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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中指 出 肝癌的发生可能与人摄

人一些玫癌性真菌毒素或其代谢产物的作用

有关 本实验受试的 巧 株真菌分离物有

株具有诱变性
,

进一步表明肝癌高发的扶绥

县粮食真菌分离物中含 有诱变性物质 这些

损伤剂不仅导致 结构的改变而

致癌且可发生遗传性疾病
,

说明摄人霉变食

物在肝癌发生上可能起协同作用比
,

本实

验以
,

活化真菌分离物其诱导原 噬 菌 体 释

放的能力明显增强
,

从而估计这些物质对动

物或人体的潜在危险是 有一定实际意 义的

近十多年
,

多种细胞诱变试验已广泛应

用于环境诱变剂的监测和研究中 原噬菌体

诱导法和 试验一样都有经济
、

快速
、

灵

敏等特点
,

但 试验作为初筛致癌物质

假阳性太多
,

诸如用 法检测为阳性物

的
一

氨基嗓吟
、

苯 龙 已知并无致癌作用
,

这些没有致癌作用的诱变  ! 如上述二者 用

诱导检测法测得的结果均为阴 性 ,

从 而 排

科 学
。

朽
。

除 试验的一些假阳性结果 此外
,

诱导

检测法只用一组菌株就可检测许多不同类型

的化合物
,

尤其成份复杂的混合物潜在致癌

活性 由于大多数致癌物质均能诱导溶源性

大肠杆菌释放 又噬菌体
,

所以诱导检测法作

为遗传毒物的预警系统初筛潜在致癌危险的

物质
,

具有经济
、

快速
、

灵敏
、

准确等特点
,

如

能配合其它测试系统
,

这对环境诱变剂的研

究无疑是一种极为有用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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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甲酸和乙酸测定方法研究

俞绍才 毕木天 栗 欣
北京大学坏境科学中心

摘要 本文研究了一种用红 色担休经强碱 处理作为吸附的载体
, 夫离子水超声浸取

,

禽子色谱法分沂

测定大气中 甲酸和乙酸的方法 对固体吸附管的特性进行了实验室 内模拟及野外 研究 在 采样体 积 为 护

时
,

该法对大气中甲
、

乙酸的最低检出限分别为 拼 记 和 。 拌 , 利用此 法 ,

测出北 京冬季大气中甲
、

乙酸浓度分别为 一 拜 了护 和 一 ”
,

广州 白云山 春季大气中甲
、

乙酸浓度分别为 一 。拜

, ,

和
·

一
·

拜
、、 ,

桂林市大气中 甲
、

乙酸浓度分别为 一 ”
, , 和 一 拜

,。 ,

自从 。 等【 在纽约雨水中首次

测到挥发性的有机酸 一 以来
,

许 多

研究, 表明有机酸是对流层大气中的 重 要

化学组份 等
〔 ,在研究边远地区的湿

沉降时
,

得出有机酸 主要是 甲酸和乙酸 对

降水 自 由酸 的最 大 贡 献 为 佰 到 多

等〔 ,在美国威士康星 春 季 降雨 中

测出甲
、

乙酸浓度范围分别为 一 川
’

和 一 琳 八
,

其对 自由酸的最大贡献为

一 多
,

他们认为有机酸是边远陆地地

区降水的重要致酸因子 最近俞绍才等
￡ 的

研究初步得 出树木尤其是针叶松林伴随着树

叶的蒸腾作用可向大气排放 甲
、

乙酸
,

这对陆

地地区的降水有一定的酸化作用 总之
,

随

现在厦门市环境保护科研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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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对酸雨致酸机制的进一步研究
,

