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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述了 用
一 型呼吸性粉尘标定采样器

,

在云南锡业公司矿山和冶炼厂现场侧定
、

求取
一
弓

型和 型光学测尘仪的读数与呼吸性粉尘 空气动力学直径 拜 和 拜 质量浓度转换系

数 的方法和结果 研究表明
, 由深色矿物组成 的粉尘

,

其 值大于由浅色矿物组成的粉尘的 值

, 型光学测尘仪间的测尘误差 以上在 士 以内
,

平均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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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快速
、

连续监测空气中的呼吸性粉

尘浓度
,

为职业病研究和防治提供可靠依据

云南锡业公司劳动防护研究所分别从 日本和

西德引进 台 一 , 型数字式粉 尘计 和

台亨德 数码 那 测尘仪 由于它们 都

是光学相对式呼吸性粉尘测定仪
,

根据国标

, 一 , 的规定
,

需针对所测定的不同粉

尘求出仪器读数与粉尘浓度关系的转换系数

后方可投人使用

一 一旦一

式中
, 、

同 式

光学测尘仪平均每分钟计数

为亨德

一
、

转换系数的求取方法

按照国际上常用的质量法
,

用呼吸性粉

尘标定采样仪 滤膜法 和光学测尘仪在相同

条件下同时测尘所得的结果代 人  和

式
,

然后分别计算出各光学测尘仪的读数与

对应呼吸性粉尘浓度的转换系数

日本 一亏 型光学测尘仪

一兰三一

一

式中
,

为呼吸性粉尘质量浓度转换系数

为呼吸性粉尘质量浓度 今 为 光

学测尘仪平均每分钟计数 为光

学测尘仪基底读数

西德亨德 数码 环 光 学测尘

仪

二
、

仪 器 简 介

日本 一 型数字光学测尘仪

同一性质的粉尘
,

它的漫散射光量和粉

尘的质量浓度成正比 该仪器就是根据这一

原理把浮游粉尘的相对质量浓度用散射光量

的累计值以数字的方式显示出来
,

然后用求

得的浓产转换系数
,

换算出测定空间的呼吸

性粉尘质量浓度 此仪器的测尘范围 一
,

测尘精度 士 多

西德亨德 数码 产 测尘仪

原理类似 一 型测尘仪 测尘范围

一
,

钡尘误差 士 外

呼吸性粉尘标定采样器

目前国内还没有性能较好的呼吸性粉尘

标定采样器 国外同类仪器
,

如 日本 一

型标准采样器由于笨重
、

体积庞大
,

且需

交流电源
,

不便于厂矿现场使用 经过大

量探索
,

我们研制 出了
一 型轻便呼吸性

参加本工作的还有黄志沂
、

董永龄和马宁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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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采样头分离粉尘示意图

