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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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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气全态 中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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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耍 木文研究了鲁米诺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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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 一‘一 。火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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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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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氨基安替比林光度法
,

高浓度

侧定用澳化滴定法田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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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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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步预处理
,

造成测定步骤繁琐
,

检测周期长等

不足

化学发光法灵敏度高
,

快速简便
,

条件不苛

刻
,

常用于免疫分析和金属离子的定量分析  

但应用化学发光法测定溶液或工业废水中痕量

苯酚
,

目前尚未见报道 为了寻找一种快速简

便
,

灵敏准确测定痕量苯酚的方法
,

我们研究了

鲁米诺
,

发光

体系
,

发现苯酚对该体系的发光有显著淬灭作

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

苯酚浓度在
一‘

一
一 · 一 ‘

之间与淬灭后体系发光的

相对强度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
,

测定时不受溶

液的色度
、

轻微浊度等因素的影响
,

测定周期

短
,

重现性好
,

灵敏度和准确度也令人满意

料 学 卷 , 期

测定标准曲线中的发光强度时
,

取鲁米诺

溶液 , 于样品管中
,

并将管子放人暗室
,

用
,

溶液作注射液
,

测

定苯酚淬灭后的发光强度时
,

将苯酚加人鲁米

诺溶液中
,

并加入 络合引起干扰的金

属离子 。, ,

取 混合液于样品管中
,

以
,

作注射液 实验中记录发

光的峰值和 秒积分值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发光反应的动力学曲线

在 图 条 件 下
,

鲁 米 诺
一

玫
,

发光体系的发光强度在注射混合 后

秒时达到最大值
,

秒内发光反应基本完成 在

上述体系中加 人 苯 酚
一‘ · 一 ,

侧照常窦

俘

时

图 反应动力学曲线

鲁米诺
一 一

仇
鲁米诺

一 一 一

苯酚

 铆

泪者一州

一
、

实 验 部 分

一 仪器和试剂

仪器
一

型生物化学光度计 北京核仪器

厂出品  型水平台式划线记录仪 日本横

河北辰电厂

试剂

鲁米诺 级
,

公司

你取 鲁米 诺
,

用
· 一呈

一 ,

溶液配成 , 溶 液
一 , · 一 ‘ ,

盛于塑料瓶中贮存于 ℃冰箱

里备用

苯酚储备液

称取 苯酚 (A R 级)用蒸馏水配制成

l000m l溶液
。

用澳化滴定法标定 其浓 度 为

1
.
24 x 10一 Z m ol

·

L
一 1.

盛于棕色瓶 中
,

贮 存

斗℃冰箱里
.

(3 ) K O H
一
H

3
B O

3

缓冲溶液

称取 5
.
69 K o H ( A R 级 )

,
6

.

2 g H

,
B o

,

(
A R

级) 用黛馏水溶解
,

并释至 I000m l
,

即为 0
.
1

m ol
·

L
一 ’

K o H
一
H
3
B O

,

缓冲溶液
.

(4) 其它试剂均为 A R 级
,

其中 H ZO : 保

存于 4℃ 冰箱中
,

用时现配
。

所用水为无酚二

次蒸馏水
.

(二) 实验方法 图 2

一 6 ~ 5

lg
e (m o l/ L )

鲁米诺对发光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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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卿有雾、时

后
,

反应动力学曲线基本相似
,

但发光强度(峰

值)大大减弱
,

反映苯酚对上述发光体系有较显

著的淬灭作用
.

(二 ) 条件实验

1
.
鲁米诺浓度的选择

在固定其它条件下
,

对鲁米诺浓度在 l
.
O X

10一 ,

至 1
.
0 x 10一4 m o

l
·

L
一 ,

范围内进行考 察
,

发现在 1
.
0 x 10一‘至 2

.
o X 10一 ,

m
o

l
·

L

一 ‘

之间

有良好线性关系 (见图 2)
.
在测定苯酚时

,

选择

鲁米诺的浓度不仅要考虑检测范围和检 测 限
,

还要考虑测定的重现性
,

因而我们选择了鲁米

诺浓度为 , 0 x 10 一 ‘m ol

·

L
一

气

2
.
反应介质酸度对发光强度的影响

本文采用了 K O H 一
H
3
B O

3

溶液作为 发 光

反应的介质 (H
3B O 3 对发光没有影响)

,

K O H

浓度为 。
.
ol o m ol

·

L
一 , 时体系发光强度 最 大

(见图 3 曲线 b )
.
苯酚淬灭发光时

,
K O H 浓度

为 0
.
010 m ol

.
L 一‘ 时

,

淬灭效果最显著(见图 3

曲线
a
)
.
因而我们选择了 K o H 浓度为 0. 01

m ol
·

L
一 ‘.

