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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峰
,

其它污染物峰出现在这个山峰上
,

经质谱

分析这个山峰是由烃类产生的
,

属于蜡状物质

劝 在峰的不同位置取 图
,

得相似的

谱图
,

基中一张 图示于图 由于峰宽大
,

而且出隆时间又概括 了绝大多数 目标化合物出

吕伞时间
,

给未知 目标化合物的鉴定造成困难
,

而

这系列不被 分开的蜡状烃类
,

广泛存在于

严重污染的各类环境样品中 本研究结 果 表

明
,

凝胶
。一 一

对净化色素
,

生物大

卷 , 期

分子
,

聚合物等是十分有效的
,

但不能完全净化

掉石蜡类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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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中气相和颗粒相上酞酸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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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选用聚氨基甲酸醋泡沫塑料 吸附块和玻璃纤维滤膜 〕构成大气全态采样头
, 捕 集大 气 中

气相和颗粒相中酞酸醋化合物
,

样品经提取 分离后用气相色谱 进行测定 以呼和浩特市居民区相草原对 照

区为采样点
,

分析夏冬雨季大气中酞酸醋 和 结果表明
,

冬季大气气相中 , 和 平均

浓度为 和 ”拜 , ,

夏季为 和
·

拌
了 ,

大气颗粒物相 , 冬季平均为 卜 和
·

“拜 , ,

夏 季 为

。 和 。 拜 ,

夏季大气气相酞酸醋含量高 , 冬季大气颖粒相酞酸酷含量高 草原对照区大气颗粒物上

和 的平均浓度为 。
·

和 。
·

拼 , , 夏季为 。
·

和 。
·

湘 口 , 和 在大气全态中的总

含量冬季和夏季较为接近

关镇词 酞酸酮 , 气相和颗粒相
,

酞酸醋类化合物普遍存在于环境大气的飘

尘
、

河流和土壤中
〔习 ,

环境中多数酞酸醋是由人

类活动的各种污染源所造成的
,

此外还有自然

界产生的‘ 据文献报道
,

酞酸脂自 年合

成以来
,

在环境中的污染逐年上升
,

现已成为

全球性环境污染物 年代初
,

美国毒理实验

报告证实了酞酸二异辛醋 可引起肝

癌 ,

从此以后
,

国外有关部门开始对酞酸 醋

的毒性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更深人的研

究

目前
,

我国对酞酸醋污染环境的研究不太

多
,

只有少量资料专门探讨这方面研究
·

本

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

对大气飘尘中气相酞酸

脂进行分析测定
,

并探讨了季节变化中酞酸醋

和 在气相和颗粒相的分布规

律

一
、

实 验

采样地点与方法

采样地点和时间 选呼和浩特市小召为居

民点
,

内蒙达茂旗草原 海拔 ,
,

极少有人

烟 为清洁对照点 分别于 年元月和 月

进行大气全态采样 采样高度距地面 约 , 左

右 每张 滤膜和三块  吸附块
,

在

采样流量为 条件下
,

采集 一

每天 间歇式连续采样 个
,

然后将

每天采集的 个样合为一个
,

代表一天的徉

品 年 月
、 、

日
,

月
、 、

日在市区采样
,

月
、

日
,

月
、 、

日在

草原达茂旗点采样

大气全态采样器

根据文献〔 提供的
“

大气全态采样器
”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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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大气中气相和颗粒相酞酸酷样品 其结构由
一

采样泵的采样头改进而成 即在原采

样头后面附设一个收集气相部分的 组 件 这

附属装置可内装三块聚氨基甲酸醋 泡 沫 塑 料

块
,

每块长
,

直径 图 采

样流量为 的 玻璃纤维滤膜 用

于采集大气中粒径小于 拌 的悬浮颗粒物

滤膜为上海红光造纸厂生产的超细纤维滤膜

使用前
,

在马福炉中 。℃ 灼烧
,

置于干燥

器中保存备用 采样前将滤膜放置在天平室内

平衡 后
,

迅速称重
,

然后贮于硫酸纸袋内备

用 块用于富集大气环境中气相部分 采

样前
,

先用热水
、

冷水和去离子水漂洗干净
,

挤

出水分
,

然后置 ℃ 烘箱烘干
,

再放人索氏提

取 器中
,

用重蒸石油哒 每块 用 提

取
,

萃取毕
,

凉干
,

将其存放在干净的广 口瓶

中密封备用

工
‘

科 学 ”
“

在采样后
,

置天平室
,

称重
,

然后放人索氏

提取器中用 环己烷提取 ℃
,

其它

步骤和处理 块相同

仪器分析

日本岛津 一
气相色谱仪

,

配有

检测器
一

弹性石英毛细管柱

币 载气 流量
,

空气

压力
,

氢气压力
, ,

进样 口

和检测器温度为 ℃
.
样品进人时

,

柱初温

170 ℃
,

保持 Zm m 后
,

以 4℃ /m in 速度升 至

2功℃
。

酞酸二正丁醋 (D N BP ) 和酞酸二异辛 醋

(D E H P ) 标样为进 口分装
.
样品通过外标法进

行定量
。

计算公式:

。 一 红
~
茎
-
卫梦 x 一0 0 0

F
‘

式中
, c 为大气中气相或颗粒相酞酸醋 浓 度

(拜 g / m
3
)

, “ 为样品中酞酸醋浓度 (
ng /m L )

,

V
、

为样品定容体积 (m L )
,

V

,

为标 准 状 态

下采样体积 (m
,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用 G P 一
2 型采样头采集全量大气样品

,

分

别提取浓缩
,

经硅胶柱色谱预分离
,

收集各淋洗

液浓缩定容
,

用 G C 和标物进行定性定量
.
图

2 和图 3 是同一样品气相
、

颗粒 相 上 酞 酸 醋

(D N BP 和 D E H P ) 色谱图
.
证明了呼和浩特

市大气中酞酸酝主要是 D N B P 和 D E H P.

L 酞酸西旨在颗粒相上的分布

呼和浩特市居民区大气总悬浮 颗 粒 物 浓

度
,

冬天平均为 l
.
647 m g/m

, ,

夏天平均为 0
.
103

m g /m
3.
可见

,

呼和浩特市居民区冬夏两季大

气总悬浮颗粒物含量相差较大
,

并且 冬 季的

含量是夏季的约 巧 倍
.
这说明冬季大气颗拉

物污染相当严重
.
这是由于呼和浩特市冬季采

暖期长
,

大量民用小型锅炉燃煤取暖
,

以及呼和

浩特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等条件所致
.
这

样吸附在大气颗粒物上的酞酸醋多
.
从图 4 可

以看出呼和浩特市居民区冬季吸附在大气颗粒

物上含量远远大于夏季
,

大气颖粒物上 D N B P

陪
图 1 G P 采样头

人
.
G F P :, P

: ,
P

,
.

分别为第一
、

二
、

三块 pU F P 块

3
,

提取与预分离

将采样后的 PU F P 块和 G F 滤膜分别 进

行预处理
.
把 3 块 P U F P 块放在索氏提取器

内
,

用 200m L 重蒸石油醚(30 一60 ℃ 沸程 )提取

6h (60
“

)

.

提取液用 K 一
D 浓缩器浓缩到 0

.
5

m L ,

然后经硅 胶 柱 (价2
.
sc m X 35c m ) 预 分

离
.
依次用石油醚 (80 m L ) 洗脱烷烃类

,

石油

醚加苯 1:1(som L )洗脱多环芳烃类
,

再用苯加

乙醚 1:l( 80m L )淋洗
,

收集其淋洗液
,

并浓缩至

0
.
5一Im L

,

用 G C 和标准样进行侧定
.G F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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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到乃5 8

1 1
.
9 6 3

图 2 气相酞酸醋 G C 图(一个样品)

D N BP 为 11。 9 6 3 D E H P 为 2斗
.
9 5 8

r

图 3 颗粒相酞酸醋 G C 图(一个样品)

1. D N B P Z。

D E H P

季分别为 0
.
17户 g

/ m
3
和 0

.
14 ”

g/ m
, 、

夏季为

0. 2 3拌9 2澎 和 0
.
1 0并g

/
m
3.
可见呼和浩特市大

气颗粒物中酞酸醋污染严重
.

2
.
酞酸脂在大气气相中分布状况

气相中酞酸酚含量是很高的
.
呼和浩特市

冬季大气气相中
,

D N B P 和 D E H P 平均浓度

(
。
~ 3 ) 为 0

.
46户 g

/ m
,

和 1
.
8 9那g / m

, ,

夏季为

2
.
19产g

/ m
,

和 1
.
82那 g

/ m
, .