粉尘标定采样器 一 型采样器主要由

型分层沉降式采样头 日本 产
、

直 流 电

源
、

流量计和三脚架等组成
一 型分层沉降式采样头 如图 是

靠尘粒的重力沉降作用来分离不同粒级的粉

尘 当含尘气流进人采样头时
,

尘粒一方面

以气流的速度
。

忽略阻力 作水平运动
,

一

方面 以重力沉降速度
“ ,

下落 从斯托克斯

公式推出尘粒的沉降速度与其粒径的关系如

下式

匹巴〕哑召‘ ,八 ‘ 、

刃

式中
,

为尘粒直径
,

两 分别为尘

粒和气流的密度 今 为重力加速度

刀 为含尘气流动力粘度
·

从 式可知
,

尘粒分离速度 和粒子

粒径的平方成正比 可见
,

尘粒粒径越大 它

从气流中分离 出来落在采样头沉降薄板上的

速度越快 设尘粒从 人高度开始沉降
,

落在

水平距离 处
,

采样头水平沉降板的长度为
,

则

样流量一定时
,

粒径大于或等于 心
, 。

的粉

尘就从气流中分离出来
,

只有粒径小于
, 。

的粒子才能随气流进人滤盒而被滤 膜捕 集

因此
,

只要控制采样流量就可采集小于某一

粒级范围的粉尘 这就是
一 型采样头的

工作原理

当采样流 量为 和  ! 加 时
, 一正

型标定采样器分别采集 小 于 娜 和

娜 的粉尘 由于国内还没有呼吸性粉尘粒

级范围的具体规定
,

测试时参照 日本
、

美国和

西德的定值
,

同时采纳
娜
和 产 两

种呼吸性粉尘的粒级范围
,

以便现场使用

业 兰立二鱼业 互
, 了“

当 时
,

满足 钓 式的尘粒全部落

在采样头的沉降板上 从 式可 以导 出
,

落在沉降板上的最小尘粒粒径 心
。

为

二 。 一 ‘ ” 。

又 一

全

由此可见
,

当气流速度 场 一定时 即采

三
、

现场标定结果与分析

现场标定工作主要集中在冶炼厂和井下

的凿岩
、

装岩和出矿等工作面
。

共标定氧化

矿尘
、

硫化矿尘
、

矽卡岩尘
、

花岗岩尘
、

大理

岩尘
、

白云岩尘和烟尘等七种粉尘
。

同时测

定的仪器有
一 型呼吸性粉尘标定采样

器
, 一 型光学测尘仪 台 和

,

数码 挤 测尘仪等 为使

数据准确可靠
,

每种粉尘采样三次以上 测

试所得各光学侧尘仪读数与对应粉尘浓度的

转换系数整理成表

从表 可以看出
,

对于
一 测尘仪来

说
,

由颜色较深的矿物组成的粉尘 如硫化矿

尘和氧化矿尘
,

其转换系数尺值比由浅色矿

物组成的粉尘 如花岗岩尘
、

烟尘
、

白云岩尘
、

矽卡岩尘和大理岩尘 大
,

参见表

这和
一

测尘仪的光散射工 作 原 理

是相吻合的 然而
,

西德产的 测尘仪的

标定结果
,

却没有出现这种规 律 原

因可能是 测尘仪的感应系统受环境条

件影响较大
,

在有烟雾的情况下
,

显示数据不

稳定

现场用 台 一 仪器号

和
。

·

同时侧尘
,

目的是想了解各仪器

间的侧量误差以及仪器的通用性 对同一粉

尘
,

使用 和 两台
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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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光学测尘仪读数与对应粉尘浓度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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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种粉尘浓度转换系数 尤 变化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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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仪
,

其测尘差值如表 3.

从表 3 可知
,

两台 P一 S L : 型光学测尘仪

对同一粉尘浓度测定值的差值 (即 K 值差)

85多以上在 士 10 多之内
,

平均为 士 6
.
68 多

.
对

于 < 7
.
07 环m 的粉尘

,

两仪器测值的标准偏

差为 5
.
128 多 ;对于 < 10 科 m 的粉尘

,

两仪

器测值的标准偏差为 4
.
584 多;全部差值的标

准偏差为 4. 6 73 %
.
由此可见

,

N
o

.

4
90 和

N 。 4 8 8 两台 P一S L z 型光学测尘仪对同一

粉尘的测值很接近
.
此类仪器的测尘精度为

士 10 多
,

这说明
,

现场标定结果与仪器性能相

符
.
由于 P 一 S L : 型测尘仪具有相同 的 结 构

参数
,

出厂前都通过标准粒子的检定
,

且各仪

器现场测尘差值较小
,

实际使用时
,

未经现

场标定的 P 一 5 L 2 测尘仪可使用现场 标 定 过

的同类仪器粉尘浓度转换系数的平均值
.
这

样
,

既方便现场应用
,

又可增加所得数据的可

(下转第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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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街道地表污染物的影响和防治问题
.

四
、

结 语

l,

我国大多数城市街道每天机械清扫一

次
,

这给街道地表物的采样调查增加了难度
.

本文采用 3
.
, k m

Z
范围设置一个地表物采样

点和暴雨期连续 100 天的采样
,

可从空间上

和时间上保证地表物采样的 代 表 性 和 可 靠

性
。

2

.

采用沿街道边坎长度定面积采集街道

地表物的方法比雨水井 口长度定面积采样的

方法
,

更直观更简单
.
实践证明此方法可行

.

3
.
本文采用街道地表污染物边坎累积模

型
,

计算成都市街道地表物累积量
,

由污染物

实测值推算街道各种污染物含量是一种有益

的尝试
.
理论计算值与实测统计值相符

,

证明

了此模型可用于我国街道地表物累积量的计

(上接第 61 页)

靠性
.

T M 数码 户P 测尘仪只有一台
,

无法对

其进行进一步的误差分析
.
从现场标定的情

况看
,

在测点无烟雾的情况下
,

它的显示结果

是相当稳定的
.

科 学
.
23

·

算
.

