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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比天然气与煤气
、

液化石油气在嫌烧过程中对室 内空气的污染
,

监测包括 的常规污染物
,

并侧

定了监测户的代表对象的尿
一

轻基花
。

对北京天然气从气源厂
、

中转门站至末端作了一年四季氛的浓度及变化

的检测观察
。

为对 种燃气中有机成分进行分析
,

特殊设计了大流 采样装里采集了 种燃气的燎烧产物
,

并

对 种燃气然烧产物中顺料物上半挥发性有机物进行色质联机分析鉴定
。

结果表明室内常规污染物中顺粒物和

在采暖季节均超标
,

但用天然气厨房为最低
,

、

天然气组稍高 顺粒物中 亦天然气组低

且户主对象尿中
一

经墓花也最低
。

种徽气的有机成分煤气与液化石油气均较天然气复杂
。

氛在北京地区天然

气中对室内的贡献占居民有效剂量不足 编
。

与传统嫌料相比
,

气体赫料均属清洁徽料
,

而 种气体徽料中
,

天

然气较其他 种更为清洁
。

关扭词 天然气
,

室内空气污染
,

有机物
,

氛
, 一

轻基花
,

环境监测
。

我 国天然气储量丰富
,

热 能值 高
,

已发展

成为家庭能源并逐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

至

年底用户为 万户
,

供气量为
, , ,

至 年将增 至
, ,

前景广阔
。

国外有关天然气对人群健康影 响的报道较

多
,

但大多是天然气开采
、

加工
、

净化过程中产

生污染所致人群的影响方面
,

如急性事故性 中

毒
、

居民健康素质 下降
、

呼 吸道疾病及 癌发病

率高等等
。

作为民用天然气能源对使用者 的健康影响

主要需 着眼于其对生活环境的影响
,

即对室 内

老气污染的影响
。

室 内空气污染是近年国际国

勺学术界十分关注的卫生间题
,

但有关天然气

对室内空气环境 的影响间题国内外 尚未见有全

面综合的报道
。

及冬季  
一 一

一
一 一

分批进行连续

室 内空气污染监测
,

为避免烹调油烟之干

扰
,

采样条件为上下午各 次
,

采样时关 闭门

窗
,

一律不开抽油烟机
,

将燃灶转扭打开至
。

令其燃烧
,

为免 除干烧时向上热力过强熔损烟

罩
,

仿做饭时情况
,

灶上放一壶水
,

但为避免过

多水蒸气干扰
,

保持不使水沸腾状态下持续要切 一 、 ’

二
, 、 , ’

一
、 ‘ ’ ,

,

在此期间采样
。

室 内监 测 指标为 颗粒物
、 、 、

、

及
。

采用方法见表
‘〕

。

材料与方法

室 内空气污染监测

选择使用天然气
、

煤气及液化气 迁入新居

尚未通煤气前暂用液化气 的中级单元住宅各

户共 户
,

于夏季  一 一

一
一 一

表 采样方法

顺粒物  采样器 常规方法

塑袋采样 仪分析

四抓汞钠吸收液 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盐酸蔡乙二胺 分光光度法

 
一

型便携式红外分析器 只测冬季

用聚氮基 甲酸醋塑 料 即 及玻瑞纤维撼膜

采样器采集空气中气相和顺粒物上多环芳烃

化合物
,

经提取分离后用反相高压液相色

谱
一

荧光检测器进行分析
。

收稿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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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燃烧产物中有机成分

