器吸附不但同容器材料有关
,

还决定

于容器表面积
,

溶液的离子强度和离子的化

学形态
.
一般金属离子在酸性溶液中吸附很

少
.
如采用聚乙烯和聚四氟乙烯容器

,

在水

样中加人 。
、

05 M
H

十的盐酸或硝酸
,

对防止重

金属离
一

子的容器吸附就具有满意的效果
.

四
、

微量金属的保存
: e u、 p b z

n
e d

:

用旧的聚氯乙烯容器盛海水样品
,

5 小 时 内

没有发现铜的失少情况
.
而含有 1

.
17一2

.
19

即b铜的天然水样
,

要经酸化
、

冷冻后贮存于

聚乙烯或聚四氟乙烯容器中
,

才可保存三星

期不致有明显的失少
.
铅离子的阳极溶 出分

析
,

p
H 4. 6 条件下反复镀溶 95 分钟后

,

仅剩

下原铅离子活度 (l
.
3 微克/升 ) 的 20 多

,

其

中 23 % 被派热克斯玻璃容器 壁 吸 附
,

41 %

吸附在反向电极上
.
用聚乙烯瓶贮存 1微克/

升 Cd 的蒸馏水溶液
,

在 PH
6 时

,

32 天未发

现有失少现象
.
而在相同 pH 下贮存于硼硅

酸盐玻璃容器中
,

仅 20 天就失少了 20 务 的

cd
.
当提高酸度到 pH Z 时

,

两种容器均无

发现 c d 的失少
.
若在上述 Cd 溶液中加入

10 微克/升的铅离子
,

那么
,

只有用硼硅酸盐

玻璃容器
,

并控制 pH Z ,

才能维持 斗天以上

不致有明显失少
.
在 pH 6 时

,

无论是聚乙

烯或硼硅酸盐玻璃容器都会吸附全部的铅离

子
.
在去离子水中加入 400 微克/升的铅离

子也获得了相同的结果
.

H g:水样中微量汞的保存方法已有综述

性文章作过详细介绍
.
由于 鞠(H)/ Hg(l)

电极电位对具有很高的还原电位
,

因此
,

H g

(l l) 极易被水中微量弱还原物质还原
.
咸水

或淡水加盐可以降低还原电位而抑制可溶性

还原物质引起的汞失少现象
.
汞离子易在容

器壁和胶体物质上吸附
,

易生成有机汞化合

物
.
金属汞可以存在于容器中的气液界面

,

也可能穿透聚乙烯容器壁扩散
.
现将近年来

汞分析水样的有效保存结果列于表 2
.

含汞水样的保存剂可分为氧化剂
、

杀菌

剂和络合 剂 三 类
.
如 : K

Ze rZO 7、 K M
n
o

; 、

H
Z
o

Z 、

C N
一 、

S C N
一 、

半胧 氨 酸
、

A
u
C I不

、

E D T A 等
.
大部分试剂只在酸性溶液中有

效
.
目前

,

在选择最有效的保护剂方面仍有

争论
,

但是
,

对决定有效保存的一些有益因素

已有一致意见
.
如 : 低 pH 值

,

高离子强度
、

氧化性环境等
.
有机络合剂与汞形成的高度

稳定的络合物会影响测定过程的某些化学平

衡
.
如用半胧氨酸作保护荆时

,

就必须增加释

放出汞 的额外步骤
.
E D TA 也有类似情况

.

Cr
:
在 pH 6

.
95 条件下

,

用派热克斯玻璃

和聚乙烯容器贮存 1 毫克/升 Cr (I H ) 的水

样
,

lD 天后发现失少达 15 多以上
.
三价铬

含量高的河水样品 40 天 后 甚 至失少 50 多
.

但是
,

水样中加人放射性示踪元素
’℃: (111

、

VI ) 的实验却没有发现明显的失少现象
.



表 2 天然水中ppb 级汞的有效保存方法

样样 品品 H g (微克/升))) 容 器器 加 入 试 剂剂 有效保存天数数 报导年份份

湖湖 水水 0 .05一0
.
555 Pyr ,

P T

...

0

.

I N H

z
s o

一
+

Z o 3
H ggg 1 444 1 9 7 000

河河 水水 lll 铅玻璃璃 0
.
IM H N O

3 + Zo3u ggg 2 888 197444

河河 水水 111 铅玻璃璃 0.()IM H N O
3 + K M o 4 + Zo3H ggg 2 888 197444

塘塘 水水 1555 P *l
、、

U

.