有机酸尤

其是可挥发到大气中的甲
、

乙酸的作用已受

到极大重视

大气中微量有机酸主要 有 两 种 富集 方

法 化学反应法
,

即用碱性水溶液或用碱

浸泡过的滤膜收集 〔气  用适当吸附剂吸附

的方法
,

如用多孔性聚合 物微 球
〔 , , 一 〔, , ,

硅胶 〔“,及用石墨化碳黑

上涂有 ‘, , 作

吸附刘 测定有机酸的方法
,

目前已利用 了

化学色谱技术〔 
、

液相色谱〔川
、

气相色谱
〔 及

离 千色谱法  
, ,

此外还有色质 联 用

法  , 本文研究了一种测定大气中甲
、

乙酸的方法
,

即用红色担体经强碱处理作为

富集的固体载体
,

去离子水超声浸取
,

离子色

谱直接分沂 并用此法实际测量了北京及两

广地区大气中的 甲
、

乙酸

卷 期

的方法同
,

如图 示
。

气态有机酸的发生装置及吸附管的采

样方法

吸附管的收集效率和解吸效率等特性是

评价吸附管的主要参数 用动态 型管采

样装置在室内产生气态 甲
、

乙酸 !
,

模拟大气

条件进行采样
,

如图

化纤绵

图 固体吸附音

一
、

实 验

主要试剂和仪器

 试剂 红色担 体 酸 洗
,

颗 粒 度

一 目
,

北京化工厂
,

优级纯
,

天

律化学试剂三厂
。

仪器  型离子色谱仪
,

, 一

” 。超声波清洗机
,

无锡超声电

子设备厂
。

固体吸附剂和固体吸附管的制备

吸附剂 称 于 烧

杯中
,

加  去离子水溶解
,

加 斗 红色

担体
,

混匀
,

于 ℃ 的烘箱 中烘 干 在

℃ 的马福炉中灼烧
,

以降低有机本底
,

使用前存于保干器中

吸附管的制作 称 lg 处理 过 的 吸

附剂
,

装进洗净的玻璃 管 (内径 0
.
scm ,

长

16c m ) 中
,

用 Ic m 厚的化纤绵固定吸附剂
,

轻敲使吸附剂装紧
,

用火焰将吸附管两端封

死
.
采样时打开两端

,

待采完样后
,

用乳胶管

封死两端
,

装含 0
.
, g 吸附剂的吸附管与装含

采样方法
: 在一定流速下

,

将一定量的

甲
、

乙酸标准溶液用微量注 射 器 注 入 浸 于

95 士 l℃
‘

值温槽的 U 型管中
,

甲
、

乙酸在 U

型管中被气化
,

随着气流被吸附在吸附管中
.

利用在气体洗瓶中装不同饱和盐溶液来产生

不同相对湿度t16J
,

采样系统内的湿度由湿度

计直接测定
.
利用两支分别装有 19 和 。

.
独

吸附剂的吸附管依次联在采样气路上来观泌

吸附管的收集效率及相对湿度的影响
.

微蛋注射器

括性炭 分子 筛
水或泡和让

图 2 气态仃机版 均发生狡置

4
.

样品的解吸过程和分析方法

解吸过程
: 将吸附管中的吸附剂取出置

于 20 m L 的小烧杯中
,

加 3m l 去 离 子水
,

超声浸取 20 m in
,

过 滤
,

残沙洗至炔杯中
,

然后按同样方法浸取一次
,

过滤
,

用去离子水

洗涤残渣
,

最后将残渣抽干
,

滤液合并定容

10 m L
,

得到样品的浸取液
.
作该过程的解

吸效率时
,

将抽干的残渣用去离子水洗至原

来烧杯中
,

加人 , m L 去离 子水
,

超声 20 m i。
,

过滤
,

定容 10 m l
.
该浸取方法的解吸效率

定义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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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吸率(外)一 [( 第一次浸取的该组分总量)/

(第一次浸取的该组分总量+ 第

二次浸取的该组分总量)] X 100 佑

浸取液中的甲
、

乙酸浓度用离子色谱法

分析测量
〔4]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1
.
条件实验

(l) 解吸效率 用图 2 的有机酸发生装

置模拟大气过程产生不同浓度的甲
、

乙酸
,

固

体吸附管收集
,

去离子水超声浸取
,

浸取过程

如前所述
.
表 1 中列出了实验结果

.
当吸附

4
.
6雌 到 12 7. 4户g 的甲酸 和 吸 附 6

.
41 啥 到

1“ 2雌 的乙酸时
,

其平均解吸效率分别 为

96士 5 务 和 93土 6多
,

一

与 G illan d 等‘8 ,
所用的

吸附管的解吸率相近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第

二次浸取过程得到 甲
、

乙酸量比第一次低得

多
,

可以肯定其回收率较好
.
因解吸效率均

大于 90 沁 以上
,

能满足实验的要求
.

(2) 固体吸附管的收集效率 固体吸附

管的收集效率实验
,

采样过程如前所述
,

穿透

科 学
‘

”
.