用大流量采样装置对 种燃气进行了累计

为 月的大量采样
,

采集到的 种燃气的燃烧

产物 中颗 粒物样 品
,

对照样品和空 白滤膜
,

分

别放在 回 的索氏提取器 内
,

为 了提高提取

效率
,

在室温下用二氯 甲烷浸泡
,

再回流

提取 一 ℃
。

提取物用
一

浓缩器浓

缩近干后
,

放入无水氯化钙干燥至恒重
。

根据

样品量
,

空白和提取物的量计算出 种燃烧产

物中颗粒物上有机物含量 重量法
。

将提取物

用二氯甲烷溶解至适当浓度后进行色 质联机分

析鉴定
, 〕

一

型色质联机
。

北京地区天然气氛 含量的测定

目前北京的天然气主要是来 自任丘油 田 的

伴生气
。

为了解不同气井天然气中 浓度
,

分

别采集了任丘油 田的 口 气源井天然气进行

的测定
。

为了解天然气输运过程中 浓度的可

能变化
,

分别于天然气混合后 出 口和进入北京

的门站和用户末端采气作 测定
。

为了解天然

气中 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

自  
一 ,

每周

共 每 天 上 午 一
,

中午

一 和下午 一 之间采

集末端天然气
,

在
一

一 ”
一

期间每 月

中旬随机选择 的 一 收集末端

天然气
,

作 分析
,

采用 室 内氛气分

析仪测定
。

受试对象尿中
一

经基花测定

对 种燃气 各 户
,

每户以 主要负责家庭

烹调者为受试者
,

采尿样进行
一

经基花测定闭
。

尿样的预处理 取 尿样加入  

醋酸盐缓冲液
,

内含 单位的

葡萄糖昔酸醋酶
一

型
,

美 国 公 司产

品
,

℃下 保温
,

水解后 的尿样用

柱 公司产品 富集分离
,

用 甲

醇洗脱后在 ℃下浓缩至 。 ,

用 分

析
一

经基蓖含量
。

尿 中
一

轻基蓖的表示方法 由于测定的样

品不是 的全尿
,

为了克服尿样浓淡所造成

的误差
,

采用 种校正方法

肌配校正法 用 同一样品中肌配 的测定值

校正
,

以年
一 一

蓖 肌醉 表示
。

比重校正法 我国尿标准比重值 进

行校正
。

结果

室内空气污染物监测

监测结果见表 一
。

从表 结果可见
,

种然气均冬高于 夏
,

夏

表 种燃气室内空气中顺粒物 及其中 浓度

⋯

一一一一
气型燃类

。

士

 

士

 

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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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4 5

0

.

2 4 2 士0
.
0 58

0
。

1 2 1

0

.

2 0 9

0

.

2 6 6

0

.

1 8 9

0

.

1 9 6 土 0
.
0 5 2

0
.
2 5 0

0
.
3 5 6

0
.
3 2 8

O
。

3 3 4

0

.

3 1 7 士 0
.
0 4 0

0
。

8 1

0

。

9 9

1

.

1 7

2

。

1 6

1

.

2 8 士0
.
5 2

l
。

5 1

2

.

7 1

1

.

9 7

l

。

9 0

2

.

0 2 士0
.
4 3

2
.
4 6

3
。

6 7

2

.

6 4

4

.

7 9

3

.

3 9 士0
.
9 3

10
.
1 0

10
。

3 1

1 3

.

0 0

2 1

.

7
4

11,�,J连
‘

天然气

X 士SD

戈士S D

1 3
.
79 士4

.
7 3

12
.
0 2

19
.
8 6

1 7
。

0 0

1 5

.

9 1

1 6

.

2
0 士2

.
8 1

18
.
4 0

3 6
.
1 9

戈士SD

14
。

3 7

4 1

.

2
5

2
7

.

5 5 士 11
.
4 0

液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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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3者间差别不太 明显
,

3 种燃气浓度均在 150

陀/m
3
左右

,

以燃煤气组稍高
。

冬季 3 种燃料均

超过卫生标准
,

以 液化气组最 高
,

3 17
拜g /砰

。

总之在颗粒物浓度 上
,

3 种燃气不论冬季 或夏

季并不存在很悬殊的差异
,

但在颗粒物 中 B (a)

P 含量上却有不同
,

冬季数倍 至数十倍高 于夏

季
,

夏季及冬季 3 者间差异档次明显
,

均以天然

气中含量最低
,

而液化气中含量最高
。

从表 3结果可见
,

C O 均冬显著高于夏
;
厨

房高于居室
;
不论冬夏均 明显超 标

,

冬季尤甚
;

