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三种浓度相关比较 》。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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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计重浓度度
。

一 一
毫克 米

沉沉降浓度 吨 更 弓弓弓弓弓弓弓

月月
·

公里

条曲线的指数 一 一一 之间 本底

态曲线说明
, 。 微米以下的微粒所占比例急

剧减少
,

但是据我们的测定以及其它国外数

据
,

即使在浓度只有几千粒 升的地区
,

微

米仍占有很大比例
,

就是在洁净室中也如此

而图 中的本底态 微米以上总数也达 万

粒 升以上
,

这并不是太洁净的数字

总之
,

我们认为在双对数纸上大气尘的

粒径分布呈直线性这一重要特征是可以确信

的

大气尘计数浓度 用光散射式计数器测

定 和计数浓度 用滤纸称重办法测定 之间

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关系
,

因为影响因素太多

例如大气尘的比重可以因地区
、

季节而有很

大不同 粒径大 倍
,

重量可以大 倍
,

所以分散度的影响极大 这方面我们没有进

行具体的对比
,

但是在图 上给出了国外实

测对比资料可作参考 根据一些数据分析
,

几种浓度的关系大致如表 所列
,

同时列 出

了几个要求计数浓度极低的场所以 作比 较

作者认为计数浓度与计重浓度有一个相关范

围
,

所以在图 上加了两条虚线 一般来说
,

对于污染地区
,

可按上面的虚线
,

中间地区可

按实线
,

清洁地区可用下面的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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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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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凤
一

