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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在同一施药量和施药次数的条件

下
,

按不同施药期撒施六六六粉剂
,

籽粒中六

六六总含量以灌浆中期为最高
,

因此
,

在灌浆

期不宜施药
�

除灌浆期以外
,

其他各生育期

籽粒中六六六残留量与施药离收割的间隔夭

数呈负相关
�

据拟议的原粮允许残留量标准

�
�

�即� 衡量
,

按 � 斤 � 亩施药量
,

一次施药
,

必

须在灌浆期以前
�

以扬花期作为安全间隔期
�

�
�

小麦籽粒中六六六总残留量
,

除灌浆

期以外
,

一般与施药次数和施药量成正相关
�

按 ��  �� � 的残留量标准衡 量
,

每亩施 �务

六六六粉剂 �一 � 市斤
,

于齐穗期以前可施两

次
�

�
�

小麦籽粒中
’

尽一六六六比 原 药 中户六

六六的比率增高
,

而户六六六对人体的毒性

较大
�

�
�

包括灌浆期在内的小麦三次施用六六

六粉剂后
,

籽粒中六六六单位含量的顺序是

献皮 � 小麦全粉 � 八五加工粉
�

此时小麦全

粉中残留量已超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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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加工粉中已超过

�
�

� ���
�

�
�

北京市各城区抽查市售面粉的四个点

中均有六六六检出
,

其中八五粉六六六含量

均 未 超 过 ��  �� �
,

全 粉 中 含 量 已 超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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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型袖珍式空气采样仪的研制

及其现场应用
‘

陈 寿 椿 唐 春 元

�上海市 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为了正确反映生产环境中有害物的浓度

与工人实际吸人毒物量的关系
,

特别在制订

空气毒物的允许浓度时
,

需要考虑到毒物的

剂量与机体的效应关系
,

这就要求有比较理

想的个人空气采样仪
�

最近国外对现场岗位

工人的个人空气采样已进行 了不少研究
��

一
我们结合当前国内实际情况

,

在上海县宏伟

仪表厂的协作下
,

研制了 �� �一� 型袖珍式空

气采样仪
,

并进行了现场采样
,

获得了较为满

意的结果
�

这种袖珍式采样仪具有体积小
、

重量轻
、

空气流量稳而准
、

携带方便等优点
,

它既适用

于各种环境的呼吸带的个人空气采样
,

更方

便于工厂内外的大气采样
,

是 目前国内第一

台通用的空气采样仪
�

一
、

�� �一� 型袖珍式

空气采样仪的研制

�一� 仪器结构

�
�

外形 �
�

� � � � �
�

�� � � 欠 �斗
�

� ��
,

重

� 凌瑞珍
、

邹美英
、

于肇德
、

吴维群等同志参加 了部分

工作
�

本采样仪已于 �� �。年 �� 月通过技术鉴定
,

并正式

供应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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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小于 �� � 克�包括电池在内�
�

见图 �
�

�
�

微型电动机 � ��
一 � � �

,

电压 � �
,

转

速 �
,

�� � 转 �分
,

扭矩 �� 克
·

厘米
�

�
�

抽气泵 圆台型单向薄膜式抽 气 泵
,

泵体由金属铝制成
,

整个泵体的容积约 � 毫

升
一

,

其进出气孔的阀门呈单向同步移动
,

启闭

性能好
,

达到较高的真空度
,

且能克服较大的

阻力 �� �� 毫米汞柱 �
�

薄膜系锦纶橡胶
,

膜

的 中心部分 �它的内外两面均另加有直径为

� 厘米左右的半软材料
,

借以增强膜中心的

强度 �与电动机偏心轮相接
,

在电动机的转动

下
,

薄膜作上下往复运动
,

达到抽气的 目的
�

薄膜可以随时更换
,

它的使用寿命
,

一般在

� � � � 小时以上
�

�
�

流量计 系单浮子流量计
,

指示流量

�一 �
�

斗升 �分
,

流量以皂膜流量计校正
�

流量

计的出气孔经气体稳流装置后
,

直接与抽气

泵的固定板内部管道相接
,

成板式气路
,

故精

密度较高
�

�
�

电源 由四节 � �  一� 型银锌蓄电池
,

串联组成
,

电压为 � �
,

电容量为 � 安时
�

电

池可以反复充电 �一次充电后可连续使用 斗

小时
�

每台采样仪配备 � 节电池�
,

也可用镍

锡蓄电池代替
,

另配有 � � 微型直流稳压器
�

�
�

其他 机内装有外接 直流 电源 的 插

头
�

交流电经直流稳压后
,

亦可使用本机
�

另

外
,

在面板上装有工作指示灯和放电低电压

指示灯
�

�二� 仪器的主要性能试验
�

�

流量计在动态时的流量变化

方法
�
将本采样仪佩戴在志愿受试者的

后腰部
,

在阻力 �� 毫米汞柱的负载下
,

使流

量计上的流量固定在 �
�

�� 升 �分
,

受试 者 于

� 小时内分别连续进行弯腰
、

体侧
、

下蹬
、

跑

步等四个动作
,

每个动作约 �� 分钟
,

在各个

运动期间
,

每隔 � 分钟用皂膜流量计侧定采

样仪的实际流量
�

结果 � 见图 �
�

讨论
� 由图 � 看出

,

流量计的流量一旦

固定后
,

不受人为的活动而发生影响
,

即使至

最后 �� 分钟
,

其最大的误差为 一 � � �此时
,

流量计上的浮子几乎恒定不变 �
,

是在一般转

� 曲 �
、 印‘� 自‘

,
,

� 砂
�
鸽 哄 帅

是交,赶护 二 触 吵吸吧心仲‘扁

� 正面外形 内部结构

�
�

气体进气管 �
�

转子流量计 �
�

气体调节阀 �
�

低 �
�

气体进气管 �
�

转子流矗计 �
�

气体调节阀 �
�

电

电压指示灯 �
�

工作指示灯 �
�

电流开关 气线路�正面�电池�反面� �
�

电动机 �
�

抽气泵

图 � ���
一� 型袖珍式空气采样仪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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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仪的流量校正装置

采样 仪 �

—
水银压力计

调节阀 �

—
皂膜流量计

表 � 不同负载阻力下 的最大流量及其电流的变化 �电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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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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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0 .78 (实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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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实)))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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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中: (仪)表示采样仪上的指示流量:

(实)表示用皂膜流 旱计实际测得的流量
.

子流量计的允许误差范围内
.

2
.
不同负载阻力下的最大流量及其电流

的变化

方法 :将采样仪按图 3 装置
,

电压为 6V ,

调节负载阻力使水银压力计 指 示 所 需 的 压

力
,

观测在不同阻力下采样仪的最大流量的

变化(以皂膜流量计测得的量为准 )及其相应

的电流消耗(用万用电表测得).

结果 : 见表 1.

讨论 : 由表 1 得出
,

在负载阻力 50 毫米

汞柱以下
,

采样仪流量计上 的 最 大 流 量 在

1
.
25 升/分以上(皂膜流量计测得值为 1

.
25 一

1
.
88 升/分 )

,

电流的消耗变化为 0
.
2斗5一。

.
2 10

安 ;当负载阻力增大时
,

气体的最大流量相应

减小
,

而电流消耗相应增大
,

但在阻力 l()0 毫

米汞柱以上时
,

则情况相反
.

3
.
不同负载阻力下采样仪的指示流量与

实测流量的关系

方法
: 仪器装置同图3

,

用不同的负载阻

力观测采样仪的指示流量与皂膜流量计的实

测流量
.

结果 : 见表 2.

讨论 : 由表 2 观之
,

当阻力分别在 50 和

30 毫米汞柱以下
,

采样仪的指示流量 (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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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
.
30 一1

.
20 和 0

.
30一1

.
50 升/分时)与皂膜

流量计上实际测得的流 量
,

其误差 不 大 于

气多
,

因此
,

在上述规定的负载条件下
,

流量计

的指示流量是完全可信的
,

不必于采样前另

行校正
,

这是本仪器所具有的独特优点
.

了 卷 里 期

表 3 空气中甲苯的含盘

采 样 点

装灌工¹ (个人采样)

辅助工À (个人采样)

固定点À

甲苯的浓度 (。灯。
3
)

3 3
.
多

2 6
.
3

2 9
.
7

二
、

现场空气采样的应用研究

为了评价 PG S一I 型袖珍式空气采样仪

(以下简称个人采样仪) 的活动式采 样 效 果

(与固定式定点采样比较)
,

结合有关毒物测

定方法的要求
,

分别使用固体吸附剂
、

滤膜和

吸收液等三种吸附 (收) 介质
,

进行了现场实

验研究
.

(一) 使用固体吸附剂采样

采样地点
:
在某造漆厂的铁红过氯乙烯

底漆工段的装灌小组
,

以采集空气中的甲苯

溶剂蒸气为主
.

采样点的设置
: 车间温度为 5℃

,

设三

个采样点
,

见图 4
.
个人采样点由工人在后

腰部佩带个人采样仪
,

气体吸附剂固定于呼

吸带
,

二者用橡胶管相连
.