率按下式计算:

穿透率(拓)一 [( 第二支管收集的该组分量)l

(第一支管十第二支管收集的该组分的

总量)1x 100务

K im 等〔
16] 认为当第二支吸附管上 所 收 集 的

量小于总吸附量的 10 多时
,

通常是可以接受

的
,

不算有明显的穿透 ;若大于 25 多
,

则有明

显穿透
,

结果必须校正
.
表 2 为实验室内利

用图 2 装置模拟大气条件的研究结果
,

表 3

列出实际野外采样时吸附管的穿透率实验结

果
.
在 R

.
H 为 22 外一98 多

,

采样流速小于

5 1/m in 时
,

用装有 19 含 10并 K O H 的红色

担体的吸附管吸收气态甲
、

乙酸时
,

其穿透率
均小于 10 多

,

可满足实际野外侧量要求
.
由

于固体吸附管阻力比较大
,

实际采样时可依

动力泵的情况取小于 5 l/ m in 的任何流 速
,

一般取 , 1/ m in 较好
.

(3) 固体吸附管样品的稳定性实验 花

采样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

用图 2 装置平

行采两个样品
,

实验结果表明有机酸的 U 一

型

管发生装置有较好的重现性
,

平行样品的相

表 1 甲
、

乙酸在固体吸附荆上的解吸效率

甲 酸 (拼g ) 乙 酸 (拌g )

编号 第二次浸取量 } 解吸率(% ) 第一次浸取量 第二次浸取量 l 解吸率(% )

�b一,几,住11,d,目,,,才n,吸UO产QUO凡000声Q
�
OJO沙OJO产O�00了*�J产O,山O,

一2.机3.卜

第一次浸取总量

今
。

6

8

。

,

: ;

12
。

l

1 7

。

4

1 8

。

5

2
3

。

4

3 0

。

7

3 3

。

0

6 9

。

今

8 3
。

8

1 1
8

。

0

1 2 7

.

4

0

。

2

0

。

4

0

。

5

0

。

6

l

。

2

0

。

7

l

。

5

l

。

5

1
1

。

4

2 1

。

6

2 9

。

9

3 3

。

l

3
4

。

8

4
5

。

7

4 7

。

5

9 9

.

0

1 5 8

。

6

1 , 2
。

9

1
6 6

.

2

山

l
,‘
43
曰,

:

:

:

9085列抖姆妞999898”””

平均值 96士5%
-

一月~

-

~
司 -~ ‘曰卜~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

一
一一- ~ . . 门‘白

9 3 土 6%

* 用分析的最低检 出限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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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不同采样流速及 R. H 下的穿透率

11 摄 多 l沮

编编号*** H C 0 0 HHH C H ,
C 0 0 HHH 实验条件件

收收收集量 (拜g ))) 穿透 率(% ))) 收集量 仁拌g ))) 穿透率(% ))) R
.
H
...

采样流逮逮
(((((((((((((((l/m i

n)))

{{{轰;;;
10.77777 2

{:;;;
8%%% 22%%% l。 ,,

{{{盆:::::::::::::::::::::::::::::::::::::::::::::::::::::::
61%%%%%111116。 斗斗斗 2 7

.
777 , %%%%%%%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

5555555555555555555

JJJ

L

,,
3 5

。

55555
5 1

。

555555555

ttt
L

,,,,,,,,

{{{欲欲
99。

77777
1 2

3

.

444444444

{{{
赴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77777。

99999 1 1

。

4444444
1

。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2
。

1 iiiiiiiiiii

了了L
.,,

1 4

.

,,,,,,,,,,,,,,,,,,

ttt L , :::::::
6 ,

。

lllllllll

fff

L

. ,, 4 2
。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III

L

: ;;;;;;;

1 1 1

。

444444444

丁丁L
:,,

7 0
。

888 1

%%%%%%%%%%%%%%%%%%%%%%%%%%%%%%%%%%%%%%%%%%%%%%%%%%%%%

ttt

L

. 。。
l

一

00000 1
3

。

44444
8

0

%%%

0

。

,,

丁丁L
,,

9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ttt
七‘:::::::

狡;;;
2%%%%%%%

JJJL。,,
1 7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ttt
L

Z ,,,, 亏9
.
222222222

JJJ L
: ,,

3 4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

III
L

Z :::::::::::::::::::::::::::::::
1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3

。

444444444

JJJ

L

: 333

7 1

,

77777 1

.