霞 李学梅
复旦大学化学系分析组

一
、

引 言

存在于水及废水中的大多数有机物在紫

外有吸收光谱
,

尤其是不饱和的和芳香族有

机物在紫外有强烈的吸收
,

而在特定的场合
一

有机物的组成一般变化不大
,

所以
,

水中溶

解的有机物可用紫外吸光度来测定 其 含 量

最近
,

国外 如 日本 已将水中有机物的紫外

吸光度作为评价水质有机污染的新指标 侧

定此指标所需的仪器简单 以低压汞灯作为

光源
,

操作方便
,

响应快
,

成本低廉 比一般

湿法化学测定系统的设备要便宜得多 这些

仪器除了校正表头满度需要 少 量有机标 样

外
,

不使用其它化学试剂
,

便于连续自动监

测 这是迄今测定水中有机污染的最便宜
、

最实用
、

响应最快的方法
,

是一种很值得推广

协作单位为上海城建局排水管理处污水监测站化验

室



的评价水质有机污染的新指标

前人 自 年 特别是六十年代
、

七十

年代以来
,

在利用紫外吸收测定水及废水的

有机物含量的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
。一

他

们针对不同的水质选用了适当的测定波 长
,

研究了紫外吸光度和 以及 之间的

相关关系
,

以及干扰物质包括悬浊固体 以下

简称为 的影响等问题
,

并应用于饮水
、

海

水
、

河川
、

地下水
、

城市及工业废水
、

污水处

理厂的进水和出水等方面的监测工作 在 日

本川
、

德国
、

捷克  
、

美国
〔‘, 、

英国
〔,司叼等都试

制了专用的监测仪

目前国 内尚未见到这方面的工作报导
,

我们试图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这个新指标

引入到我国的水质监测工作中去
,

并试制了

相应的简易的专用仪器

我们以苏州河水为实样
,

用回归分析法

研究了  !
,

毫 微米的 吸光 度 与

重铬酸钾法测
, ,

五 日生

化耗氧量 和  之间的相关关系
,

并对标

准浊度溶液的配制及悬浊物质对紫外吸光度

的影响进行了一些试验

表 苏州河水的
, , , ,

及
。

值

试样编号
, , 了

「

  !科 ! 乃乃肠犯邓邓的 !邪肠卯 “洲阴 !  料 巧 

表 苏州河水的 人炜
,

及
,

值

试样编号
盆, , ,

朽 !的鸿阳 !叩玛
八闰了,了气了,‘工,‘了臼

一洲, ,‘

 ! 抖
,工,巾乡,曰

‘,‘任一,

,几‘一,

二
、

实 验 部 分

, ,
与

, ,

和 ℃ 的相

关关系

实验仪器

一 一
有机污染监测仪 英

公司 夕 年产品 仪器基本原理是利用紫

外
—

可见两个波长的吸光度之差来测定水

中有机污染物的含量
,

以消除废水中悬浊物

质的影响
一
总有机碳分析仪 附红外线

气体分析仪及台式自动平衡记录仪
,

海第

二分析仪器厂 年试制

实验方法

每一水样 同 时 测 定其
二 , 、 ,

 和 值
,

然后把相应的 ”。一
, , ,

一 和
,

一

一 的一系

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测 戊  , 用 弘 有机污染监测仪
,

测

用 一
总有机碳分析仪

, ,

及
。

采用传统的测定方法 除
,

值外
,

其它监测指标的单位均为毫克 升
, ,

的



表 苏州河水的 伟
,

及  值

试样编号
, ,

日期为 月
、 、

日
,

在水面下 厘米

处取样 苏州河水的
二
一

, ” ,
一

和
,
一 的相应数据见表

、 、

。

根据表
、 、

所做的散点图 图略 可

看出苏州河水的
 ,
一

, 、

一

及
 !∀# 一TO C 的变量间大致呈线性关系

,

因

此考虑用一元回归直线方程的数学模型来表

示两变量之间的关系
: 夕~ 外 +

“

其中
二 即 A执

7
值

, x 为自变量
.
夕 为

c 0 D cr或 Bo D ,
或 T o c 的 。

次测量的平均

值
,

Y 为因变量
.
b 为回归直线的斜率一 为

回归直线的截距
.
表 1

、

2

、

3 的数据经过回

归分析(计算过程略)
,

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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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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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试样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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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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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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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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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目a二0 。

O ,

承

牢*

水样未经过滤
相关系数
—

描述二个变量线性关系密切程度的数量指标
.
其绝对值在 0 和 l 之间

,

其绝对值愈按近 l 则
二 与Y 间

线性关系愈好
*** 标准剩余差 s

,

如近于 O 则可认为
‘与 Y 无线性关系

.

—
用以衡量实测值 (随机因素) 离 回归方程求得的 y 的平均值波动的大小

,

它是预报的精确度的标

志
,

s 愈小预报的精度愈高
.

显著性水平 “

—
如 二 为 0

.
05 则指预报错的可能性是 5%

,

可信概率为 l一a 二 95 %
.

随机变量服从于正态分布
,

根据正态分

布的性质对于固定的
二 、

y 的测得值是以 夕

为中心而对称分布的
,

愈近 夕的地方出现的

机率愈大
,

落在 夕士 2S 的区间约 占95 务
,

即

在测定时全部可能出现的 Y 值 中约有 95 并

的测得值在 夕 ~ bx 十 口士 2S 的范围内
.
一

般工业生产上取的显著水平为 士 25
.

我们对上述回归方程进行了实 样 检 验
,

即以测得的 A流
,
值代人有关回归方程

,

求出

相应的 e o D
cr,

B o D

S ,

T O C 值
,

再与实测值

进行比较
,

求得的绝对偏差大都在 土 2S 的范

围(见表 5
、

6

、

7
)

.

求得 A
253
一
COD 回归方程的 A 253. 7最小

值为 。
.
2 4 ,

所以当 A
253.7 < 0

.
2 4 时偏差较大

.

因回归方程的适用范围一般仅限于原来数据

的变动范围
,

不能任意外推
,

异常现象可能

由于河水有机组分的改变所致
.
据 文 献 报

导[91
,

C O D
c r

测定的精度一般为 10 汤左右
.
我

们测定的相对偏差若以 A 拐
.7
> 0

.
24 计算则

为 11
.
斗并
.
BO D S 测定的精度一般为士 30 外

左右
.
T O c 测定 的 精度在低 范 围 时是

土 60 多
,

而在高范围时一般为 士 12
.
5 % 左右

.