采样条件
: 选用颗粒活性炭约 6 克

,

装

在旧式玻璃集尘管 中
,

抽气速度 o , 升/分
.

三点的采样时间同时起止
.

测定方法
:
将采集空气后的活性炭用二

硫化碳浸洗
,

然后进行气相色谱分析
〔习
.

测定结果: 见表 3
.

讨论
: 由表 3 可见

,

个人采样点¹ 因靠

近油漆出口 处
,

故甲苯浓度较位于其上前方

的固定采样点» 为高
,

辅助工个人采样点º

因活动范围较大
,

故 甲苯浓度较个人采样点

¹ 低
.
上述数据表明

,

即使在室温低
,

甲苯浓

度不高的情况下
,

应用个人采样仪采样
,

亦能

较好地反映现场的情况
.

在现场进行个人采样时
,

首先要了解固

体吸附剂对被采空气的吸附和解吸效果
,

以

及根据现场空气的浓度确定 吸 附 剂 的 体 积

(包括装在采样管中的颗粒大小) 和 采 样 时

间
,

再行采样
,

并定时更换吸附采样管
,

经测

定后
,

计算该作业工人每 日吸人毒物的实际

齐U量
。

同样
,

在用滤膜
、

滤纸或吸收液进行现

场个人采样时
,

也必须作相应的考虑
.

(二) 使用滤膜采样

采样地点
: 某蓄电池厂的装配车间焊片

组
,

以采集空气中铅尘为主
.

采样点的设置
: 这里工作流动性不大

,

但工作面较广
,

且空气浓度差异较大
,

共设三

个采样点
,

见图 5
.

l—
~

—
~
二~ 一~_一_

广
~一甲一燕

c二二二二二二 广尸,

一
。 ¹ :

曰
图 4 采样点的设置示意图

¹ 油漆装灌工个人采样点
.

º 辅助工个人采样点(该工人活动范围

大 , 采样方式同¹ )
.

» 固定采样点(位于¹ 回之间
, 在¹ 上

前方 , 距地面约 1米)
.

4 待装灌油漆的大 槽
.

¹

º 诬、

图 5 采样点的设置示意图

焊接工个人采样点(在工作台上操作江
固定采样点

, 分别距¹ 左后
、

右后侧各约 1 米处的呼

吸带
.

堆放阴
、

阳极片处
.

镶片整理工作台
.

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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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条件
: 早班采样用内径 1

.
4 厘米的

滤膜采样管
,

中班改用二个串联的各装有 10

毫升稀硝酸吸收液的撞击式吸收管
,

抽气速

度均为 1 升/分
,

三点采样时间同时起止
.

测定方法 : 双硫腺比色法
〔6,

测定结果: 见表 气

置于二个串联的多孔玻板吸收管中
,

抽气速

度 0
.
5 升/分

.
三点采样时间同时起止

.

测定方法 : 丁酮比色法[7J

测定结果 : 见表 5
.

表 5 空气中笨的含量

采 样 点

表 4 空气中铅的含量
.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 .

_

工_ 。

{

铅的浓度 (.n 动
n3)

米 件 息 }

——
}-~翌熨呈竺-卜望l竺竺l里竺-

焊接工 个人 }
, , :

}

, 、

一~ , 、入 1一 产一、 1 L
. 上夕 l 儿 . t J夕

一
{一-
—

卜

—
一

翌望巡二…
一- 竺

一-

卜
一

上二:一
一

一

固定采样点»
…
t’.斗(,

}

。
.
, 。

固定采样点¹

个人采样点À

固定采样点»

讨论: 从表 4 清楚地看出
,

早
、

中班的焊

接工¹ 呼吸带铅尘浓度最高
,

这是因为他在

焊接时
,

用的是高压氧
一乙炔焊枪

,

后者具有

相当大的吹动力
,

可将阴
、

阳极片上的铅尘吹

散出来(包括工作台上的铅尘 )
,

使焊接工呼

吸带的空气铅浓度远高于固定点 º »
.

(三) 使用吸收液采样

采样地点
:
某乒乓球拍厂的小块橡胶片

上胶粘合小组
,

以采集空气中的苯蒸气为主
.

采样点的设置
: 这里工作流动性大

,

局

部空气浓度变化亦大
,

设三个采样点
,

见图

协
。

采样条件
:
将 10 毫升硝化混合剂分别

讨论 : 由表 5 看出
,

固定点» 因靠近窗

口
,

通风好
,

故它的苯浓度较低;固定点¹ 因

靠近墙边
,

通风条件差
,

所以它的苯浓度较

高;个人采样点º 因直接接触苯的机会多
,

故

苯浓度明显高于固定点
.