一 3 一2 一 t

坛cH :o:(m ol/L)

图 4 H :O : 对发光强 度的影响

a . ep卜e o o一 , 5 火 1 0 一
‘

b

·

c p ‘e 。 。l 二 。

我们选择加人 ED T A 的浓度为 l
,

0 x l 。一玩ol
·

L
一 ‘,

以消除某些离子的千扰
.
实验证明效

果良好
。

( 三) 工作曲线
、

检 出限和精密度

在最佳条件下
,

相对发光强度与苯酚的浓

度在 2
.
0 x 10一‘至 2

.
0 x 10一m o l

·

L 一 范围有

良好的线性关系(见图 5)
.
检 出限为 2

.
0 X lo一‘

m
o
l

·

L
一 ‘。

对 2
,

4 x 1 0

一s
m

o
l

·

L
一 ‘

苯酚的 9 次

测定
,

相对标准偏差为 2
.
5外

。

8D的的赵像有窦奋

夕一一炸一一, 窍一一代布
垅cP
ho.or(m ol刀J

封吸贫马�,I
t口n.�勺

创票孚有
.
一
谓

。一戈丁~
一

一丁了一一 , 布
烤:‘。挂兀m o城》

图 ,

c ‘o H
= 0

。

0 1

c H
Z

伪 = 0
。

0 2

工作曲线
cL。。诬一。 一 , 5

.
O X 1 0 一

‘

c E n T ^
~ 1

.

0 丫 10 一 ,

图 3 介质酸度对发光强度的影响

a. cph。。。1 , 5 又1 0
一 4

b

.
c p 卜二

。1
. 0

3

.

H

2

0

:

浓度的选择

H ZO : 浓度对发光强度的影响很 大 (见 图

4)
.

本文选择 Hz o
Z
浓度为 0

.
010m ol

·

L

一

l.

4- E D T A 浓度的选择

鲁米诺发光反应受到许多金属 离 子 的 影

响
,

而 E D T A 对发光反应几乎没有影响
,

所以

(四 ) 干扰

本文考察了常见十几种离子的千扰 情 况
,

其中 e u , +
、

F
e , + 、

p bZ
+

、

Z
n , +

、

N i

, +

等有干扰
.

由于 E D T A 可与大多数金属离子迅速形成 配

位化合物
,

可以消除共存离子的干扰
.
另外

,

我

们还考察了一些有机物质的干扰情况
,

苯
、

甲苯

对本法无干扰
,

甲醛浓度大于 4
.
, m g

·

L
一 ‘、

乙醛

浓度大于 gm g
·

L
一‘
有干扰; 邻甲酚浓度大于

0. gm g
·

L
一‘,

对甲酚浓度大于 0
.
7m g

‘

L

”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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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化学发光法测定废水中苯酚含且

项 目

样品

{

取样体积

{

(m ‘,

鲁米诺
( 1
.0 X 10一 ,

)

( m l )

稀释后体积

(m l)

标准方法
*

测定值
(m ol

·

L

-

本法测**

定值 变异系数
,
) } ( m

o
l

·

L

一 ,

木法测定
平均值

( m ol
·

L

一 ’
)

lll
。

000

000

.

555

000

。

111

5
0

.

0
0 1

.

1 7 火 10 一
3

5 0
.
0 0 l

,

2 0 义 10 一
3

} 1
。

1
7 义 1 0

一 3
2
.
5
%

5 0
。

0
0 1

.

1 3 X 1 0
一 ,

—
一
一{

50
。

0 0 2

。

5
8

X 1
0
一‘

样品 50 00 2
。

7
0

X
1 0

一 4 3
。

, %

50
.
0 0

2
.
石2 又 1 0

一今

2
.
6 5 X 1 0 一

4

常
4
一

氨基安替比林光度法
‘”

。

水幸 牛次平均值
.

干扰
。

( 五) 样品分析

废水样品分别来自安徽芜湖钢铁厂炼焦废

水(简称样品 l)和煤气洗涤废水 (简称样品2)
.

