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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国外监测网的工作

一洲凑
、

榭截

监测站的工作主要是对大气和水中各种污染物质进行分析测定 一般来说分采样和分析

侧定两个步骤
,

遥控的 自动监测站还需将分析测定所得数据进行处理后向监测中 已
、

输送

采样对掌握污染现状和制定控制措施是极为重要的第一个环节 如果试样本身没有代表

性
,

则其分析结果就没有价值
,

甚至会贻误工作 因此
,

采样方法和装置选择十分重要 采样

技术
,

在时间上可分为定时周期采样和连续采样两种
,

在地点上则可分为定点采样和流动性采

样
,

不论是气或水
,

大都用自动采样方法

下面扼要介绍大气污染监测站和水质监测站
、

监测 中心的基本设备和工作内容

一 大气污染监测站

目前
,

各国的大气污染自动监测站的测量项 目大致相同 即
, , , , 。 ,

及

烃
,

飘尘和一些气象参数 如风向
,

风速
,

大气温度
,

湿度
,

太阳幅射和大气压力等

表 列出了英
、

美
、

西德等国几个空气污染监测站的污染物监测项 目及所用的仪器设备
,

自动监测站设有 自动连续取样装置
,

把从站顶抽进来的空气试样连续分配给各分析仪器

和装置 站内设有标准气体发生器或标准混合气体储存钢瓶
,

由程序控制器或小型计算机控

制
,

每经一定时间间隔 例如 小时或 小时 自动输送标准气样一次
,

以校正有关分析仪

器 上一级监测中心站可以在需要时通过专用电话发出控制信号
,

使仪器进行校正

自动监测站均配备信息遥传系统
,

由计算机收集所有成分的分析结果和气象参数经调制

后通过电话线传送给上一级监测中心站

自动监测站的专用小型计算机的功能是 控制站内分析仪器
、

取样系统
、

校准装备等
,

收

集侧得的数据并进行必要的处理
、

统计分析及故障寻索等等

空气污染监测中心站配备的仪器设备一般有以下四方面 实验室用污染测定仪器
,

空气

污染监测车 包括所配备的仪器装置
,

空气污染遥测装置 或遥测车
,

计算机控制和信息传送

系统

一些配备较好的空气污染监测中心站已越来越多地采用流动监测和遥测系统以弥补固定

监测站的不足
,

如 日本三重县公害中心站
,

据 年资料
,

已有各种流动监测车三台
,

激光雷

达遥测装置二套

实验室用测定仪器 这类仪器中主要是分析仪器 如 日本大阪府公害监测中心的实验室

所配备的仪器是 数字式粉尘计
、

重油含硫量测定装置
、

热分析装置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快

速定硫仪
、

自动分析器
、

氮氧化物自动分析器
、

臭氧分析器
、

分析器
、

总烃分析器
、

湿度



表 几个空气污染自动监测站的分析项目和仪器设备

污污染物监监 英国中央政府监测局监测站站 美国德克萨斯州空气监测站站 西德卡尔斯鲁厄空气监测站站
测测刃 目目 由华仑泉研究所管理

总总 硫硫硫 火焰光度式气相色谱仪仪 火焰光度式 气相色谱仪仪
美 型 美 、‘ 型

库仑滴定式 荷
、

同 卜卜 同 上上
夕 型型型型

同 几几几

红外线气体分析器器
一 川 一

、

〕 红外线气体分 析器 西德德 甲烷化气相色谱仪