3 种燃气对 比
,

天然气与煤气不相上下
;
而液化

石油气大大高于前 2 种燃气
。

5 0

: ,

不论冬夏或几种燃气之 间均较低
,

一

般不超标
,

只在煤气组冬 季偏高
,

可能与煤气

中含硫有关
。

N O

Z

居室浓度 只测 了冬季
,

均 较低
,

说明

室内 N O Z
主要来自厨房炉灶

。

冬夏的差别不显

著
、

不规律
,

虽最高的浓度为夏季使 用液化气

的厨房
,

但使用天然气的厨房冬季也较高
,

二

者不相上下
,

只煤气组稍低
,

但均超标
,

而天然

气伴生气中也常夹杂有氮
,

故是研究天然气对

室内污染所关注的问题
。

从表 4 结果可见
,

开火前 不论居 室和厨房

浓度均最低 ; 随开火时间之延长
,

浓 度 均 不 断

表 3 3种燃气室内空气中e o 、

SO

: 、

N O

:

浓度(m g/m 3)

燃气

类型

采 样

地 点

C 0

夏 季 冬 季

3 〕2

夏 季 冬 季

N O :

夏 季 冬 季

3
.
8一1 2

.
5

1 0
。

8

9 一 16
.

3
.
5 5

.
2

1
.
4 一 10 0 1

.
9 一 12

.

0 1 0 0
.
0 4 0

.
6 4 0

.
8 7

3 0
.
0 9 一0

.
1 3 0

.
0 2一0

.
2 0 0

.
2 3一 1

.
4 3 0

.
1 5 一 3

.
0 4

0
.
0 3 0

.
1 0

5

天然气

煤

均数

范围

均数

范围

均数

范 围

均数

范 围

均数

范围

均数

范围

6.5 10
.9

4.4一 10
.
6 6

.
3 一 3 2

.
5

0
.
1 1

0李0 7一0
.
2 2

0
.
7 4

0
.
0 7 一 2

.
6 9

0
.
1 5

0
。

3 8

0

.

1
0 一 0

.
9 3

2
.
7 6

.
9

0
。

2 3

0
0

7 一0
.
3 8

0
.
0 4

气
1
.
9一 5

.
0

2 0
。

3

5

.

0 一 56
.
3

3
.
8 一 15

.
0

2 1
.
8

8
.
8 一 4 8

.
8

工0
.
3

5
.
0 一3 1

.
3

0
。

1 1

0

.

1 0 一 0
.
3 4

0
.
0 2

0
。

0
1 一0

.
0 7

0
.
93

0
。

1 5 一 2
.
19

5
.
4

0
.
4 2

0
。

1 3 一0
。

8 5

0

.

0 4

2

.

5 一 6
.
3

厨房室一居厨房居室一厨房室居

液化气

衰 4 宜内C O :
测定结果(% )”

测定时间

(m in)

开火前

开火前

开火 5一15

开火 15一30

开火 30一45

开火 30一45

关火 5一15

关火 15一30

关火 30一45

关火 30一45

停火 l h

总采样次数

测定

地点

厨房

居室

厨房

厨房

厨房

居室

厨房

厨房

厨房

居室

厨房

液化气

叉

0.091

0.071

0
.
125

0
.
228

0.336

0.136

0.207

0.123

0.137

0.120

0
.
074

N 范围

0.0 72一 0
.
1 2 0

0
.
0 6 4一 0

.
0 8 3

0
.
0 5 5一 0

.
2 2 0

0
.
0 9 0一 0

.
2 3 0

0
。

2
0

0 一 0
.
5 0 0

0
.
1 1 9一 0

。

1 7
0

0

.

