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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
一
汽油

。

燃料的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赵瑞兰 刘秀兰 白遭彬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一
、

前 言

近年来
,

甲醇作为一种最有希望的代用

燃料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

尤其是作为内燃机

燃料已部分进人实用阶段 甲醇作为燃料主

要的环境影响是 在贮存
、

运输各个环节中

的蒸发
、

事故性散溢和内燃机排放对大气和

水质影响以及发动机尾气的光化 学 反 应性

国外资料
。一‘及我们做过的大量试验表 明

,

甲

醉燃料与汽油相比对减少环境污染有利 对

生态系来 说
,

要比相同水平的汽油影响小  

本中心 自 年起
,

根据国内甲醇应用

研究的情况与几个
一

单位协作
,

对甲醇
一

汽油混

台燃料
、

纯 甲醉燃料的汽车和发动机的排放

性做了研究
,

并且对
、

燃料使用过程中蒸

发排放到大气里的甲醉
、

甲醛浓度进行了监

测
,

对给予环境的影响做了评价

本文报道了在商品化示范性试验里
, ,

燃料 巧 猫甲醇 务汽油 在贮存
、

使用过

程中甲醉
、

甲醛给于大气的负荷及 。。

发动机台架试验燃用
,

的排放性

二
、

实 验 部 分

试验
,

燃料的贮存和使用过程的 现场监测

及场地行车试验均在
,

燃料商品化小范性

试验点 太原第三运输公司和汾阳运输公司

完成  ! 发动机燃用
,

和 汽 油 排放

性对照试验与交通部公路所协作完成 分析

物及分析方法见表

采样

环境大气样 用 玻璃

注射器 经大气采样器用吸收液吸

收

发动机尾气样 在距 发 动 机 排 气 管 口

处引出五条内径 币 的采样管
,

甲

醉
、

甲醛的采样管加热保持在 ℃ 甲醇

通过加热的六通阀进人色谱仪
,

甲醛通过大

气采样器用吸收液 蒸馏水 吸收
、 、

和 在室温下采样

表 测试仪器和分析方法

分 、
一

物

‘
’

‘ 、

玉

分析方法

非分散红外

化学发光法

〕、

入 比色法

仪 器

一 , 型了
’

‘车排气分析仪 日才丈理研

一  型氮氧化物分析仪 日木理研

一 , 气相色谱仪 北京分析仪器厂

月 分光 光度计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
一

卿大气 采样器 北京环保仪器厂

鼓池 却吸收管 本中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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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果 和 讨 论

表 给出了贮油罐周围
、

泵房及修理

车间的空气中甲醇
、

甲醛的浓度

驾驶室里的甲醇 甲醛主要来自曲轴箱

科 学
· 。

和化油器以及扩散进来的尾气 表 给出了

几次行车中甲醇
、

甲醛的加权平均浓度
‘
这

里 一 里全互
,

其中
‘, ‘工况下测定的浓度

整个行程所用时间
, 、 工况行驶时间

表 贮油雄周围
、

泵房
、

及修理车间空气中甲醉
、

甲醛的浓度

采采采样点点 于 备 注注

太太原第三运输公 司司 距油罐 工 , 处处
。

正在 加油时采样样

跄跄跄油罐 下风处处

混混混合燃料罐上方
·

, 处处
。

注注注 油泵周围围
。

汾汾阳运输公 司司 注油泵室内内
。

门窗关闭一夜夜

注注注油泵室内内
。

加油时 未通风

士士士也下甲醉罐室内内
。 ,

燃料 车未进人车间前前

汽汽汽车修理间内内
。

, ,

燃料 车试车过过
。

,
。

程程程中
,

修理车间各各
。 。

不不不卜采样点点点 《飞
。

太原第三运输公司的贮油罐和加油泵 均装在室外 汾阳运 输公 司贮油罐在通风较差 的地下室

表 驾驶室里甲醉
、

甲醛的测定结果

燃 料 、一攀 吐噢 ” 热血沙
’ ’