飞。 , 、、 红外线气体分析器

,

型 型 型 一

了 ‘‘‘

同 上上上

总总 烃烃 氢焰电离子气相色谱仪仪 同 上上 氢焰电离子气相色谱仪  
,,

一

美 毛 记   型 型 一
,

一

二二

化学发光式 美
, 飞

化学发光式 」
‘ ,飞。 , ,

化学发光式 同左
产品

‘ , 之 , 一〕 斗型 一
一

化学发光式 美
飞

化学发光式式 化学发光式 美 产品
产产产品 , 型 一

,

一
一

尘尘 埃埃 滤纸收集
,

每三小时切换一一 滤纸收 集法法 双光束散射光度式分析器器
次次次

,

人工光电反射测量 每每每 一 “ 最小
周周周总测一次

,

实验室人工工工 一
,

最大
分分分析尘埃 中硫酸盐 射射射射
线线线萤光光谱仪 金属 原子子子子
吸吸吸收分光光度计和发射光光光光
谱谱谱仪 在华仑泉研究所分析析析析

计
、

大气污染 自动测定记录仪
、

极谱仪
、

自动分光光度计
、

红外分光光度计
、

发射光谱仪
、

萤光光

度计
、 一

光萤光分析器
、 一

光衍射分析器
、

气相色谱仪
、

液相色谱仪
、

质谱仪
、

气相色谱
一
质谱

联用仪
、

核磁共振波谱仪
、

精密噪声频率分析器

空气污染监测车 监测车上的仪器设备主要是分析仪器 基本上与自动监测站用的分析

仪器相似 车上有分析人员
,

因此对仪器的 自动化程度和长期稳定性的要求可以低些 此外
,

车上还配备一些较简单的气象仪器和数据处理装置或小型计算机

空气污染遥测装置 空气污染遥测是门新技术
,

最近发展迅速
,

现在已成为美
、

英
、

西德等

国监测空气污染的重要手段之一
计算机控制和信息传送系统 地区污染监测中心站用的计算机比 自动监测站的规模要大

,

附件较多 以西德拜恩周环保所为例
,

所用的控制计算机为美国数字设备公司的

型
,

它的主要功能是接收
、

处理和储存各监测站传送来的测量数据
,

作出分析报告
,

显示有害物

质的浓度
,

整个监测网的功能控制
,

超标时自动报警等 整个控制系统备有时间程序
,

数据传

达程序
,

存储程序
,

控制监测程序以及解析和显示程序
,

附件有磁带机
、

磁盘机
、

电传打字机
、

宽

行打字机
、

复印机和图象显示器等 测量所得的数据可在磁盘中存放 犯 天
,

如需要
,

可以随时

发出指令将某一天或几天的数据显示出来

二 水质污染监测站



一般水质污染监测站的监测参数有溶解氧
、

电导率
、

悬浮物
、

和水温等五项 所以现

在国外一些厂家生产的成套水质自动综合测定装置其监测内容大都为此五项 各自动监侧站

还根据所监测水域的具体情况增加某些新的项 目 如英国泰晤士河管理局李河管理处设有五

个自动监测站
,

各站的设备大同小异 每个站的主要设备是一台水质自动综合监测仪
,

可测定

溶解氧
、 、

电导率
、

悬浮物
、

温度等五个参数
,

此外
,

还有氨和硝酸根监测器 采用氨气敏电

极和硝酸根离子选择电极测定 自动综合监测仪带有自动清洗程序
,

定时清洗试样管道和测

量探头
,

因此每两月校正一次

连续自动分析仪
,

主要选用能测量多种对象的离子活度计
、

极谱仪或伏安分析仪
、

光电比

色式分析仪以及单参数测量的 计
,

电导仪
,

测量含油量的表面反射式或紫外萤光式分析

器
、

溶解氧分析器和光散射式浊度计等

水污染监测中心站所用的仪器可分为 实验室用分析仪器