样品经过滤除去悬浮物和油污
,

取清液(pH 约

为 8 至 9 之间)测定
。

测定结果见表 1
,

回收率

实验结果见表 2
.
煤气洗涤废水样品测定与标

准方法 (4
一

氨基安替比林光度法)对照
,

结果比

较满意 (见表 1)
。

表 2 回收率实验结果

三
、

结 束 语

鲁米诺
一

从O
:
(K O H

,

H

,
B O

,

) 发光体系测

定苯酚
,

其方法灵敏度高
,

线性范围宽
,

分析速

度快
,

节约试剂
,

消除干扰的方法简单
,

是一种

较好的监测挥发性酚的分析方法
.

加标量
(1
.() 只 10

一 ’

m ol

·

L

一

勺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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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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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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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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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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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样品 l + 标液

次平均值
.

示波极谱滴定法测定工业废水中的硫化物

孙剑辉 朱义辉
*
胡林阁

*

(河南师范大学环境科学教研室 , 新乡市 453。。2 )

摘要 在 p H 为 ,
.
, 的醋酸

一

醋酸钠 一
氯化钾底液中

,

用 C u2+ 离子沉淀硫化物
, 过最的 C uZ + 离子用标准 8一径

基喳琳溶液回滴
, 以 8一经基唆琳在单微铂电极示波极谱图上的敏锐切 口指示滴定终点

.
废水的色度

、

浊度等对侧定不

产生干扰 , 无须进行预蒸馏处理
, 操作简便

、

诀速
.
方法的相对偏差小于 1

.
。
%

,

变异系数小于 0
.
6%

,

水样的加标回收

* 化学系 89 届毕业生

收稿日期: xg, 1 年 一2 月 5 日



以EVo l.13N o.5,19 92

A bst rac ts 。h ineseJo urna,。f Environ mental、 。ien。e

This paperpres entstheres ulrs,〕ftllee !2注nl一,of rrl\iron:11cn一 Tllede tection]imi twas200 ppl〕.AIinea rre,ponse was01)-tal samplesby usinggel P忿rmc二‘t几Ll;Ic ]iro二11比七cgza pxx丫(〔矛P‘一) .servcdw itlltlzeeo neellt丁ation ofphenolr anging「rom 2.OxB10一 Beadsx一3 gelwas seleetedas eolumnPa eking.Two 10一6m ol/Lto2. 0火l{)一,m ol/L.Them ethodwas suoecs:-5tan dardsolutio ns:intefna lst生三1‘l;Ld andsurroga tcstZnd‘王J‘1 fu】lyaI JI)liedtot lzeanalysis ofsevcralw astewater sanzl〕les.

solu tion,anda teststand, rd511,‘;l,,o 丁71targot eonll,unds Keyw ords:che milumine seence,phe nol.were prepared basedontl ,ereqtoireme ntsfortl,e analysisof Deter mination ofSulfid einIndust rialWas tewa·ezvi ronmentals amplesl,y GCMS.Tlzo gole()1llm llwas“ali一 terby osoillos oopiePol arography Titratio n.sunbrat edby。sing apuri走,。d 二;aiz:011, P‘;,,、。]、1〔,:。 phonolnd Jianhu iet。1.(L :boratory ofEnviro nmentalS eience,

B15 (2一ethylllexy ])phtlolat 。]L,er·。ov er犷of、ixi :otopolobcl一 H。nan Normalu niversity ,Xinxiang 453002): Chio.lod standardsr eaehed95% .Tlleseriou slypollt,re d5011“am一 J.Eno iron.sci., 1992,13( 5)pp·84一 89p]es beeameel earandtra nsparentaf Lerclean一up Biological Dotezmi na[i(〕norsu l工ideinin dustrialwast ewaterby oocill。

m、e romoleeules ,plantpigm 、J一t,a,、1Pol y,11(丁‘从,己「c 、}illlr补t(d, seopic polarog一pll ytitration wassrudicd .znaee: iea“id-but waxwasno tcompletOl yelelnolu 护. 5)di一m aeorate一l〕ota 、siux:101一l(〕 ridebaseso lutionat PH5.5、Key words: GpC,5011 sample,cl ean一up. 52一can l)ep上〔(ip itatedwi:11 standordsoz utionofeu ,+a,ldAna lysisofP artieula *eandVa porPhas ePhtha一 theexee sseuZ+15 baekri:ra tcdwithsta ndardsol ut是。几of

lote Estersi ntheAt mosphere .TongQ ingetal. 。xino.o xinegives s}larpinci ssioninthe Cellwitll 。。eF卜(In nerMongo liamonit oringCente rforEnvi ronmental nliejoo leetrode,二1 1iehean飞〕e osedt。ind ieatetl,een d卜01:1:Pro tection,H uhehot01 0010):Chi n.J.Eno iron.Sci., Tllc。ol ourand,u r})idi:y。f: 11esampled 。notinflue ne:11e1992 ,13(5),p p.78一81 d。:ermin ationand 11cneetl,es ampleneeds n。prcdist illL:ion.