4
.
成都市街道地表 物 主 要 由小 于 560

产m 的微尘组成
. B O D , ,

总氮
、

总磷等主

要污染物都是随粒径变小而含量增大
.
可见

研究城市径流污染时应特别注意小粒径地表

物的危害和动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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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质粉尘的散射光量不同
,

当被测粉尘

的性质发生变化时
,

需重新求取转换系数K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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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束 语

通过这次对光学测尘仪 的 现 场 实 际 标

定
,

得出了仪器读数对现场具体粉尘的质量

浓度转换系数
,

克服了实验室标准粒子标定

法的局限性
.
同时

,

用呼吸性粉尘采样器标

定光学测尘仪(测定呼吸性粉尘)比用总粉尘

采样器标定
,

方法更合理
,

所得数据更接近现

场实际情况
,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
,

由于光学测尘仪对

[斗J

f s j



之N o
.
3

,

1 9 9 1

C h i
n e s e

J
o u r n a

l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S
e

i
e n c e

R
e t r

i
e

帷1 of P la
stieizer fro. A etivat司 C ar·

bo

o

M

u
d b y 5

0
!他n t E 盆t

r a e t i o o
.

L i J i a n
一 x

i
u ,

J i
a n g T

a
i

一盆
i

,

J
i

n
C b

e o
g

一 :
h

e

( C h
。功ic a l E n g in e e r

·

i
n

g D
e

P
a r t

m
e n 一

J i l i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C h

e
m i

e a
l T

e
·

e
h

n o
l
o

g y

,

C h
a n

g
e

h
u n

)

:
C 再矛,

.
J

.
E

. 砂
i
r o o

.
S
c 矛
. ,

1 2

(
3

)

.

1 9
9 1

,

P P

.

4 6 一 49

A m ethod of retrievin g plastici么之r f
r o
m

a e r
i
v a te

d

c a r
b
o n m u

d b y
so
l
v e n t e x tr a c t

i
o n

h
a s

b
e e n

d
e v e l

o
p e d

.

T 五e ex traeted rate o f P la stiei
zer ex eeed 台 5 0 %

o f th e
a e t i

-

v a te
d

c a r
b on m

ud

, t
h

e s o
l

v e n t ‘e e o v e r y
r e a c

h
e , 9 0吸

and
the qualit犷 of rec la im ed p lastiei

z er p ro d uc
ts 15 su ital

一
le t 。

th
e s ta n

d
a r
d
s c o n e e r n e

d
.

K
e 了 丫V o r d s : tr a e e ch r o m iu m in 50 11

,

d
e t e r

m i
n a

·

t

i

o n
,

f l
o

w i
n g i

n

i

e c t
i

o n e
h

e
m i l

u
m i

, e s e e n c e a n a
l y

s
i
s

·

T

r
a o

s

i
t

i

o
o

C

o e

f f i

e

i

e
n t

s o

f T w

o

D i
g

i
t

a

l D

u s
t

·

I
n

d i
e a

t
o r s

f
o r

D
e

*
e r

m
i
n

i
n g

M
a

s s
一
C

o n e e o t r a
-

U
o o o f I o h a l

a
bl

e
D u s t

.

R
e n

X i
a o

一

h
u a

,

W

u
C h

a n
g

·

e u n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P

r o
t

e c t

i

o n

D i

v

i

s

i

o n

,

G
e n e r a

l

R
。: e a r e 五 In : :itu to o 士N o 刀

一

F
e r r o u s

M

e r a
l

,
,

B
e

i
i

i
n

g

)

;

Z h
o n

g
X i

n
g

一

1
1

(

Y u n n a n
T i

n
C

o r p o r a t
i
o n K u n

m i
n
g

)

:
C 汤10

.
J
.
E 。 ,

f
r o o

.
夕。1

. ,

1
2(

2

)

l 夕9 1
,

p
P

.

5 夕一61
.

K e y W
o rd .: retriev al ,

P l
a s t

i
e

i
z e r

,
a e t

i
v a t e

d
e a r

b
o n

m
u

d

.

R
e o

i d
u

e
L

e

帕1
5 of o rgan;e C om pou ods 10 Fi

shes aod Sbe飞lf ish e s 10 t h e M i
o ji
a n g E o t u a r y

.

S u n 5 1
·
e n

,

L i
u

X i
u
一
f
e n

.

Z h
u

X i
n

一
r u

,

J i

a o
Y

u

一

y
i

n

g

(

R

e s e a r c

h C

e n : e r

f

o r

E

c o
一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C
e n ‘e r

C h i
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S
e
i
e n c e 。

,

B
e

i
i

i
n

g
)

,
C h i

o
.

J

.

E
, p

i
r 口。

.
s e

i
. ,

1 2 (
3

)

,

1 9 9 1

.

P P

.

5 0一 54

T his PaPer Presenrs the researeh results , f a s u
b
一
1
、r o -

j
e c t o

f
“
T h

e
en

v
i
r o n

m
e n t a l p r o g r a m m i

n g f
o r F u

z
l
飞o u -

M
a w e

i
e e o n o

m i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z o n e , , .