,

水污染监测船 车 及所配备

的仪器装置
,

计算机控制和信息传送系统 有些国家还利用飞机
、

人造卫星装载遥测仪器进行

水质污染遥测

一般的水污染监测中心站所配备的实验室分析仪器主要有 酸度计
、

溶解氧测定仪
、

离子

选择电极及离子计
、

自动比色式分析器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极谱仪和逆向溶出伏安分析仪
、

总有机碳分析器
、

紫外分光光度计
、

红外分光光度计
、

气相色谱仪
、

色一
质谱联用仪

、

高压液相色

谱仪等

水污染监测船可以对水污染情况进行流动检测
,

其功能和特点类似空气污染监测车 水

污染监测船上除备有类似固定站的自动取样
、

分析仪器外
,

还带有一些湿化学分析用的简单设

备 此外还带有浸人式水质监测仪器 例如英国电子仪器研究所生产的 型浸入式水质

监测仪
,

外形为圆筒状
,

内装有溶解氧测定探头和测温镍电阻
,

可垂放到 米的深度
,

同时测

量并记录水中溶解氧和温度 测量的间隔时间为一分钟到二小时 任意设定 测定值以数字

形式打印在纸带上
,

消耗的功率很低
,

每充电一次可测 次以上 一般可用六星期左右 这

种浸入式测量记录仪可以设置于固定地点作数小时到数周的定点测量 也可以拖在小汽艇船

尾进行巡逻检测

三 计算机控制和信息传送系统

水污染监测站和监测中心站的计算机系统与空气污染监测方面的情况相似 水污染监测

网的计算机控制信息传送系统以英国李河监测站与英国水研究中心间的信息传送系统为例说

明如下

所有测量得到的数据都是通过专用电话线传送的
,

水质监侧仪器测得的数值
,

经过数据多

路调制器传送给邮电局的调制器
,

这两个调制器都是由时间和闭锁装置控制的 信号经电话

线传到控制中心所在的邮电局以后
,

经调节装置送给控制中心的电子计算机 李河的五个监

测站都由英国环境部所属水研究中心的一台美国德克萨斯仪器公司的 型计算机 内存

字 控制 将来将由李河管理处的同型计算机取代而构成三级管理体系 正常情况下
,

计算机每小时和五个站的每一个站联系一次
,

除了接收
,

处理每个站的数据并把它存人盒式磁

带机外
,

还可以通过邮电局的叫号装置和每一个站进行联系和控制
,

例如
,

当某一监测站的某

一测量参数突然超过极限而发出报警信号时
,

操作人员为了验核其可靠性
,

可以发出一项指

令
,

要求对有关分析仪器进行一次 自动校正
,

随后再将分析数据传送到中心站
,

如这次测量结

果不变
,

就可以认为仪器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
,

测量结果是可靠的



四
、

国外环境污染遥测装置

目前已被采用的污染遥测装置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 光谱仪器
,

激光 包括可调谐激光

仪器
,

空中摄影装置 这三类中
,

以激光仪器最重要 在应用方面
,

大多用于空气污染监测
,

其

次为水污染监测
,

也有用于固体废物污染监侧 对植物生长情况的大面积遥测结果有助于早

期发现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及污染源 有些污染遥测装置适于地区或水域污染监测中心站采用