厂
’

黔获诬退
’

一
’

—
…
一
一

竺

分一…一筑一
一止

料祥址卜
全

笑子匕

二匡乒…万平一万卜
二二

”

…
」 。〕

」
一 一

发动机燃用 与汽 油的排

放特性

图 一 给出了 发动机燃用
,

与汽油燃料外特 性和负荷 特 性 甲醇
·

、

甲醛
、 、

和 的

排放变化 结果表明
,

两种燃料的五种污染

物排放随转速和功率变化的趋势 大 致 相同

燃用
,

比汽油
, 、

排放有 沂

增加
、

减少 的排 放两种燃

料相近

发动机的排放性除了和本身的结构
、

运

转参数
、

燃烧质量有关外
,

还和使用的燃料有

关
,

燃料比汽油排放的甲醇
、

甲醛有所增

加
,

主要是因燃料里掺人了甲醇后
,

一部分未

燃的甲醇随尾气排出 未燃的甲醇在排气管

里又会部分地氧化生成 甲醛

甲醇的热值较低
,

只有汽油的工
,

甲醇

汽油混合燃料的热值低于汽油 因此当燃用
,

燃料时
,

如不加大化油器燃料 供 给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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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烂契不

一任侧锐泪肇面曰幻

邵

线
切 王

已侧健招耸曰勺

·

发动机转速‘ 屺 卿
能一傲产愉一喃一宁护

友动机偷出功率〔

图 外特性
、

的排放 图 负荷特性
, 、

的排放

必然会使汽缸的混合气热值降低
,

这样使用
,

燃料时燃烧室的反应温度低于汽油
,

使

排气里的 含量与汽油相比应该减少
,

而

我们所得结果
,

两种燃料相近
,

这可能因试驮

时空燃比不同所致

甲醇是含氧燃料
,

它的燃烧速度
。

大于汽油
,

这样
,

燃料较汽油

能更有效地燃烧
,

所以
、

排 放较汽

汕有明显降低

场地行车排放的 甲醇
、

甲醛在大气中

的浓度测定

试验在太原第三运输公司停 车 场 进行
,

场地面积为
,

行车速度 ,

,

车流量为 一 辆次 分
,

行车时间
,

行车场地及采样点布置见图 实验

有关条件见表 斗

表 给出了场地行车试验和怠速试验汽

车排出的甲醇
、

甲醛经扩散后在人气中的浓

度 从所得均值看
,

比汽油排 放 的 甲醇
、

甲醛有所升高
,

对于同一种燃料怠速排放较

表 场地行车实验有关条件

试验 日期
大气压

, 风向
风速

,

车辆负荷 本 底 子直

。

吕
。

目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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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行 车汤地及采件点 仁J置

行车排放要高
.

为了考察汽车尾气对大气的影响
,

选择

公路行车做试验较为理想
,

可是对 M
l,
燃料

来说
,

由于
一

各种原因尚难实验
.
尽管场地行

车与公路行车相比有一定的局限性
,

但经过

模式计算后
,

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

四
、

结 语

1.操作人员的环境包括燃料 贮罐 周围
、

泵 房
、

驾驶室和修理车间等
.
从表 2

、

表 3 给

出的结果看
,

这些环境里的甲醇浓度为 0
.
04

一 o
.
55ppm

,

甲醛为 3
.
9一25ppb

,

这 样 的水

平低于我国居民区大气环境允许的 日平均浓

度的规定 (甲醇 10 9/m
3
约 o
.
84p泌

,

甲醛

。
.
朽m g /厅约为0

.
0斗p p。 )

.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

作 甲醉
、

甲醛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

2
.
发动机怠速试验排放测定的结果 M :,

比汽油排放的 甲醇有所增加
.
汽油为 此一70

ppm ,

M

, ,

为 40一170 PPm ; 甲醛也 有增尔(
,

汽油 为 5一50 ppm
,

M

; ,

为 8一SOppln : H C
、

c o 外特性测定二者均降约 50 外 N O x 抖卜放

两种燃料接近
.
从当前各国对汽车排气所限

制的污染物 (H C
、

C O
、

N O
x 等)看

,

烧 M l,

比烧汽油对减少环境污染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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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对场地行车试验测定的各采样点的结