T h
e r e s

i d
l 盈e a n a

l y
s
i
s

o
f D D T

,
B H c

a n
d p e t r o

l
e u

m i
n t反 fishes and shellfish es

co lleeted f:
om t五e M in iian g e stu ary h a: be en u n d ertak en

俐:h G C and G C- M S
.
孔
e bi沙。r

l
e v e ls o

f 山。 r e s
i d

u e s

o
f 艺 D D T

an d 名 BH e w
er。

f
o u n

d t o 玩 l咯6
.
5 p p b a nd

3 9
.
8 PP b in A 叮

召
ill

a
J
a
即

月

ica

r e s P e e ti
v e
l犷
.
M
or
eo
ve r、 a

l
o t o

f
o t

h
e r o r g a n

i
e

PO l l
u t a n t s 恤代

also be亡n id
e n *玉fi

e
d

T h e po llu ta n ts in t五e M i
n
ji
an g R iv er h as ea , i s e

d
a

! 19 五r

influ en ee on th e fi比“ an d .b ellfish es cu ltu red o n th 心

. e a
b
e a e

h
.

九
e article 王n tt od u ee‘ 亡

h
a 亡 t

卿 digital dus之一至n d ica之o r ‘

a r e u se
d i

n t
h
e

L
a
bo

u r
P
r o te c t

i
o n I n st i

t u t e o
f Y

u n n a n

T i
n

C
o r p o r

a t
i
o n , o n e

i
‘

J
a
P
o n 一

m
a击 p一S L Z r 叩ed d

u‘t-

i
n
d i

e a t o r ,
t坛 ot五er 份

rm an, m a d吧 T M 琳p T冲
ed
.
H ow

to u se the instrum en。户 A c eo rd in g to 以i
na N ational

.
Sta一z-

d
a r

d G B 5 7 4 8
, r 卜e relad on *h ip 从tw een the

犷‘a
d i

n
g
s o r、

t
h
e

d i g i
t a

l i
n
d i

e a t o r s a

nd

t石e 口a ss co n e
en tratio n‘ o f d if

-

f
e r比t inhalable dust 。五ou ld b e in terrelated

.
I
n th i3 P aP

er

the tra n siti叻 co effieient. are e甲‘lu a ted
.

K
e , V犷。 r d . : r e s

i d
u e

D D T
,

B H C

,

f i
s

h
: n

d
。
h
e
l l
-

f i
s
h

,

M
i

n

i
i

a
n g

R i
v e r

.

O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of
T

r a e e

C
h

r
o

m
百u . 谊。 5 0 量I

w i th F lo w in g I. j
e e t io o C h e 功ilu m in e see n ee

A n 目y sis
.
G ao X ian g一 y a n g e t a

l

.

( H
e n a n

A g
r
i
e u

·

l
t u r a

l U
n

i
v 卜r s三ty

,

Z h
e n :

h
o u

)

; H
u

s h i

一

b i
n

(
N

o r t h ,

a s t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Y
a n

g l i
n

g T
o

w
n

,

S h
a
·

a n ‘
1 p

r o ,
i
n c ,

)
,

C h i
。

,

J

·

E

。 ,
i
r o o

.
s

c
i
. ,

1 2
(

3
)

,
1 9 , 1

,

P P

.

5 4 一58

K ey W
o r d :: op tieald u st in d ie ato r

、

i
n

h
a
l
a

b l
e

d
u s t

. ,

m
a s ‘ e o n e e n r r a t

i
o n

,
t r a n ‘

i
t
i
o n e o e

f f i
c
i
e n t

二

A

n
o
丫e r , i e w e o o e e r n i n g R e P l a e e

m
e n t a n d

T r e a t .
e o t 讨 C h lo ro fj u o r o oa r b o o s ( C F C s工

H on g 2 1
一

p i
n

g

( H

a n z
h

o u
U

n
i
v e r s

i
t
y

,

Z h
e

i
i

a n
g

p
r o

v
i

n c e

)

:
C 人10

.
J
.
石。 , 犷r o o

.
舌c i

. ,

1 2
(

3
)

,

1 9 9 1

,

P
p

.