,,,,,,,,,,,,,,,,,,,,

ttt L : 、、、、
L 9

.
111 3

%%%
,

一
一一 一

一一
l。 444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66666 9 弓
%%%%%厂厂L

Z,,
8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ttt
L

Z
。。。。。。。。。。。。。。。

4 7

。

OOOOOOOOO

3333333333333
0

。

0000000000000

fff

L

Z ,,,,,,,,,,,,,,,,,,,

ttt
L
王:::::::::::::::::

9 9
。

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4

%%%%%%%%%%%

JJJ

L

: ,,

6 9

·

任任任任任任任
tttL , 。。 O

。

jjjjjjjjjjjjj

jjj

L

, LLL
1 2 7

.
444 l

%%%
1 6 666666666

III L
3 ,,

t
。

4444444444444

* 单 号为第一文管
,

双号为第二支管
, 分别 袋 饭 和 0 ·

权 吸咐 川
,

采 样日寸!司为 30 汀” n “
一

”

炎示没有测出或及穿通

对偏差小于 10 铸
.
样品稳定性实验方法为

: 于吸附剂是强碱性的
,

可抑制微生物繁殖
,

且

用有机酸发生装置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可

睁 有机酸在样品中是以稳定盐形式存在
,

估计

行采集两个固体吸附管样品
,

其中一个立即 在更长时间保存也会保持稳定
,

因而该固体

浸取 分析
,

另一个则立即甩乳胶管封死两端
,

吸附管适合野外采样
.

室温保存
,

不避光
,

放置 20
「

天后分析
,

比较两 2. 北京及两广地区大气中有机酸的实际

个 结果
.
由表 4 可知存放的与立即分析的样 测量

品结果偏差小于 士 10 多
,

说明该固体采样管 ( l) 野外采样的乎行性及该法的最低检

样品在室温和不避光的条件下 存 放 20 多天 出限 为了说明中际测量 中数据的 可靠 性
,

不会发生变化
,

对结果不会有明显影 响
.
由 用二支吸附管同时进行大气采样

,

两个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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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吸附管穿透率的野外实验

47

H C o 0 H (拜g ) }C H ,
C O O H ( 拼g )

采样地点和时间 流速(l/m i
n
) R

.
H %

{友集量 穿透率}收 集量 穿 透率

北京大学伎物楼
1988

.1 .21 ,
9 : 0 0 一 18 :0 0

{
::

{几万 一

北京大学技物楼
1988 .1.27 , 9 : 0 0 一 18 :00

广州 白云山
1988

.
3
.15 , 8 : 0 0 一18 :00

丁丁第一支章章
LLL第二交 分

爵爵

了了第一支管管
ttt第二支管管 二二匡习二二巨三二

} ”‘

}

竺
‘ 一

}

二

‘一
”

表示没有测出或没有穿透

表 4 固体吸附管样品的稳定性

平行样编 号 采样 日期 分析 日期

日日
,‘,�

,工1人

月月
,儿‘.几

{上:

{t:

1988年
1988 年 {;;{

年 1

年 2

12 日
1 日

{; ; ; } ; ; ;

1 2 日

1 日

}一
竖鳗兰竺

~
一}

一 一全型登竺)一
{竺竺竺竺生}三竺企旦竺竺

~

卜
~
竺丝生}望

户二竺竺生

…一全{一…一兰乞…
一

三一…
.
兰一

{

一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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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进行分析
,

比较其结果
.
表 5 中列 出所

进行的三天野外平行采样的分析结果
.
从 中

可知两台采样泵采集的吸附管样品所测到大

气中甲
、

乙酸量的百分偏差小于 士 10 并
,

说

明该野外采样的平行性较好
,

满足观测的要

求
,

利用本法侧得的大气中甲
、

乙酸浓度是
一

可

靠的
。

当大气采样体积为 2
.
4m ,

时
,

即采徉流

速为 , l/ m in
,

采样时间为 sh ,

根据离子色谱

法侧定的最低检 出限可以算得本法对大气中

甲
、

乙酸的最低检 出限分别为 0. 2挤g
/ m

,

和

住4户g
/ m

, ,

( 2) 实际大气测量结果 我们利用此法

测量了北京冬季大气 中 (地点
: 中关村北京

大学技物楼前) 及广州白云山和广西桂林市

春季大气中甲
、

乙酸浓
t
度

,

表 6 给出了测量结

果
.
由于在采样过程 中

,

吸附管前没有加滤膜
,

因而
,

本法测得实际上应为大气中气态的有

机酸及颗粒中的有机酸及其盐类 的 总 和
.
北

京在 12 月到 l月份是燃煤采暖季节
,

空气中

表 s 野外采样的平行性(地点: 北大技物楼前)

} { { 大气中 有机醉测量结奥 } 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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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北京
、

广州白云山及桂林市大气中有机酸的浓度

11 卷 3 ;组

采样地点 采 样 时 间

采样总体积

(
:n ,

)

R.
H

( % )

大气中有机酸侧 吸
(拌

;/ 。
, 、: ,

)

H C O O 卜I C rJ 3C O O H

.....~~~~~~~~~~~ l

一
.
一
._l_____ _

一26 3。 O

2

.