而有些污染遥侧装置
,

如卫星遥测装置
,

至少在目前主要仅限于国家级监测中心站或有关机构

采用或管理

一 光谱遥测仪器

属于这种类型的污染遥测仪器主要有相关光谱仪和相关千涉仪 加拿大巴林格研究公司

生产的相关光谱仪是这类产品中生产最早和最有代表性的 一台仪器可同时测量大 气 中 的

和 这种仪器一般利用 日光作光源
,

测量灵敏度为 级 在一定的特殊场合
,

也可

采用人工光源
,

测量灵敏度可达 级
,

通常将这种仪器装载在专用小汽车上作流动性监测

工作时
,

将仪器的望远镜对准天空
,

即可测出望远镜对准的光路中 和 的总含量 亦可

在气球或飞机上
,

镜头对准地面
,

或装在烟囱里侧 在其对面位置安装一个人工光源 以测定烟

道气中 和 含量

二 激光遥测仪器

激光成为检测空气污染的工具是从 年开始的
,

当时 日本有人提出用拉曼激 光雷达

探测大气污染成分 日本三菱电机公司于 年试制成功世界第一台拉曼激光雷 达 商 品

年后
,

可调谐激光器开始用于空气污染检测

近几年来
,

空气污染激光遥测技术发展很快
,

现已采用的这类仪器中主要有拉曼散射式
,

米 氏散射式
,

吸收式和萤光式等四种

激光拉 是散射遥测仪

这是 目前各种激光遥测仪中应用最成熟的一种
,

但因拉曼散射的信号过弱
,

故现在主要应

用这种装置于近距离 几百米以内 的污染物或浓度较高的污染源 如烟囱出口烟雾和汽车排

气 检测 这种装置适用于测量
、 , ,

和 等污染气体

激光米氏散针遥测仪

米氏散射理论适于测定空气中气溶胶 通常把这种激光测量大气 中组分的反射装置称为

激光雷达
,

并把激光拉曼散射遥测仪称为拉曼激光雷达

测量时必须对散射介质的光学特性和粒谱作出适当的假设
,

了解激光雷达与被测试样之

司的距离
,

并以洁净大气作背景
,

测量才能取得可靠的测量数据

激光吸收遥测仪

美国环境保护局于 年成功地应用地面反射激光示差吸收系统测量地球表面 的 臭氧

含量 这种装置中设有两个激光器
,

其辐射频率相应于
,

的最大吸收带和最小吸收带 由于

采用了示差方法而提高了仪器的分辨率 继此之后
,

现在正进一步研究应用类似装置以测量

空气中
,

和污染源 例如烟道气 中污染物浓度

利用半导体可调谐激光作吸收遥侧已有一些应用实例
,

如用电流调节的啼化铅一磅化锡

半导体激光器
,

波长调定为 微米
,

检测了
,

等污染物
,

检测浓度极限为  一 ,



并曾在距离一公里处
,

测出浓度为 的污染物 可调谐硫化铅一硒化铅半导体激光器以

微米发射波长检测空气中 含量

激光萤光遥侧 仪

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制成一种红外激光萤光遥测仪
,

可用于测 N O
,

N q

,

c o

,

c o
Z ,

5 0
2

或 0
,

等污染气体
.
美国环境保护局应用机载紫外萤光遥测仪观测水体的油污染

,

水中有机

污染物
、

农作物病害和水藻大量繁殖地点
,

并正研究用此装置探测受空气污染物影响的植物

用萤光分析法的特征响应问题
.

(三) 空中摄影装置

利用飞机或人造卫星装载的空中摄影测定装置可以取得在地面难以获得的信息
.
例如

,

将污染源的空中摄影同气象参数联系起来
,

就可取得定性的空气污染分布图
,

能描绘出局部地

形对奋染空气团移动的影响
,

能够勾画出受污染物扩散影响地理区域
,

有助于环境区域规划设

计和建设新工业区选(地)点工作
.

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卫星网 中包括的地球资源技术卫星
“土地卫星

”号
,

利用卫星遥测

摄影技术来研究测定空气污染和其他环境污染问题
,

如观察植物区烟雾
、

固体废物
、

水中酸废

料
、

污泥排放和污泥深度等
.
它用的感测装置包括三套光导摄象管电视摄象机

,

波段分别为绿

色 (500一600
nm )

、

红色 (600一700
nm )和近红外(700一900

nm )
,

以及一套四波段多谱扫描器
.

每次摄象复盖面积为 100 平方英里
,

摄象信号存在于录象带上
.
当此卫星接进美国航空和宇

宙航行局的三个地面接收站中的任何一个时
,

即将信息遥传至地面
.
该局还将此信息分发给

天文学
、

农学
、

地理学
、

气象学和海洋等学科的有关科研机构
.
此摄象装置每 18 天可将整个美

国版图所及地区照遍
,

然后再重复拍摄
.
以“土地卫星 1 号”

为例
,

这样的重复拍摄继续了一年

之久
.

五
、

国外环境污染分析仅器的发展趋势

1.改进“空气质量标准
”

中规定项 目的连续监测仪器
,

发展准确
、

简单
、

标准化
、

低耗费
,

响

应快的监测方法和仪器
.
如臭氧监测器

,

希望发展只测臭氧而不是测定总氧化剂的仪器
.
氮

氧化物监测器
,

目前采用分步氧化法测定结果偏低
,

希望寻找更高灵敏度的方法等
.