An airsamPler composed ofpolyureth anefoama ndglassfi一 T工lepro eess15vcry simplean drapi〔1.Tll erelazived evidti4}月bre filterwas utilizedto s‘ml}、n。。t :、Iv。。Ile。: r!::IL]。te a,ldva, iati(〕neoeff itiontarelo clow1.0%a nd0.6%,r esp。::i-〔5ter ‘botliinl hegasplias oa一1〔10,.Pa rti以一l,tosin ,110at下l。一 vely.1’l ,ereeovery wasdeterm inedtobe9 7.0一103% .

spl]e re.Tliecol loctodsamp le、weret工len exl丁acted, elea“c(1up Keyw ords:osei llopolarog raphietitr ation,11一d ustrialand analysedw itlzeefo rx)zlthalate ostors.TI, elevolsof wastowa te:,sul]i(l。 ,oxine.pllth alat。。stef、 (DNBpan dDEHP)i “tl‘CrC5id “nLial“feas Levels ofRadio aetivi*v intheRed Mudan dRedo:t n。。1xv01月 uliellorIn w,nteranu surnn‘crwe letl‘usde一 MudC ementan dltsSen douttoLo ealResi dents·

te:m ined。nde ompofedw itlltllosem easuredOn ‘I‘egras一 wangK unshan( In扩titute。 rLaborp roteetion, China:land s.Rosuzts showtliat theaverage eoneentr。一 ionsofgas Nation alNonfer rousMeta lsIndustry Company ,Cha-plias eDNBPa ndDEHp intheeityw eledeterm inodtobe nosha4 10014、:e 人in.J.石n oiro,.sci二 1992.13f 5、‘oD·o斗6 “g/moand 1.89协g/m 3inthew inLerand 2.19林g/mJ 90一93

and 2.52以g/m 3intlles ummer,res pee‘ivoly WI‘ilethe Tll。Icvo lsofr,dio aetiviryin一 11e:edmud, tll。wasros ofal‘,-levol softhetw oestersde posiLedona tmosl)Ilerie Pa工tiCulatcs minit一m Icza[edind t一sr:y,and intlleeeme ntmadefr oznrodi。th 。。1tywer 。measured tobe1.34协 g/m3and 1.66林g/m3 工工11」dwe r。mea、ured 。ndrep。: :edi。tlli、p aper.Tl飞e :voage

int zl。wintera nd0.,1件g /nlaand0. 36件g/m3i n走l,esuni, dos。:a: 。intll。re dmudwas estimatedto l,eZ,.9卜 :205mer 。ompared withthe lowlevels o沂0.17以 gzm3and Gyzh.T zl。resu、、, sx,。wthat 。veragesp eeificac:iv itie;ofo、一4 以g/。3fo: wintertiruo ando、23以 g/m3and 0.10“g/m, ”石Ra, 23,丁hal、(l 4oKi。 z一、。:。dmud are477,7 0弓,ndfor summertim emeasurcd ontllcg:as s上:n〔1. 2弓3Bq厂k g,:e、1)eoli volyIntll ecenlontnl ade丁roml lle:。d

Key words: airsamPl er,Phthala teesters, airpollu一 mud,tll eavorages peoifieaeti viziesof” ‘Ra,23, rziandtion . Kare Z(}2,211 and14oB〔l /kg,respect ivelv.Itl, asboenDet erminati onofTra eePhenol onVVast eWater estim:ted 1llattlle ef工eetivcdo seeoluivalent t。the10: al,。51-

byC hemilum ineseenee .WangLu n,FanFo an,Yuan donts15 2.65一3.49 msv/a.TI, ean,lualoff ee:ivedose oluiva-Hon gehun(D epartment ofChemis try,Anhu iNormal lentto residentsea usedbytl leeemento aderlomt l,e:edUni versity.W uhu2410 00):Chin. J.五noiro n.sci.,13 nl“din mixeonstru etionmate rial150.25m sv/a.(5), 1992,pp. 81一84 Keyw ords:red mud,。e mentmade fromred mud,

lrac ephenolw asdetefmin edl)ymeas u:109pllcno l一quencl,cd rodioae[i virylevels.1ight emissionf romlumino loxidation byIiydroge nperoxide.

一
~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r、~‘~户~~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产、一一一一 ~一一~~一子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别一一产 ~~~r、~声尸中国科 学院19 92年 度优秀 期刊评 选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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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