2 2

.

0 8

。

4

北京大学技物楼

1987 年 12 月 26 日 12 :3 0一17:30

1988 年 l 月 19 日 10 :0 0一 18:00

1988年 1 月 20 日 9 :0 0一 1 8 : 一5

1 9 8 8 年 1 月 21 日 9 :0 0一 18:00

1988 年 l 月 27 日 9 :0 0 一 18 : 0 0

1 9 8 8 年 l’月 25 日 9 :0 0 一 15 :00

2 。

6

2

.

3 :

:

:

3
8

.

7

2

.

4
;

:

:

3

2

.

3

0

。

6
4

。O�tj,‘-
,山
-

�、�今‘,妇,‘,�,山

1 9 8 8 年 3 月 11 日 8 :0 0 一18 :0 0

19 8 8年 3 月 12 日 8 :0 0 一 1 8 :0 0

1 9 8 8 年 3 月 13 日 8 :0 0一 19:00

1988年 3 月 13 日一3 月 14 日

1 9 8 8 年 3 月 15 日 8 :0 0一18:00

2 .7 一不飞了一!一
。

8 0

0
。

2

,八‘“日,‘4OQ了OZQ
矛
O
矛

2

。

7

广州白云山山顶

: :

0 .39

l 。

0

0

.

7 斗

59“1988 年 3 月 26 1刁 8 : 15一 17 :00

桂林市 1988 年 3 月 29日 上7 : 30一 30 日3 : l , :
{

:

19 8 8 年 3 月 30 日 5 :3 0 一 16 :3 0 2
。

4

O

。

3 7

0

。

4 0

0

。

3 7

2

。

0

N
l )

l

。

4

N D

t

。

l

0

.

9 6

0

。

4 ,

N D
:
没有检 出

煤尘较多
,

采样时发现吸附管前段明显变黑
,

其颗粒物的影响可能较大
.
而白云山颗粒物

中有机酸浓度很低[4]
,

其测得大 气可 能基本

为气态的甲
、

乙酸浓度
.
测得北京冬季大气中

甲
、

乙酸浓度分别为0
.
53 一2

.
0那g

/ m
,

和 0
.
64 一

8
.
7产g

/ m
,

; 广州白云山山顶上春季大气中甲
、

乙酸浓度分 别为 0. 2‘1
.
。产g

/ m
,

和 < 0
.
斗一

2
.
0户g

/ m
,

.

桂林市大气中甲
、

乙酸浓度分别

为 0
.
37一 0

.
40拼g

/ m
3 和0

.
45一1

.
1”g

/ m
, .

这

些结果与 Broeeo 和 T appa〔, 3 J用 碱膜 所 测

的 大 气 中
,

甲
、

乙 酸浓 度 分 别 为 0. 02 一

一16 产g
/ m

3
和 0

.
33一4

.
08产g

/ m
3
是相近的

.

法的前处理既简单又易操作
,

是值得推广应

用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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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大气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样品前处理方法比较

李 振 声 郎永 设
〔宁夏环境保护研究所)

摘要 本文对测 定大气颗拉物中金属元素样品的 前处理方 法: 硫酸
一

灰化法
, 常压混酸消解法

,

高压消解法
,

索

氏提取法进行了探讨
.
测定了 C u ,

P b

,

c d

,

C
r

,

B
“ ,

C o’ N i 元素
, 对各方法的空白值 , 精密度

、

准确度
, 以及样

品测定等进行了对 比与评价
.

戒储日尸愁�

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已引起人们普遍关

注
,

目前国内广泛开展了这方 面的研究
.
但

由于大气中微量元素含量低
,

测定有一定难

度
.
本文对国内外 目前广泛使用的几种样品

前处理方法 : 硫酸一灰化法川
, ’

常压混酸消

解法{21
,

高压消解法
L习 ,

索氏提取法
〔4] ,

就其空

白值
、

回收率
、

精密度
,

以及样品测定对照分

析进行了实验比较
,

并对各法作出初步评价
.

认为 :高压消解法具有仪器设备简单
,

操作容

易
,

试剂用量少
,

精密度好
,

准确度高等优点
,

是大气颗粒物中金属元素测定较理想的前处

理方法
.
常压消解法若精心操作

,

防止沾污
,

也是简单易行的方法
.