2
.
研究多组分的监测仪器

,

希望用一台仪器可监测两三个污染物
,

从而降低设备费用
,

有

人提出现使用的单一组份监测仪器
,

往往为了排除千扰
,

在研究选择性过滤器上要花 费 很 大

精力
,

是否可以把力量放在研究同时分离与测定上
,

目前的研究认为
,

气相色谱法可以测定

CO 、

C o
Z 、

碳氢化合物
、

过氧乙酞硝酸盐
、

5 0
2 、

H

Z
S 等

,

紫外光谱法可以测定 S。, 、
N q

、

0
3

( 对

N o
, 、

N H

,

也有可能 )
,

红外光谱法可测 co
、

C
q

、

0
3 、

过氧酞硝酸盐
、

N O

二 、

N
q 等

,

其他如拉曼

光谱法
、

电子轰击光谱法
、

微波光谱法也是有前途的
.
现正在研究这些方法的实用化

.

3
.
开展

“

空气质量标准
”
中未规定项目的研究

.
随着对空气质量的研究

,

愈来愈多的污染

物 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

如大气中的甲醛
、

乙烯(及其他单个烃)
、

氯乙烯
、

卤代烷
、

烃的氧化物
、

亚硝胺
、

硫酸气溶胶
、

硫酸盐
、

硝酸气溶胶
、

硝酸盐
、

氰氢酸
、

痕量金属等等
.
需要编制这些污染

物的
“
特征资料

” ,

研究其分析方法及监测仪器
,

如现已研制出氯乙烯的连续监测仪器
.

4
.
对于大气中的某些微粒物

,

如重金属
、

无机盐
、

多环芳烃等短期内还不能进行现场分析
,

仍须取样用实验仪器如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x 光萤光光谱
、

液相色谱等来分析
,

对其研究的



重点是放在实验室仪器的操作自动化
,

数据处理计算机化等方面
.

5
.
对于排放源监测的研究

,

希望对不同类型的固定排放源(如发电
、

冶金
、

石油化工)选用更

有针对性的监测方法和仪器
,

普遍感兴趣的是发展不须采样的监测技术
,

如就地仪器型的光学

监测仪器
、

遥测型的 长光程监测仪器等
,

对流动排放源
、

汽车
、

柴油机车等除进一步改进 CO 、

N O

、、

T H C 的监测仪器外
,

发展醛类
、

有机氧化物
、

臭味等的监测仪器
.

6
.
对大气污染遥测技术的研究主要是对已经探索的方法如激光雷达

、

红外吸收等进一步

研究其实用化和研制装于汽车
、

飞机
、

卫星的遥测仪器
.

7
.
应用新原理新技术研制高灵敏低耗费的小型携带式或袖珍式大气污染监测仪器

,

以便

用于现场监测
、

现场报警
,

或作为研究污染与人体健康关系的随身携带的个人剂量仪器
.
目前

发展较快的有固态电化学传感器及气敏元件
.
固态电化学传感器的种类很多

,

例如西德拜耳

公司研制的固态原电池法
,

可测 H
Zs 、

5 0
2 、

c o

、

N o 等灵敏度可达 即m 级
,

响应时间几秒3仪器

的体积仅有 9, X
45 x Z , m m

,

( 相当于一包香烟 )
,

重量仅 80 克
.
固态去极化法可测 PP m 级

的 C1
2.
英国煤矿安全研究所试制的固态极谱电池法可测 C O

、

5 0
: 、

N 0
2

等
,

美国研制的控制

电位电化学法测 CO 的仪器已经商品化
,

该法还可测定 H
ZS 、

N O

二

等
.
气敏元件的种类也很多

,

如电位法的膜气敏选择电极及不用膜的气隙电极可测定 50
2、

N H

3 、

C O
:

等
.
掺有金属氧化物

的半导体气敏元件可测 C O
、

H

Z
S

、

N O
:

等
.
这些方法在灵敏度稳定性及使用寿命上还有待进

一步发展
,

但从简单
、

小型化上是很有前途的
.