I

M
H

C I

,

I
n

M 半眺氨酸酸 1555 197444

海海 水水 0
.
007一0 0 4444 P l ,

P y rrr
H C I 至 pH I

.
555 5000 197555

海海 水水 0
.
00666 T F ,

P y
rrr

0

.

1 8 M H N O

333

2 111 1 9 7 555

湖湖 水水 0
.02一0

.
06555 P T (经热酸洗))) 3% N

aC I + 艺o ,
H ggg 呼777 1 9 7666

海海 水水 0
.
02一0

.
06555 P T (经热酸洗)))

203H ggg 5888 197666

湖湖 水水 0 .02一 0
.
0 6 555 P T

(未处理))) 10 毫克/升半胧氨 酸十
’。3

H ggg 3 000 1 9 7 666

河河塘水水 111 Pl ’’

0

.

I
M

H N O

,
+ 0

.
0 1

M N H
;

S C NNN 6 0
(

< 1 5
oC )))

1 9 7 777

海海 水水 111 PT ,

玻璃璃 l% H
250 ; + 0

.005% K
:C rZO ,,

1 2 000 1 9 7 777

注: 表中 P yr
、

P T 为派热克斯玻璃和聚乙烯
,

T F 为聚四氟乙烯
.

其它金属离子
:
其它一些金 属 元 素在

Ro be rts on 和 Be ne
, 的报导中也有所研究

.
天

然水样中的 M n
、

C
。 、

T h 在天然 pH 条件下

失少显著
,

但可以用酸化溶液的方法来加以

抑制
.
A u 在经过酸化的溶液里仍然有明显

的失少现象
.
有人报导了室温条件 下 1 pPb

B e 溶液在各种容器中贮存 2 个月后 的 变化

情况
,

认为在聚丙烯
、

聚四氟乙烯
、

聚氯乙烯
、

聚乙烯
、

玻璃和聚碳酸醋等各种材料制作的

容器中
,

聚碳酸醋是最佳的贮存容器
,

69 多

的样品在贮存 2 个月后没有 检 查 到 失少 现

象
.
有资料报导

‘”
Sn 作示踪剂的 lpPb sn 溶

液中 sn 的失少情况
: 当有强氧化剂 K

Z
Cr
z
q

、

K M
。仇 或 凡凡岛 存在时

,

sn 的失少就非

常明显
.
在酸化条件下 (至 o

.
IM )

,

各种容

器可以贮存水样 60 天而不致有 Sn 的 失 少
.

如在 24 小时内分析
,

可采用多种塑料容器
,

而不使用保存剂
.

五
、

营养物质的保存
: 由于生物

、

酶和

吸附作用
,

天然水样品中的微量营养物质很

容易在贮存期间发生变化
.
这种含量变化往

往在采样后一小时就会发现
.
各种试验结果

的报导很多
,

但意见分歧
,

至今尚无定论
.
目

前
,

多数作者倾向于采样后迅速冷冻的方法

(如乙醇浴至一20 ℃ )来保存水样
.

含氮样品常用的保存方法也是迅速冷冻

至 一20 ℃
,

有些报导认为冷冻的方法并不可

靠
.
在缺乏深度 冷 冻 的 条 件 时

,

40 毫克

H gCI 扩升可作为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水样的保

护剂
,

也可加入醋酸苯基汞
,

在 斗℃ 贮存
,

两

种方法都能保存可溶性无机氮
.
也有人提出

加氯仿作为保护剂的
,

但氯仿可能使水样中

的氮以氨的形式逸出而影响分析结果
.

六
、

其它: 水体环境中有许多农药是不

稳定的
.
因此

,

采样后应尽快送至实验室分

析
.
一般情况下

,

农药水样不必加固定剂
.