果
,

经过模式计算后
,

推广到公路行车 可以做

出污染预报
.
如果与本试验条件相近

、

在市

区常速行驶下使用 M , 、

燃料
,

离公路 50 m 以

外的下风处 甲醇浓度接近本底值
.
即使仅离

公路 sm 处 甲醇
、

甲醛的浓度也只有 0
.
05p pm

和 0. 00 5p pm 仍低于居民区的卫生标准
.
若不

考虑其它污染物的影响
,

车流量可达 10
,

0

00

辆次 /小时
. 「

参 考 文 欲

「l ) A llsu p
,

J

·

R

· ,

B E R C
/

R
I

,
7 6 /

1 5
,

1 9 7 7 一 81
.

〔2 ] 卜e e h , o
l
o

d
,

R

·
a : ,

d p u
l l m

a n ,

J

.

a-

,

S A
E
一
8 0 0 2 6 0

,

1 9 8 0

.

t
3

J D
u t

k i
e

w
l e z ,

R

·

K

·
a , , (

I N
a t e s ,

R

·

J

· ,
p r o C

·
0 产

6 动
·

I
刀多

·
J夕 , 抢

·

O 月 刀I
co 方O I F 企‘才lt T

亡c
h

· ,
B
一
4
.

p p
·

2 一23
,

1 9 8 4

.

[
4

] L

〕
w

r a n e e ,
R

.

s

.
a , ,

d
e

h
a r

l
e s ,

M

·

U

. ,
E P A 4 6 0

/

3 一 8 2
一。。4

.

L S ] T im o u r姐.
,

H

· ,

U C R L

一
5 2 6

97

, 一9 7 ,
.

在农药长期培养下的细菌群体中

选育降解菌株的初步试验
*

吴 云 马 国 华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一
、

前 言

有人推测
,

释放到环境中的大量人工化

合物
,

如农药等
,

可以引起微生物群落以新的

降解功能进化的方式反应〔1] .

现在
,

已有许多

人从农药污染区中分离到各种降解菌株
.
但

是
,

由于自然环境的作用因素比较复杂
,

在微

生物降解农药功能的进化问题上
,

各种条件

难于确定
,

因此
,

通过实验室手段
,

了解原先

无降解农药能力的细菌群体
,

利用农药在各

种特定的条件下
,

促使降解功能的获得
,

这将

为降解菌株的选育和进化的研究提供重要的

依据
.

我们自 19 83 年以来
,

先后利用 6 株假单

胞菌
,

11 株根瘤菌
、

19 株苏芸金杆菌和 1 株大

肠杆菌以及在农药污染区 分 离 的 13 株革兰

氏阴性菌
,

共 49 株供试菌株
,

分别用 6“
、

2
,

、一 D
、

2

,
、, , 一 T (

2
,

4
, , 一三氯苯氧乙酸 )等农

药长期培育
,

并按分类进行混合涪养
,

加人低

浓度诱变剂混合培养等处理
,

定期测定这些

菌株的生长繁殖情况和降解能力
.
目前发现

,

某些菌株 已初步获得对 2
,

4
一
D 和 6“ 具有

一定的降解能力
,

现将试验的初步结果报告

于后
.

二
、

材料 和 方法

1.培养基
(1)

’

生长培养基
: 牛肉膏 5g

、

蛋白质 10

只
、

N
a
C I 5 9

、

琼脂 209
、

自来水 1000m l
、

p
H

7

.

4 一7
.
6 ,

1 5 磅灭菌 30m in
.

(2) 选择培养基的种类
、

成份和制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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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工作由陈涛
、

罗绍彬
、

岑英华等同志提供试验菌
株 , 方慈祺

、

余运华同志在技术上进行热情的指导和

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