8
.
大型精密仪器如气相色谱

一
质谱

一
计算机联机

、

气相色谱
一
红外光谱

一
计算机联机用于大

气污染监测
,

尤其是污染物组成的定性分析
,

日益 引起重视
.
如美国海湾石油化工联合企业

,

将气相色谱
一
质谱仪装于流动监测车上进行环境监测

.

六
、

几 点 建 议

自从我国第一次环保会议以来
,

我国环境监测工作随着全国环保事业的发展
,

有了不少进

展
.
环保监测分析仪器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

我国当前各省
、

市
、

地区的监测机构已相

继建立起来
,

并初具规模
.
但是总的说来

,

我国的环境监测工作与水平还很不适应当前环境保

护和环境科研工作的需要
,

与国外的技术水平相比
,

也有着不少的差距
.
因此我们建议

:

1
.
加强

、

充实全国各省市地区的环境监测站
,

进一步明确任务及三级监测站的分工
,

重点

建设一些监测站
,

积累经验
,

逐步推广
,

带动全局
.
重点城市或地区在建站的基础上及 早实现

网络化
、

自动化
.
进一步开展环境质量调查和评价

,

确定排放标准和环境标准
,

逐步达到环境

污染的予测予报
.

2
.
根据我国当前环境分析方法的现状

,

应及早实现调查及分析方法的规范化
,

从实际情况

出发统一标准分析方法
,

和开展标准样的研制工作
.

3
.
急需加强环境分析仪器和仪器配套的研制工作

,

根据环境分析的特点
,

特别是价态
、

状

态和结构的分析需要配备新的仪器和联机配套仪器
,

同时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

需要研

制一些简易轻便
,

便于携带的仪器
.
考虑到化学分析方法在环境分析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

所以需要改善现有
一

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新的分析方法以满足快速
、

多组分和提高灵敏度的要求
.

并且需要多生产一些可移动的环境监测装置
,

如大气监测车
、

水质监测船或监测用的飞机等
.

(下转第42 页)



的 日益积累
、

质量 日趋恶化而数量逐渐减少
,

至最后绝迹消失
.
但是还有某些种类

、

如软

体动物蛤仔
、

四角蛤喇
,

当水域环境被污染
,

质量变坏后
,

其栖息数量无明显变化
,

甚至仍

能正常生活
,

表现出对有害物质具有较强的

忍受能力
,

但是生物体内却早已积累了一定

数量的有害物质
.
据分析

,

栖息于潮间带的

蛤仔个体与潮下带生活个体比较
,

其体内酚

的含量较高
,

为 4一5倍
.

在生物出现种类与数量大大下降后
,

生

物群落结构完全改变
,

原来保持相对平衡的

生态系统
一

也遭到破坏
.
目前

,

只在低潮带仍

出现以蛤仔为优势种的生物群落
,

但组成种

类比较简单
.

在 C 地潮间带水域和沉积物环境被污染

后的 19 74一1975 年调查时
,

第一次 出现 了

一种小型的端 足 目 甲壳 类 动 物 (。,u st 、ea
:

才。P左,’P 口
da )

,

栖息密度最高可达 5427 个/米
, ,

生活正常
,

有明显的繁殖现象
.
垂直分布范

围是高潮带的第一亚 带
,

属 户中 污水 生 物

段
.
该动物的这一生态特点

,

为今后探索和研

究重金属污染生物学指标提供了一个重要线

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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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加强环境监测站的业务管理

、

培训环境监测分析人员
,

以保证监测分析数据的可靠性
.

5
.
注意引进国外先进的监测技术

。

适当进口 必要的样机和好的监测系统
,

以利于研制和提

高我国环境保护监测水平
.

6.积极迅速开展新技术
,

例如计算机
、

激光
、

遥测遥感等在环境监测中应用的研究
,

以

当前国外先进水平为起点
,

在不长的时间内赶超 世界先进水平
,

实现我国环境监测的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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