1 7
0 一 0

.
2 8 0

0
.
1 2 0一 0

.
1 2 8

0
.
1 0 3一 0

.
1 7 0

0
.
1 2 0

0
.
0 6 8一 0

.
0 8 0

煤 气

叉 N 范围

0
.
055 2 0

.
042一0

.
0 6 9

0
.
0 60 1 0

.
0 60

0
.
1 3 0 2 0

.
1 19 一0

.
1 4 2

0
.
1 8 2 3 0

.
1 60 一0

.
1 9 9

0
.
1 9 8 9 0

.
18 0 一0

.
2 4 0

0
.
0 7 8 4 0

.
0 58 一 0

.
10 1

0
.
1 4 5 3 0

.
1 2 2一 0

.
16 8

0
.
1 1 8 3 0

.
1 0 5一0

.
13 4

0
.
1 0 4 3 0

.
1 0 1一0

.
10 6

0
.
0 8 0 2 0

.
0 6 4一0

.
0 9 6

0
.
0 6 7 2 0

.
0 5 4一 0

.
08 0

3 4

天然气

叉 N 范围

0
.
138 5 0.070一 0

.
2 1 0

0
.
1 66 4 0

.
0 8 5 一 0

.
2 4 0

0
.
2 54 4 0

.
1 2 0 一0

.
4 2 0

0
.
4 3 1 7 0

,

2 5 0 一0
.
7 2 0

0
.
6 0 7 9 0

.
2 5 0一 0

.
7 9 0

0
。

3 5 0

0

.

3 3 3

0
2 1 8

0

.

1 3 0 一0
.
7 0 0

0
.
1 1 8一 0

.
5 9 0

0
.
0 7 7一 0

.
4 6 0

0
。

1 4 5 8 0

.

0 5 6 一0
.
2 5 0

3 6 5 8

l) 测定方法
:
用 G x H 一

3 0l
o c 型便携式红外线分析器

,

测试者一人在厨房密闭的条件下
,

测定 3 类燃料燎烧和停烧后不同时间的

C O Z%
。

以居室为对照
。

测定原理
:
仪器根据 比尔定律 和气体对红外线的选择性吸收原理对 C O :

进行测定
。

C O
:

标准公共场所

为 0.1 % 或 0.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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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8 煤气始烧产物色质联机鉴定结果

序号 分子量 化合物名称

2345687910n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上升
,

均超过卫生标准(按公共场所 0
.
1% )

,

但

以天然气用户浓度最高
;
随关火 时间之延 长

,

浓度均不断下降
。

2

.

2 燃气燃烧产物中有机成分分析

分析结果见表 5一8
。

2

.

3 北京地区天然气 田氧含量的测定

衰 S 瀚气燃烧产物顺粒物上有机物含t

然气种类

有机物含量(% )

天然气 液化气

0.21 0.34

分子式

C 13H 26

C 12H a

C 13H 2.

C 一6
H

3 -

C
l?

H
s ‘

C
l 一

H
l o

C
la

H
3 a

C
l s

H
一。

C
x s

H
s Z

表 6 天然气燃烧产物色质联机鉴定结果

序号 分子式

C lsH ls

C , s

HZ

。

C
i7

H
3 ‘

C
lg

H
今。

C
z.

H
a a

C
ZI

H 一

C lsH 月。

C
z .

H
sZ

分子量 化合物名称

184

184

240

268

2 54

296

268

260

3 ,

3

一

二 甲基
一

十一烷

2 ,

6

,

8

一

三甲基
一

癸烷

十七烷

2 ,

4

,

10

,

14

一

四甲基
一

十五烷

十八烷

2 ,

6

,

1 0

.

1 4

一

四甲羞
一

十七烷

十九烷

(1
一

甲基十二烷墓)一

苯

CZoH ‘2

C
x ‘

H
一。

C
: 一

H “

C :ZH ‘。

C
23

H
4。

C
Z 一

H
so

C
:S

H
s z

C
Z‘

H
S 心

C
:,

H
5 6

C
:

sH

‘s

C
:.

H
.o

C
i.