文献报道[71
,

当T o c 测定的含量范围是 4
.
3一

9
.
7毫克/升时

,

其标准剩余差 s ~ 士 1
.
23 毫



表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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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方程的实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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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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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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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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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n c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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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3

.
7

一的D
S,

A
2 5 3 7

一T oc
回归方程

的实样检验的绝对偏差大部分在 士 2s 左右

(当含量小时相对偏差就较大)
.
其相对偏差

与文献〔9] 所报道的范围相差不多
,

说明上述

回归方程的模型还是符合得较好的
.
在测定

苏州河水的有机污染时
,

以 A 二3.
,

值预报或代

替 e o D c
r、

B o D
,

及 T o e 值是完全有可能

的
,

而测定 A 253.
,

值比其它三个指标的方法更

为简单
、

经济及快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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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相对偏差

为 25一分 外左右
.
我们的测定即使在 A

253. ,
<

0
.

24 时相对偏差也小于 60 外
.

从上述数据看来
,

苏州河水 的 人53.
,
一

(一) 紫外吸收值除了可通过回 归 分 析

求得与 CO D
、

Bo

D

、

T 〔)C 的相关关系以预报

c 0 D 、
B O D

、
T o c 值外

,

更重要的是它可作

为独立的监测水质有机污染的新指标
.
因任

何测定方法都有其局限性
,

都是相对的
.BO D

的氧化率只有 50 多左右
,

c 0 D 的氧化率是

5D 一90 多
,

T

oc
与 T O D 是燃烧氧化

,

其氧化

条件离自然界的氧化条件相差很远
,

且至今

未解决各种不同测定器的标准化间题
.
所以

我们认为就简便
、

快速
、

经济以及连续自动监

测等方面考虑
,

紫外吸光度比 BO D 、
C O D

、

T o c
、

T O D 更为优越
.
紫外吸光度作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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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水质有机污染的新指标应该获得广泛的应

用
.

(二) 紫外吸收不能检测所有的有机物
.

饱和的有机物如葡萄塘
、

简单的脂肪酸
、

醇

及简单的氨基酸等
,

紫外吸收很少或没有吸

收
.
此外

,
A
乃3
.
,
所测定的是在该波长有吸收

的各种有机物吸光度的总和
.
当有机物成分

改变时
,

由于不同的有机物的克分子吸光系

数的差别必然影响 A
25 3. ,
值

,

所求得的相关关

系及回归方程因污染源而异
,

不能普遍适用
,

需要根据具体的场合作出相应的回归方程
.

(三)从实验得知
,

当 Fo rm az in 有机浊度

大于 10 T
.
U
.
时

,

对紫外吸收则有影响
.
在

生产实践中
,

一般有机污染严重的废水往往

是悬浊固体中的有机成分较高
,

这给仪器的

使用带来一定的局限性
.
因此

,

如何消除有

机 貂 的干扰
,

在试制中改进仪器设备也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
.

(四) 回归分析需长期积累资料
,

所测试

样数愈多其结果就愈准确
.
我们今后还需做

长期细致的测定工作
,

以便探讨紫外吸光度

与其它各有机污染指标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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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抗氯
、

吸氯植物的研 究
*

王 焕 校 吴 玉 树
(云 南 大 学 生 物 系)

许多植物都能吸收空气中的有毒物 质
,

减少污染物的含量
,

从而起到净化大气
、

保护

环境的作用
.
因此

,

造林绿化净化大气是当

前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
.

我们以昆明电化厂为对象
,

针对该厂受

到氯和氯化氢气体污染
,

在污染区进行实地

调查
、

对比栽种试验和人工熏蒸氯气等方法

筛选抗氯
、

吸氯植物
,

并在此基础上测定叶片

汁液 pH 值的高低
,

进一步验证植物抗氯性

的强弱
.
经过二年多的多次重复试验

,

已初

步筛选出一批抗性强
、

吸氯量高的植物
,

可供

在氯和氯化氢气体污染的地区造林绿化 用
.

本文最后提出了在不同污染区造林绿化树种

酉己置方案
,

以供参考
.

试 验 方 法

本试验主要分两部分
: 第一评定植物抗

氯性的强弱 ;第二评定净化氯气的效应
.

一
、

评定杭氛性强 弱采用以下四种方法

1
.
污染区调查

:
调查厂区及其附近的三

个不同距离点共 30 种植物在受氯和 氯化氢

气体污染的条件下
,

叶片的受害症状
.
根据

受害程度(与对照区比较)划分为四个抗性等

级
.

* 本课题在曲仲湘教授领导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