6 2 一66

T he presence of
,

a n u

m b

e r o

f
C

F
O

i

n t

h

e
a t

tu

o s

p h

e r e

h

a
s e a u s

e

d

c o n s

i d

e r a

b l

e

~

c e
r

n

i

n t阮 reeent years in

vi ew of their eontri卜u tio n to 】双b
the greenhouse el feet

and to ozone layer dePleti叩
.
T his article introduees 之

h
护

p r e ‘e n t s
i
t
ua

t
i
o n o

f i
n
d
u s te r

i
‘
1

a p p li
c a t

i
o n o

f
CF

O

.
5
0
几亡

a s P e ‘t争 o f th e P r o b le m s
, s u c

h
a s

d
e v c

l

o
p 爪
en t o f

CF
C

altern
a tiv es

, r a t
i

o n a
l

u s e a

叱
em ission eontrol, r e e

l
a

m
a

-

t
i

o n a n
d

r e e y e
l

e ,

d
e c o

m P o s
i

t
i

o n a n
d d

e s t r u c t
i

o n a r e
d i 卜

e u s s e d f o
r c o n f

r o n tin g t h e d e e
r e a s e o f 份C

s rroductia”
a n

d ‘o n su m p t io n
.
F in a l ly t玩 at tiele re访ew s reeen t ad

-

v an e已5
i
n s c

i
e n t

if i
e r c se a r e

h co
n e e r n e

d
,

a

nd

s o
m

e
p

r
o

P
亡sa

l
s

f
o r s o

l
v
i
ng

t
h
e

P
r o
b l

e
m
s

1
.

Ch
i
n a a r e o ff

e r e
d

.

K
e y 丫犷o r d s : c h lo r o f lu o r o c a r b o n s

n a t1V e $ ,
t r e a t

m
e n t

.

(
C F C

s

)

,
a

l “ r
‘

A

n
a e r

o

b
云。

V 犷.s t e w a t
e r

B 遥0 10 9 三。a l T
r e a t

m
e n t

C o o t a i n i o g S
u l f a * e

o f o
r g a n i

。

Z
u o J i

a n
一
e

T
h

e
P

a
P

e r
f l

o
w

i
n

g
i母j
ec

CellCe ana lysis
Present3
of tr“e e五ro m iu m 1n

tio n e五e里n l7
u
m i

n e s -

, 0
11

.
T h

e
m

e t
h

o
d

1S
r a P i d

s e n s
i
t
i
v e a n

d
a e e u r a t e

s o
l
v e

d w i t
h m i

x e
d

a e
i d

p
r e s s u r e

.
M

o . t o
f

e

om
m

o

i
n a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o

f
c

h
r o

m i
u

m

沙
n,

a
ft er

t
h

e s a
m P l

e s a r e
d i s-

cl
o s e

d
t e

f l on
甲e s s e

l
u n

d
e r

d d
n
ot i

n te r
f
e r e
衍
th th e

and
m ay be elim ina ted
solu tion

m ium 15
of pH 4

·

b
y

a

d d i

t

i

o n o

f

T h

e

d

e t e c t

i

o n

i

n t e r

f

e r e n e e

f

r o
m

e o

b

a

l

t

P A N m

a s

k i

n
g

a
g

e n r

i

n

l i m i

t o

f

t r

i

v
a

!

e n t c

h

r o
-

6

.

2 又 1 0一
1 , g

/ m l

.

T h
e r e

l
a t

i
v e : t a n

d
a r

d d
。、

i
a t
i
o n

加 less t五an 3% (
n . 3

10 ,
.
, %

.

o r 咭
)
.
T h o rec o锐r, : a t e 1. , 4

.
3一

H u J i一c u
i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E
n g i

n 。
·

e r
i
n

g

,

T
:

i
n

g h
u a

u
n

i
v e r s

i
t

y

,

B
e

i
i

i
n

g

)

:
C h 云二 J

·

E
, 夕

i
r o o

.
汉c i

. ,

1双3)
,

1 9 9 1

,

P P

.

6 7 一7 1

T his artiele review s the ef feets of high
一
e o

n :
e n

t
ra

t e
d

s u
l f

a
t
e 纽 w a‘te w a t e r o n t

h
e p r侃esse

s of anaerobic biolo
·

g
i

e a

l

t

琳tm
ent, e

m p 五a si
z
in g th

e .
e e
h an ism of ‘o

m p e t k蜿
决t一
n sulfate一r e d u e

i
n g b

a e
te

r
i
a a n

d m
e t

h
a n e 一

p r o
d
u e

i
, ‘

ba eter ia in sdb str
ates a n d th e in h ib itio n o f su lfld es 叻

eo n ta in in g w astew
*
r a nd th e rem o

v al o f su lfid e s fro m

eon ta in ing w a st

ewa
t甲r an d t五e

re
m o
va l

·

o
f

. u
l f

i d

e s

f

r
o

m

a n a e r o

b i

e e

f f l 讹nt. a代 al‘0 d i
s c u ss e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