H
io

C
ls

H
: 。

O N

C
so

H
oZ

1 8 4

1 5 2

1 8 4

2 2 6

2 4 0

1 7 8

2 5 4

2 6 8

2 6 0

2 8 2

2 0 2

2 9 6

3 1 0

3 2 4

3 3 8

3 5 2

3 3 6

3 8 0

3 9 4

4 0 8

2 0 2

2 8 1

4 2 2

2
,

6
,

8
一

三甲基
一

癸烷

范

3 ,

3

一

二甲基
一

十一烷

5一

丙基
一

十三烷

十七烷

菲

十八烷

十九烷

(1
一

甲基十二烷基)一

苯

二十烷

花

二十一烷

二十二烷

二十三烷

二 十四烷

二十五烷

二十六烷

二十七烷

二十八烷

二十九烷

荧慈

9一

十八碳烯阮胺

三十烷

农7 液化气满烧产物色质联机鉴定结果

序号 分子式

ClsH 2.

C13H z吕

C
一7

H
3 右

C
zg

H
4o

C
z一

H
io

C
zo

H
3s

C
:I

H 一

C i,
H

‘o

C
ls

H
s Z

C
z o

H
一:

C
I‘

H
io

C
2 1

H
‘4

C
2 2

H
弓6

C
2 3

H 一

C Z; H s o

C 2 5H 5 2

C Z eH s毛

C
2 7

H
s ‘

C
Z 吕

H
ss

C
Z ,

H
‘o

分子t 化合物名称

184

184

240

2 68

178

254

296

268

260

282

202

296

310

324

338

352

336

380

394

403

3 ,

7

,

7

一

三甲墓
一

癸烷

2 ,

6

,

8

一

三甲墓
一

癸烷

十七烷

2 ,

4

,

10

,

14

一

四 甲荃
一

十五烷

菲

十八烷

2 ,

6

,

1 。
,

1 4

一

四 甲墓
一

十七烷

十九烷

(1一

甲基十二烷基)一

苯

二十烷

花

二十一烷

二+ 二烷

二十三烷

二十四烷

二十五烷

二十六烷

二十七烷

二十八烷

二十九烷

测定结果见表 9一10 。

从表 9一10 可见
,

l d 之内 3 次用气高峰段

内
,

中午和晚上 的 R n 浓度基本相 同
,

分别为

10 6 和 10 4 助/m 3,

早晨天然气中平均 R n 浓度

为 92 助/m 3,

低于中午和 晚上的浓度
,

这可能

是由于早晨用的气已在管道中经过一夜的存放
,

部分 R n 已衰变所致
。

3 月份顺序的 g d 测量中
,

天 然 气 日 平均 浓 度 的 变化 范 围 是 84 一 In

鞠/ma
,

小于 日内 R n
浓度的相对变化

。

一年内

R n
浓度 的范围值是 70 一 157 鞠/m ‘ ,

年平均值

为 112 伪/m 3,

无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

总的看来
,

1 9 9 3 年度所测任丘油 田天 然气

到用户末端 R n 浓度为 112 现/m , ,

高于 1986

年文 献报道 的华北 油 田 天然 气中 R n 浓度 73

助/m , ,

低于北京地 区使用的焦炉煤气
,

高于液

化石油气闭
。

但却远低于四 川省 15 个油气 田浓

度的算术平均值[s1
。

公4 受试对象的 l 释基花测定

32145678910n121314151617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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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北京天然气中 R n 浓度的 日变化(鞠/m 3)‘,

采样时间 0 3一
0 4 0 3

一
0 5 0 3

一
0 7 0 3

一
1 0 0 3

一
1 1 0 3

一
1 7 0 3

一
1 8 0 3

一

2 4 0 3

一
2 5 平均值 标准差

早 104 82 79 122 67 112 101 68 9 2 21

中 126 100 88 101 118 107 114 93 10 6 13

晚 82 71 1 16 95 117 112 118 120 10 4 19

日平均值 104 84 94 106 100 111 111 94 10 1

标准差 22 15 20 14 29 3 9 26 9

l) 1992 年

表 10 北京天然气中 R n 浓度的月变化(鞠/m 3)

年平均

112

24

1)OCO,自厅了11

11)
971812

121
23采样时间(月)

X

S

3 4

157 120

1 2

7 8 9 10

103 137 106 128

74 4 13 7

l) 1993 年

测定结果见表 11
。

表 n 空内空气中 B (a) P 及居民尿中 1一

经

墓花测定结果(1992一
0 3 )

室内 E匕P (n g / m 3 )

叉士5
.
D

.