一
、

实 验

1
.
主要仪器试剂

样品采集设备 :K B
一
1
20

D 型空气采样泵

(青岛唠山 )过氯乙烯滤膜 (遵义化工厂 )

样品前处理仪器设备
: 聚四氟乙烯

、

不

锈钢高压消解瓶
、

石英增塌
、

索氏提取器
、

四

氟增涡
、

电热板
、

马福炉
、

干燥箱
、

四
一

六联电

炉等
.

测试仪器 : 日立 17 0一 7 0 型塞曼 效 应 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试剂 : H N O
3、

H

Z
S O

。、

H C I O
, 、

H C I
( 均

为优纯) H F (超纯 )
.

2
.
操作步骤

采集样品体积一般 20 一30 m
, .

样品前

处理方法(个别略有改动)如下
.

( l) 硫酸 一灰化法[l] 样品 膜置 人 石 英

增竭
,

加 Zm L 0
.
7 % H ZSO 。 ,

玻棒搅拌使样

品充分润湿
,

浸泡 lh ,

然后电热板上加热小

心蒸干
,

将增竭置马 福 炉 400 士 10 ℃ 加 热

4h ,

至有机物全部灼烧尽停止加热
,

冷至室

温
.
再加 1m L H N O 3 及少量去离子水

,

小

心加热转人四氟增涡
,

加 4一6 滴H F
,

在电热

板上 (铺石英砂)小 心 加 热 至 尽 干
,

用 0
.
01

m ol H N O 3 溶解
,

转移定容 15m L
.

(2) 常压消解法[2J 用不锈钢剪刀将样

品膜剪成小块
,

放人 20 om L 三角瓶 中
,

加

Zm L H Zso ;,
s m L H N o

; ,

瓶 口放置小玻璃

漏斗
,

在电热板上加热至膜完全炭化
,

取下冷

却
.
用水吹洗瓶壁

,

再加人 3m L H N O 3,
Z m L

H cl
o

; ,

继续加热至溶液清亮 (炭末除尽再

加 H N o 3,

H e l o
;

)

,

取下漏斗
,

将溶液蒸至

冒 50 3 白烟
,

近干
,

冷却
,

加 0
.
lm ol H N O ;

少许
,

微热使残渣溶解
.
转移定容 15 m L

.

( 3) 高压消解法t3] 将样品膜置人四氟

乙烯瓶
,

加入 H N O 3 Zm L ,

H

Z
S o

; ,
o

·

s
m L

,

H F 1 m L
,

拧紧不锈钢外套
,

置入干燥箱于

”0士 , ℃ 保温 3h 左右
,

冷却后取 出四氟瓶

置铺有石英砂的电热板上敞口加热
,

先缓慢

��习�二又二闷月沁盆.姗不J绝今口.1..日朋,J才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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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l param eters in pepper were studied both in 5011 cul-

ture and in nu仁r ie n t e u
l
tu r a

l
e 义

p
e r
i川en ts

.
T h e r

rea tm en ts

o f th e h ea v y m
eta ls d e e

rea sed fre sh w e ig h t an d P rom o ted

sen escen ee o f zh
e P ep P er Pla n t b y d ecrea sin g eh lo

ro P h yll

a n d a eti
v
ities o f su P e

rox id e d i
s
m u ta se an d ea ta la s

e a s w ell

a3 ine rea sin g iron e
on
ten t an d P erox id as

e ae tiv ity ov er

‘o n tr o
l

v a
l
u e s

.

S t u d y o n * h
e

P r
e t r e a t

m
e n t o f C

o
k
e ·

P l a n t

W

扭. t
ew

a t e r b 了 A o a e r o b ie A
e id if i亡 a * i o n

.
z h

a o

J i
a n

f
u ,

Q 玉
an y i

,

G
u

X i
a s

h
e n g

(
D

e
p

t
.

o
f E

n v
i

r o n
m

-

e n t a
l E

n
g i

n e e r
i

n g
,

T
s

i
n

g h
u a

U
n

i
v e r s

i
t

y

,

B
e

i i i
n

g
)

,

以 1
0. J
. E , ,

i
r o o

.
S

c
i

. ,
1 1

(
3

)