可以看出
,

D N B p

在夏季气相中浓度大于冬季
,

这是山于夏季大

气颗粒物含量相对减少
,

气温高
,

致使酞酸醋易

挥发
,

所以在大气气相中 D N B P 含量 高
,

但

D E H P 则冬夏两季在气相中变化不大
,

目前还

搞不清其机理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3. 酞酸醋在大气中气相和颗粒相分布规律

大气中污染物在气相和颗粒相分布是由该

污染物的物理和化学因素所决定
,

它主要包括
:

» 污染物在特定环境气温下的气压 ; º 颗粒物

表面积吸附量 ;» 大气扩散时污染物的状态 ;¼

污染物的活性 ; ½ 样品富集方式及采样持续时

间等
.
以上因素门都可影响其分布规律

.

呼和浩特市冬季大气 中 D N BP 和 D E H P

在颗粒物中所占百分比为 75 外 和 47 外
,

在 气

相中所占百分比为25 外和 53 务;夏季 D N B P 和

D E H P 在大气气相中所 占 百 分 比 为 80 务 和

86多
,

在颗粒物上所占百分比为 20 多和 14 并
.

由此可见
,

大气中基本分布规律是
,

冬季颗粒物

上酞酸醋含量高
,

夏季气相上酞酸脂含量高(只

有 D EH P 在冬季大气中气相和颗粒相分布 比

似乎不符合这个规律)
,

所以说
,

酞酸醋在大气

中气相和颗粒相上分布规律与季节变化有关系

(图 4)
.

比较呼和浩特市冬夏两季酞酸醋在大气中

浓度
,

发现大气全态酞酸 醋 总 量 (D N BP 和

D E H P 之和 ) 在冬季为 ,
.
3 6 户 g

/ m
, ,

而在夏季

全态量为 4
.
88那 g

/ m
3,
二者较为接近

,

冬季略高

于夏季
.

和 D E H p 的平均浓度 (
,

~ 3
) 为 1

.
34那g

/ m
,

和 1
.
66挤 g

/ m
, ,

夏季 (
n ~ 3) 则分别 为 0

.
51

料 g
/
m

,

和 0
.
36拜g / m

,
; 草原对照区大气颗粒物

上 D N B P 和 D E H P 的平均浓度 (
n 一 3) 冬

三
、

结 论

1
.
大气中气相和颗粒相 D N BP 和 D E H P

的分布规律与季节变化有关
,

冬季大气颗粒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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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采样点不同季节酞酸醋浓度

酞酸醋含量高
,

夏季大气气相酞酸醋含量高
.

2. 在大气全态 中 D N BP 和 D E H P 总 含

量冬季和夏季较为接近
,

因此说大气中酞酸醋

污染来源主要是工业污染源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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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法测定废水中痕量苯酚

王 伦 樊佛庵
*
袁红春

*

(安徽师范大学化学系 ,
芜湖 24 1。。0 )

摘耍 木文研究了鲁米诺
一
H

:
0
:
( K O H

,
H

,
B O

3
) 发光体系和苯酚对该体系发光的淬灭作用

.
发现苯酚 浓 度处 于

2
.
0义 10 一‘一 2

.
。火 10

一‘
m ol

·

L
一 , 时 , 与淬灭后的相对发光强度有线性关系

, 本法最低检出限为 。
·

Z m g

·

L

一 ,
.

用于工

业废水中苯酚的测定
, 测定结果满意

.

关徽词 苯酚
, 化学发光

, 废水
.

挥发性酚类(主要指苯酚 )对动植物均有毒

害作用
.
目前

,

环境监测中对低浓度含酚废水

测定
,

国际通用4
一

氨基安替比林光度法
,

高浓度

侧定用澳化滴定法田
.
应用 4

一

氨基安替比林光

度法时
,

干扰因素多
,

如溶液的色度
、

浊度
、

样品

中的氧化还原性物质等
.
这就需要对样品进行

*
九一届毕业生

.

收稿日期: 199 1 年 11 月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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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科学》 荣获一 等奖根据《中国 科学院优 秀自然科学 期刊奖暂 行条例》和 国家科委 、中宣部、新 闻出版署 有关文件 通知要求, 经院

优秀 期刊评选 委员会对申 请参评的 院属期刊 进行认真评 比,已评选 出中国科 学院1992 年度优秀 期刊62种 ,其中一等 奖14种, 二等奖23 种,三等奖 25种.《环 境科学》荣 获一等奖 .中国科学 院所属自 然科学期刊 (包括中国 科协及地 方主办,院 内单位负 责编辑的期 刊)共计 260余种. 获得一等 奖的还有《 中国科学 》和《科学通 报》等期刊 .沈 颖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