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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相对湿度对降尘与 相互作用的影响

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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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

� �
�

� �
�

脱附量
样品编号 � 采样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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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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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

�� �� �� 也曾发现
,

用苯萃取过的飞

灰样品与未经萃取的样品相比较
,

吸附 �伪

的容量可相差二倍
�

这是 由于颗粒物表面的

一些活性位置被一些有机物所 占据
�

表 � 示出不同湿度条件下实验结果
,

降

尘消耗 � � �

的能力及平均反应速率 随 着 湿

度的增高而增加
�

这也许是固体颗粒物含有

金属氧化物和盐
,

这些物质首先吸附气相中

的 �� 进一步发生化学反应消耗 � � � ,

有的

进行催化氧化最后形成硫酸盐
,

如果在干燥

的空气中只限颗粒物表面
,

或者说一旦颗粒

表面活性位置被占满
,

反应即会停止
,

然而当

湿度较大时
,

在颗粒
‘

物表面会形成水膜
,

形成

的硫酸盐会被溶解
,

使表面活性位置不断活

化
,

因而显示出湿度的影响
�

这现象与参考

文献�� 的结果是一致的
�

现场监测
【�� 也曾发

现当阴天
,

湿度较高时 �� 转化为硫酸盐的

反应速率增大
�

三
、

小 结

用燃煤发电厂飞灰
,

城市降尘进行实验
,

环境信息

这些固体粒子与 �� 发生物理吸附
,

化学吸

附及化学反应
,

消耗气相中的 ��
�

本实验所采集的飞灰
,

降尘样品消耗 �吼
能 力分别为 �

�

��一�
�

� � , �
�

� �一 �
�

� � � � �
�

平

均反应速率分别为 �
�

�� 一 �
�

�� � � � 一, , �
�

�一

�
�

� � � � 一玩� � �
·

� ��
�

在上述颗粒物与 ��

相互作用中湿度对其影响比较显著
�

致谢
�
本实验中高能物 理研究所杨 绍

晋
,

钱琴芳进行 中子活化分析
,

降尘样品由北

京市环境监测中心提供
,

比表面积测定由曹

美秋同志完成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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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一个大型垃圾处理装置

英国 �� �� � �� � � � ��� 研制并安装了一个大型

垃圾处理装置
,

每年可处理 �� 万吨垃圾
,
仅需 �� 个

工人操作
�

用垃圾制成的商品有三种 � 煤球
、

金属

和地面覆盖物
,

可供有关部门使用
�

垃圾先用廉价有效的弹道分离法装 置 进 行 分

选
,

然后 用压缩装置加以压缩
,

并通入热空气使之脱

水干燥
,

最后经制球机制成可燃烧的煤球
�

其具体制

造方法如下 � 铲车将垃圾送到水平输送机上
,

送人初

级粉碎机内粉碎成 � �� 毫米的物体
,

再进入初级旋

转筛
,

其直径 �
�

� � ,

长 �
�

� � ,
筛板孔直径 � �� �

�

筛

选后的垃圾颗粒被传送到两个作为弹道分选的振动

进料器内进行分选
,

分出轻质可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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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系列采样器与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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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器实验结果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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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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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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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0

。

6 6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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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9

0

。

3 1 9

0

,

2 9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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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K c 一 8 3
01 采样器与大流t 采样器所测 叩. 浓度比较

11111 22222 今今 555 666 777 888 999 1 OOO

DDD
.
3 5 666 0

。

3 8 888 0

.

3 7 555 0

。

4 3 999 O

。

5 3 666 0

。

8 0 222 0

。

9 9 000 0

。

7 4 999 0

。

6 6 333 0

。

5 888

000

.

3 9 555 0

.

4 0 777 0

.

3 9 222 0

.

3 7 333 0

。

5 7 666 0

。

8 6 666 0

。

9 9 777 0

。

7 3 777 0

。

7 2 999 0

。

6 0 111

<
5 外

,

由此结果可以用相关系数由过去所ml]

定 T sP 的浓度推算出 IP 的浓度
.

三
、

结 论

本仪器体积小
、

重量轻
、

便于携带
.
所采

集的颗粒物 50 务 捕集效率 D , 。

为 9
.
3产 ,

在

规定 l。产士 1 范围内
,

达到设计要求
,

与国外

通用的仪器相比
,

误差 < 10 多
,

壁损失均值

< 5务
,

经 8个在不同现场试用仪器连续运转

5 昼夜以上
,

各种参数值是正确的
.
北京

、

上

海
、

武汉
、

太原
、

大连
、

昆明等城市用本采样器

及大流量采样器侧定颗粒物 的 浓 度 进 行 比

较
,

不论 T sP 、

IP 的浓度或颗粒物 的 成 分

(如 BaP 、

e d

、
p b

、

恕⋯)均呈高度相关
,

两

台仪器平行结果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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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物
、

细粒物和重物(如砖头
,

废铁等)
.
轻质可燃物

被送到水平筛上 (宽1soom m
,

长 600om m
,

筛孔直

径 允m m )进行筛选
,

筛出可燃物再被送人第二个粉

碎机内进一步粉 碎
,

接着进入制球机内压缩成初级

的齿形可燃物
,

再进人级联式旋转干燥器内 (直径
2 .8m ,

长 16
.8m )干燥成含水量为 15 % 的物体

,

最

后再运送到第二个压制机内制成煤球
.

[羽卒摘译 自 Revue p ol ytec h
nique ,

1 斗6 0
,

2 9 4 一 19 5 ( 195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