,
1 9 9 0

,
P P

·

3 0 一34

A eeording to analysis of th e eonstituents and e加
-

een trations of organic pollutants in w astew ator at Beiiin g

C oke P lant using eo
mb
ined gas ehrom atography and m ass

sPeetrom etry (G C/M S)
, t

h
e e

f f
e e t o

f
a n a e r o

b i
e a c

i d i f i

e a -

r
i

o n o n t
h

e
b i o-

t r e 之ra
b i li

t犷 of
eo k

e一
P l

a n t w a s t e w a r e r
h

a s

b
e e n s t u

d i
e
d

a n
d

t
h
e p o s s

i b i l i
t y o

f
u s

i
n g a n a e r o

b i e a e
i
-

d i f i
e a t

i
o n a s P r e t r e a t

m
e n t o

f
a e r o

b i
e t r e a t

m
e n t

h
a s a l s o b

e e n

e x P l
o r e

d

.

T h
e r e s u

l
t s

d
e s e r

i b
e
d

t
h
a t a e r o

b i
e

b i
o t r e a t a

b i
-

l i
t y

o
f

e

ok

e 一p l
a n t e

f f l
u e n t c o u

l d 曲viously increase th
rough

2一6 h
ours, a n a e r o

b i
e a c

i d i f i
e a t

i
o n

.

A f
t e r

6 h
o u r s a n

d

1 2 h
o u r s , a n a e r o

b i
e a e

i d i f i
e a t

i on

,
〔汇〕D in t h e e f fl u e n t

e o u l d b e r e m o v o d b y 9 1 %
,

i 沱
. r e m 的al rate ine

reased abou t

40% m ore th an th ar w ithout applying anaerob ie acidifi
-

eation
. A s the inffluent C O D of the w astew ater w as

1780 m g/L
, t

h
e e f f l

u e n t C O D r e
m

o v e

d
t o

1 5 8 m g
/

L

·

P

r e
p a

r
a

t i
o n o

f P

o

l
v a

l
u

m
i

n u

m

C h l
o

r

i d

e

认*h Stalfa t
e 100 a nd Study o. lt一 P

r o p
e r t i

e 二

G a o B a o y u e t a l
.
( E
n v iro n m e n ta l S e i e o c e C e n te r

,

S h
a n

d
o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

J i
n a n

)

:
C 人10

.
]
.
E 。 ,

i
r o 移

·

S
‘
1
. ,

1 1
(

3

)

,

1 9 9 0

,

P P

.

3 4 一37

P olyalu m inum ehloride w i一h s u
l f
a te

i
o n

( P A C
S
)

h a s

b
e e n P r e P a

r e
d b y

u s
i
n g a lu m i n

u
m h y d

r o x
i d

e ,

h y d

r o e h l

o r

i
c

a e
i d

, s u
l f

u r i e a e
i d a n

d
s

od i
u

m
e a r

b
o n a t e a 吕 r a w 功

a te ria ls ,

a n
d

t
h

e P r o P
e r t

i
e s o

f P A

CS

h
a v e a l s o

b
e e n s t u

d i
e

d

.

T h
e

f
a c t o r s a

f f e e t
i

n g t
h

e f l
o e e u l a t i n g e

f f
e c t o

f P A C 3 h
a v e

b
e e n

i
n v e s t

i g a t e

d

.

T h
e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r e s u

l
t s s

h
o w t

h
a r t

h
e

f l oc
e u l a t i n g e f f e e t o

f p A C S 1
5

i
n f l

u e n e e

d b y t
h

e a

m
o u n t

o
f

s u
l f a t e

i
o n

i
n P A C S

,

b
a s i c i t y o f P A C S

a n
d P H

o
f w a -

t e r s o l u t
i

o n
.

W h
e n t

h

e

m
o l

a r : a t
i

o o
f A l

, + t o
5 0 子-

15 in the range of 15 to 17 ,
[

h

e

f
l

o e e u
l

a t
i

n
g

e
f

f
e e t o

f

P A C S
1

5

b

e
s t

·

P

r
o

b l

e

m

s
0 0

Y

e

l l
o

w

·
C o l

o u r
i n 官 o f t h e

W
a 卜

tew a *er T r ea te d w 泣th t h e C o a g u la n t
,

F
e r r o u .

s . l t

.