目前国外已有专供个人采样用的特制吸

收管t8]
,

该吸收管即使在平放时
,

亦不致将其

内置的吸收液倒出
,

我们曾试制一批
,

试用效

果很好
.

刁
、

结

¹
¼

¿

图 6 采样点的设置示意图

¹ 靠近墙边的固定采样点(在上胶工人左后侧呼
吸带处 , 通风较差).

À 上胶工人个人 采样点
.

» 靠近窗边的固定采样点(在上胶工人右后侧呼

吸带处 , 通风较好)
.

¼ 小块橡胶片上胶工作台
.

1
.
本支提 出了一套轻巧的袖珍式空气采

样仪 (重量和体积均为现有 空 气 采 样 仪 的

1/ 5)
,

它不仅适用于一般车间和大气环境的

采样
,

而且特别适用于频繁流动操作工人的

个人空气采样
.
另外

,

在流量计的气体计量

方面
,

通过特殊的设计
,

可使空载与负载时的

示值流量之误差不超过 5%
,

解决了空气 采

样仪应用转子流量计正确计量的关 键 问 题
,

从而保证了空气采样的正确性
,

提高了被测

毒物量的可靠性
,

这是目前国内现有同类型

采样仪中比较突出而独到之处
.

2
.
本文介绍了根据各种毒物测定法的不

同
,

分别选用了三类吸收剂 (固体颗粒吸附

剂
、

滤膜
、

液体)
,

进行了现场采样
,

实践证明
,

这种采样仪不仅不妨碍工人的实际操作
,

又

能获得较可靠的数据
.

3
.
通过现场采样

,

证明本采样仪对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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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 境

在 y 一尸 回归方程中
,

设环境危害 程度

y ~ 0
,

.

即得出不造成环境危害的环境变异

指数 (环境临界值)是 一 0
.
2 7
.

环境容量的意义
,

我们理解为一源地释

放某有害物质于环境中
,

由于环境作用而不

造成环境危害的最大允许释放频率
.
显然

,

某物质在不同地区的环境容量随该地区的环

境条件而异
.

按我国各地区环境条件
,

以工业排大气

氟的环境临界值 一 0
.
27 为基础

,

计算出 486

个地区相应的氟允许释放频率 (其单位用公

斤/小时)
.
标图后考虑到环境地质条件的差

异
,

以内插法绘出等值线
,

即得工业氟大气环

境容量分区图
.

通过等值线数值
,

可将全国地域划分为

五个氟容量区
,

其范围和特点如表 2
.

表 2 中国工业大气氟环境容量分区

卷 上 期

区型
代号

区 型
环境氟容量范围

(kg /h
r
)

扩散能力

低容量区

较低容量区

很不适应

较不适应

中容量区 t
.
5一3

.
0 较好 基本适应

应用本文论及的大气氟环境分区时
,

应

注意的是:

1
.
本分区仅做了总体环境工作

,

由于局

部区域环境地质条件的差异
,

即使在高容量

区也有低容量的小区域环境 ; 在低容量区也

有高容量的小区域环境
.
所以

,

在进行排氟企

业的选址规划时
,

应充分考虑具体的局部区

域环境条件对排放大气氟的扩散净化能力
.

2
.
环境条件对兴建排氟企业的 适 应 性

,

也非一成不变
,

如控制排放水平较高
,

与环境

容量相适应
,

则低容量区也可兴建排氟企业
.

反之
,

即使在高容量区
,

也会造成环境危害
.

3
.
本分区纯以自然环境 地 质 条 件 为 基

础
,

未考虑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程度
,

当应用

于无须考虑环境受害的地域时
,

可不受环境

容量分区的约束
.

4
.
当参考本容量分区制定区域性不同高

度的排放标准时
,

可用下面的关系式核算
.

口
h标 一 夕H

Z 火 10 一
”

式中 g
h, 为某高度的排放标准(公斤/小

时 ); Q 为该区域的环境容量 (公斤/小时);H

为排放高度(米 )
.

较高容最区 3 0一5
.
0 适应 参 考 文 献

高容量区 最 好 很适应

{ ; {

氟容量分区图为排氟企业的合 理 布 局
、

排氟企业的控制要求以及氟污染程度的预测 [3]

估计提供了基础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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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带进行个人采样
,

较一般固定式的定点

采样
,

更能正确反映工人操作时实际吸人有

害物的量
,

为劳动卫生
、

环境卫生的调查研

究
,

以及空气中工业有害物的卫生标准的制

订
,

提供了新型的采样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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