但苯氧酸除草剂和多氯联苯除外
.
苯氧酸可

调节酸度到 pH Z来加以保存
,

而多氯联苯样

品中加入甲酸后也可以贮存 巧 天
.
可溶性

硅酸盐的水样
,

建议用聚乙烯瓶贮存
,

并可在

室温下保存几天不致缺少
,

如将样品冷冻至

一20 ℃
,

反而会引起相反结果
.
如 4℃ 条件

下暗藏
,

至少可以维持浓度 1 个月不变
,

如长

期贮存时 (> , 个月)
,

可以加入 40 毫克/升

H gCI
:
予以保护

.
氰化物样品加 N aO H 至

pH 12 ,

在 5一 10 ℃ 的冷暗环境中贮存
,

这样



既可防止氰化氢的挥发
,

又可防止微生物的

分解二碱性溶液中氰化物的保存效果也有详

细报道
.
井水中 pPb 级砷易吸附于容器壁而

引起失少
,

建议在采样后 8小 时 内 加 10 毫

克/升浓 H CI 来加以保护
.
采用此法

,

不经过

滤而直接贮存的水样在一星期内分析
,

没有

发觉 A
s的失少

.
有人研究了含阴离子洗涤

剂 (8
.
2和 0

.
42 PP m ) 贮存在玻璃瓶和聚乙烯

瓶中的河水样品在 23 一26 ℃ 和 4一6℃ 时的

稳定性
.
未经处理的样品在室温下保存 2天

后分解达 50 多以上
.
加人 0

.
5多 的 N aC N

或氯仿饱和水后
,

在室温下贮存 7 天
,

分解降

到 10 外 左右
.
海水中的碳水化合物容易变

质和分解
.
用旧聚乙烯瓶和玻璃瓶在室温或

冷冻贮存水样
,

并加人 2 毫克/升 垅cl
Z
作

保存荆
,

仅 2一3 天时间
,

就发现达 36 多的

失少率
.
建议用新聚乙烯瓶冷冻贮存水样

(< 一20℃)
.
回收试验证明

,

采用新容器的

冷冻法至少可以保持含 pPb 级戊糖和己糖等

碳水化合物的样品 23 天浓度不变
.

综上所述
,

可见天然水的保存方法大抵

有如下几种
: (l) 选用适当容器

,

酸化溶液
,

防止容器吸附
.
(2)低温冷冻或加人杀菌剂

,

防止微生物作用
.
(3)加人络合剂

,

生成稳定

的
,

不易吸附的络合物或萃取人有机相进行

保存
.
在保存水样时要全面考虑

,

区别对待
,

按具体情况选用适 当的保存方法
.

厂
~ ~ ~ ~

.
~ ~ ~ ~

、

} 简 讯
、
~ 一~

·

~ ~ ~ ~ ~

声

含 铬 废 水 的 综 合 利 用

泰州化工厂从 1966 年起对电镀 含铬 废

水进行了综合利用
,

利用废水中的六价铬生

产涂料铬黄
.
但是

,

沉淀的废渣仍然存在
,

能

不能在现有条件下加以利用
,

这是应该考虑

的一个问题
.

19 75年彩色和防锈颜料会议后
,

了解了

有关磷酸铬
、

磷酸铁
、

磷酸锌等防锈涂料的情

况
,

受到很大启发
.
对电镀含铬废水利用了

铬酸钠之后
,

还剩余铬酸锌
,

铬酸铁
.
如再以

磷酸根沉淀锌
、

铁
、

辅以亚铁还原
,

产生磷酸

铬
,

又增加了磷酸铁
,

应该同时可以获得磷酸

三盐
.
实验结果与设想完全一致

.
其反应过

程为
:

1
,

将六价铬还原为三价铬 ‘指镀锌钝化

液)
.

2
.
再以磷酸根离子沉淀铬

、

铁
、

锌
.

从理论上说
,

金属混合晶休保存乃至提

高了原有金属物理化学性能
.
三种磷酸盐的

混合晶体均优于三种原有的性能
.

197 8年 10 月
,

泰州化工厂与无锡造漆厂

合作
,

制成的磷酸三盐
,

并参照国外资料与作

为防锈漆主要原料铬酸二苯肌相比较
,

两者

同时制成防锈漆
.
并同时进行近 6 个月的耐

温
、

耐湿
、

耐盐雾试验
,

其效果一致
,

不变不

蚀
,

耐气候性
、

附着力都很强
.
实践表明

,

磷

酸三盐具有很好的防锈性能
,

其混晶体还是

很好的防锈漆原料
.
铬酸二苯肌造价较高(每

吨 1 万多元)
,

生产过程中粉尘毒性也大
.
我

们利用电镀含铬废水制成的磷酸盐
,

则是化

害为利
,

变废为宝
,

其使用价值却与铬酸二苯

肌殊途同归
.

(江 苏省泰州化工厂 陈错然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