G
u a n

X i i

u n ,

W

a n g F
e

i
(

D
e

P
t

.
o

f E
n v

i
r o n

-

m
e n r a

l E
n

g i
n e e r

i
n

g

,

Q i
n g d

a o
I

n s t
i

t u t e o t A r c
h i

t -

e c t u r a
l E

n
g i

n e e 成ng )
: C 寿10

.
j
.
E 。 ,

i
r o o

.
s ‘1

. ,

1 1

(
3

)

,
1 9 9 0

,

p p

·

3 8 一40

w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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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eals has been tested w ith induetest,

i
n w h i

e

h s ,
m i

x -

t u 丁e w a s u se
d

a s a
m
e ta

b
o
l i
z
i
n
g sy s te m

.
T 五e r

e sults sh于

w ed th at 13 (3夕% )
e
h
e
m ic

a
ls h ad m u tag e n i。 a e t

i
v
it y

,
1 0

o
f

t
h

e s e e

h
e

m i

e a l
s

g
a v e P o s

i t
i

v e r e a e r
i

o n
i

n
i

,
i 压u ctest ]n

th e P
resen ee o f 5 0 m ix tu re

,
t

h

厂e e e
h
e
m i

e a
l
s

ga ve 卯s
;仁
i
v e

r e a e r
i
o n

i
n i n d

u c te st
i
n t

h
e

p
r e s e n e e o

f 5
0

m i
x t u r e o r w i

-

t
h
o u t

i
t
.

S
o
m
e o

f
t
h
e e

h
e
m i

c a ls
a r e

k
n o w n a s P o t e n t m u -

t a g
e n s a n

d
e a r e

i
n o g e n s

(
a
fl
a t o x

i
n B i

)
o r a n t

i
e a n e e r

d
「u g :

( m i
t o
m y e i

n e
)

.
It 1

5 e o n s id e r e d
t
h
a t

i
n
d
u e t e st

1
5 a n o

f
·

f
e c t

i

v e

m

e
t
h

o
d i

n r
e
s
e
a

r e

h

o
f

o
n v

i

: o
n

m
e n t a

l m
u t a

g
e n

s
.

A
S

* u
d

y o n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o o

f

FO

r

.
通。 a . d

A
e e t i

.
A
e
i d

一
1 . t h

e
A

t
.

o s P h
e r e

。

Y
u

S h
a o e a

i

,



,

P
e

k i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

B
e

i
i

i
n g

)

:

C h i
”
.

J

.
E
n 夕

i
r o ,

.

s
c 万
.,

1 1
(

3
)

,
1 9 9 0

,

p p

.

4 3 一49
T he m erhod w as based on eolleetion of form ie and

aeetie acids in solid sorbent rubes eontaining R ed C hro
-

m osorb (40/60 m
esh) im p

regnated w itli potassiun、 I v
-

d
r a t e

.

T h
e a n a

l y t
e s

w
e r e

d
e s o f

b e d w i t h d
e
i
o n

i
Z e

d w a t e J

一不1

an

u
l t
r a s o n i

c
b
a t
h

a n
d

a n a
l y

z e
d

v
i a I C a n a l y

s
i
s
.

T h i
s

m
e t

h
o
d w a s a p p l i

e
d

s u e c e s s
f
u
l l v

t o
d
e t e 丁m i

n a [ i
o n o f f

o r -

m i c
a n

d
a c e t i

c a c
i d

s
i
n r h

e a
m b i

e n t a
i
r o

f B
o
i j i

n
g

a n
d

s o m e a r e a s
i
n

G
u a n g d

o n
g a n

d G u a n g
x
i p

r o v
i
n e e s

.
I
n t

h
e

c a s e o
f 2

.

斗m 3
sa
fn p l

e g a s v olu m
e ,

t
h

e

m
i

n
i m

u
m

d

e
t

e e
t

a -

b
l

e
c o

n
e

e n
t

r
a t

i叩
5 w ere about 0

.
2 件g / m

3 a n
d 0

.
4 件g / m

3

fo r form ie an d
a eetie a eid 匕

r e s
p
e e t i

v e
ly
.

A D i
一e u s s

io n o f F
o u r

P
r e t r e 压t m

e n t
M
e t h

·

o
d
s o f A

n a
l y

s
i n g E l

e
m

e n t s i n A
t
m

o s p h
e r

i
e

P a r t i
e u l a t e s

.

L i Z h
e n s

h
e n g

,

L
a n g Y o n g s

h
e

(
E

n -

v

i
r o n

m
e n t a

l P

r o t e e t
i

o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t h e
N i

n
g

x

i
a

H
u

i A
u t o n o

m
o u s

R
e g i

o n ,
Y i

n e
h

u a n

)

,
C h i

n
.

J

.

E
, -

。
i
r o ,

.
s c

i

. ,

1 1
(

3

)

,
1 9 9 0

,
p p

.

4 9 一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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