尿中 1一

经基花

(拜m o l/ m o l 肌醉 )

叉士5
.
D

.

样本数

(月
)

气型燃类

液化石 油气

煤气

天 然气

3
.
39士0

.
9 3

2
.
0 2士 0

.
4 3

1
.
2 8士 0

.
5 2

0
.
2 7 7士 0

.
2 3 7

0
.
2 4 7士 0

.
1 5 7

0
.
1 4 7士 0

.
1 7 3

从表 n 结果可见
,

受试者尿中 1一

经基蓖的

浓度与其厨房内空气中 B (a) P 的浓度有一定的

正相关
。

不论空气中 B (a )P 浓度还是受试者尿

中 1一

经基蓖浓度均 以燃液化石 油气 为最高
,

燃

煤气次之
,

而燃天然气最低
。

3 讨论

3
.
1 3 种燃气燃烧效果的比较

3 种燃气之 间相 比
,

天然气燃烧的效 果最

好
,

液化气居中
,

焦炉煤气较差
。

这和 3 种燃气

本 身的组 成 (天 然气
:
89 % C H ‘ ;

液 化石油 气
:

50 % C 3H : ,
5 0

% C

;

H

l 。 ;

焦炉煤气
: 27肠C H ‘

) 有

关
。

燃烧产物 的成分和燃烧物本身的成分及燃

烧条件直接相关
。

3 种燃气然烧产物 中颗粒物

上有机物均有 3个正构烷烃
,

3 个支链烷烃和 1

个苯 的烷基取代物
,

说明 3 种燃气原始组成 虽

有些差别
,

经燃烧反应后形成的产物部分相同
。

3

.

2 3 种燃气燃烧产物有机成分的比较

液化石油气和煤气很复杂
,

六 2 种气体颗

粒物除正构烷烃含 的种类多外
,

均有多环芳烃

化合物
。

煤气的颗粒物的成分 比液化石油气的

颗粒物
,

仅正构烷烃多 1个化合物
,

还多 2 个多

环芳烃(范和荧蕙)
,

并鉴定出 9一18 碳烯酞胺
。

室 内空气监测
,

3 种燃气颗粒物上均检测

出 B (a )P (表 2) ,

而对 3 种燃气燃烧产物的色/

质联机鉴定结果则未鉴定 出 B (a)P
,

在天然气

中也未鉴定出花(表 6
,

7

,

8)

。

前者是用高压液

相色谱仪
,

其灵敏度为一 10
, 2

9
,

而后者所用的

色/质联机
,

灵敏度为一 10--
9 9

,

二者相差较大
。

但以低烃为主的夭然气在其特定燃烧过程 中仍

可聚合成多环芳烃化合物也值得注意
。

3

.

3 北京地区居民 R n 内照射剂量估算

R n 及其短寿命子体被人吸入就会产生 内照

射剂量
,

按着 IC K P 30 号报告的剂量估算模式
:

假 定 R n 的 短 寿 命 子 体未 结 合态 份 额 f。
-

0

.

0 2 5
,

空气动力直径 0
.
2 拜m

。

如果作一种夸大

的假设 F 一 1 (即 R n
与子体的平衡 比为 1)

,

且

一年全部时间均停留在室内
,

R
n

与子体所致居

民年有效剂量当量分别为 0
.
035 和 1

.
84 拜s v ·

a 一 ’ ,

总计为 1
.
88 拌S v ·

a 一 ’ ,

这个量仅是北京市

居民室 内外 R n
所致居民年有效 当量的 1

.
8编

,

是全部天然辐射源所致北京市居 民年有效剂量

当量 2
.
43 拌S v ·

a 一 ‘

的 0
.
5% 。。

4 结论

(1) 3 种 气 体燃 料 对 室 内污 染 的规 律 与

模式上仍然是冬> 夏
,

厨房> 室 (下转第 6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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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规定
。

蔬菜含 Cd( 以鲜

重计 )不超过 0
.
05 m g/k g 。

当采收期油菜达到

此标准时
,

苗期含 C d 临界值(以鲜重计)为0
.
16

m g/kg
。

衰 4 油菜苗期和采收期 C d 含t (m g/k g ,

以鲜重计)

土壤 Cd 投加量

(m g/纯)
苗 期 采收期

。
_

0
。

5

0

。

0 4

0

。

1 6

0

。

2 9

0

.

8 5

l

。

4 5

2

.

4 4

4

.

5 4

1 3

.

2 8

0

.

0 3

0

.

0 5

0

.

1 0

0

。

3 1

0

。

5 1

0

.

8 1

1

.

8 3

1 0

。

0 3

000

11
9目巴d

3 分析与讨论

(1) 3 种作物生长正常
,

没有受到 C d 的严

重毒害的情况 下
,

苗期 Cd 含量均高于 生长后

期
,

且同后者高度相关
。

苗期 Cd 含量比生长后

期高
,

说明苗期 吸收能力强
,

而后期表现 出作

物生长过程 中的稀释效应
,

这与土壤矿质养分

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
。

关于苗期重金属含量同

成熟期含量及各器官含量之 间的相关性已有报

睿
, ·

幻
。

cd
是一个极易在作物体内迁移的重金

属元素[9, ’
0]

,

有利于它在作物生长过程 中的转

移
、

分配和平衡
,

因而苗期 Cd 含量同生长后期

的各器官含量之间呈高度相关也是必然的
。

( 2) 以植物幼苗吸收量反映土壤 Cd 的有效

性
,

比化学模拟法
,

即用化学试剂从土壤中浸

提
,

更为直接和准确
。

它一方面可 以预测成熟

作物 的污染状况
,

另一方面可较快地通过作物

效应诊断
、

评价土壤 Cd 污染
。

,

( 3) 本方法和 由此确定 的苗期含 Cd 临界

值
,

只是一个初步的可行性研究
。

方法 的科学

性和可靠性还需要更多的试验和研究加以验证
。

另外
,

其它一些问题
,

如指示植物的选择
,

诊断

标征期的选择确定等均需做大量 的工作
,

才能

制 定用幼苗残毒量标征土壤 Cd 污染的具体方

法和评价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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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污染物的浓度
:
颗粒物

、

N O

Z 、

C O

、

5 0

2

均无严重超标
,

3 者相 比
,

天然

气均 比另 2 者低
,

只 N O :
和 C O :

夭然气稍高
,

但并不突出
。

( 2) 气体燃料燃烧产物中有机物含量较低
,

均不超过 1%
,

其中以天然气最低
。

( 3) 北京现有 以 任丘为主的天 然气伴生气

中所含氧及其子体浓度不高
,

至末端用户室内
,

对用户居民所致年有效剂量的贡献不足 1%
。,

但

如引进 陕西大气 田天然气入京
,

则 需监测气中

浓度并关注此间题
。

(4 ) 为反 映 B (a) P 的生物效应
,

从少量对

比测定的尿 1一

经基花的结果看
,

此 项指标较为

敏感
。

( 5) 限于 3 种燃气燃烧产物样 品采集之难

度及生物活性 常规检测需 样较 多
,

较微量 的

A m es
检测条件尚未建立

,

未实测生物活性
,

但

根据有机物等检测结果及文献报道估计天然气

燃烧产物生物活性不高
,

低于另 2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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