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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从图 可知
,

实验初投药组

比对照组重
,

实验末反而比对照组少了
,

体重两组间亦出现了明显差别 ,

同时发现在冬末春初缺草

季节 即 年 月
,

投药组减重比对照组

明显
,

这可能是因其采食干草咀嚼困难
,

处于

饥饿状态
,

过多消耗机体贮备的结果 由表

和表 明显看出
,

投药组体尺和体重的绝

对增加值
、

相对增加值及增长系数都比对照

组少 可见
,

氟化钠慢性中毒使山羊生长发

育受阻
,

经济价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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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是接触氟的敏感指标 实验开始 天时取

骨测氟
,

投药组为
,

对照组为
,

均属正常范围 随着实验的延续
,

骨氟含量

逐渐累积 九个月时投药组为  ! ∀ ,

对

照组为 在实验 结束 时
,

投药 组

为  脚  一
,

对 照 组 为

骨氟达 以上为明显的氟

病指证 习 ,

因而判定投药组六只山羊已 全 部

发生了慢性中毒
,

对照组健康正常 在氟安

全区同群放牧的两组山羊
,

所以出现了上述

不同的结果
,

显然是由于人工投服氟化钠所

致

三
、

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图 表明
,

实验初两组山羊体尺相近
,

当

实验结束时
,

投药组比对照组体尺小
,

经统

计处理
,

体长
、

体高两组之 间无 明 显 差 别
,

但胸围出现了显著差异 一
、

差示分光光度法测定大气中氮氧化物

程 德 润 吕 余 刚
西北大学化学系

测定氮氧化物的方法有化学发光法
、

氧 印

化还原法
、

库仑法和比色法氏习 细原匡一等 一
、

原理

人曾用差示吸光光度法测定过 的高浓 氮氧化物通过氧化吸收液生成 亚 硝 酸
,

度溶液囚 我们用国产 夕 分光光度计
、

以 亚硝酸与氨基苯磺酸起重氮化反应
,

再与盐

差示法测定 的低浓度溶液
,

可检 测到 酸蔡乙二胺偶合显色
,

最后
,

用差示法测定

刃 夭井色

仁
习

一 二卜 一
一 ,

矛

一
、

扩一、一 、 。、

场长一夕一
’一叫 刃。 一 十

《二》
’

川

一
。

《二
一 一 “

一

二少

卿
·

刃



卷 期 环 境

二
、

仪器与试剂

仪器

夯光光度计 上海分析仪器厂

一 型携带式大气采样器

试剂

 并 盐酸蔡乙二胺溶液 称取

毫克盐酸蔡乙二胺
,

溶解于 毫升离子交换

水中

吸收液 称取 克对氨基苯磺 酸
,

溶解于 毫升离子交换水中
,

待全部溶解

后
,

加人 毫升冰醋酸和 毫升 多盐酸

茶乙二胺溶液
,

毫升丙酮 防止 干

扰
,

用离子交换水冲至 升
,

放人棕色磨口

瓶中

亚硝酸钠标准液 称取 巧 克分析

纯的亚硝酸钠溶于水中
,

倒入 升容量瓶中
,

用水冲至刻度 再取一定量
,

配成 刁

克 毫升溶液

氧化管 , 份 重量
,

加水

少量
,

调成糊状
,

和 份 重量 处理过的砂

子 将 一 目的 用 盐酸搅拌处

理
,

用水冲至中性
,

在 仍℃ 烘干 混匀
,

烘

干 装人氧化管中
,

两端用脱脂棉塞紧

三
、

条件试验

显色溶液的吸收曲线

取标准样品
,

加显色剂显色
,

在不同波长

下测光密度
,

绘出吸收曲线
,

如表 和图

可以看出
,

最佳波长为 毫微米

。

明 侧脚嗽

图 不同波长的光密度

毫升显色剂
,

在容量瓶中配成 毫升溶

液 放置不同时间
,

侧光密度 如表 和图

所示

表 在不同显色时间测得的光密度

显 色 时 间 光 密 度

分

分

分

分

分

小时

小时

小时

小时

。

。

。

。

。

。

 

,

 

。

。

不同波长下的光密度

光密度 光密度

 。

七气,尸一少一、
。

咯

。

。

1
0 0

0

。

1 1 6

0

。

1 2 8

0

。

1 3 斗

2 0 3 0 4 0 50 60 70

显色时间 (m 又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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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色时间

取 S X 10 刁 克/毫升标准溶液 5 毫升
,

加

由表 2 和图 2 看出
,

30 分钟显 色完 全
,

2 4 小时内颜色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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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显色剂用量与光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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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浓度标准溶液的光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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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色 AlJ (m l,

溶液浓度
‘

对光密度不是直线关系
.

2
.
取标准溶液配成系列

,

侧光密度
,

作标

准曲线
,

如表 斗和图 4
.

图 3 显色剂用量与光密度

卿0.350.300.25翩0.J50.100.05

翻脚米

3
.
显色剂用量: 取浓度为 S X 10 叼克/毫

升的标准溶液 5 毫升
,

加人不同量显色剂
,

在

量瓶中配成 50 毫升溶液
,

显色 30 分钟
,

测光

密度
,

如表 3 和图 3
.

由表 3 和图 3 看出
,

用 10 毫升显色液即

可
.

四
、

标准曲线

1
.
设溶液的光密度为 R

,

透过透光度为

100务 的溶液后
,

光的强度为 I
。 ,

透过透光度

为 。多 的溶液后
,

光的强度为 I去 ,

二溶液的

浓度分别为
:。
和

。, .

在高浓度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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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浓度
‘

对
R

100
是直线关系

,

但在痕量分析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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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x 10
“
1 0名加J)

图 4 标准曲线

3
.
标样与标准曲线对照

取不同浓度标样
,

测其光密度
,

再查浓

度
,

如表 5 表示
.

五
、

大气中氮叙化物测定

用采样器以 0
.
3升/分的速度使大气依次

表 5 标样浓度与标准曲线对照

标样浓度 (pp b)

从标准曲线上查的浓度 (pp b)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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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大气中氮氧化物含量(以 N O :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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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氧化管 (把 N O 氧化为 N 0
2
)

、

缓冲管
、

三

个各装有 10 毫升吸收液的 A
、

B

、

c 吸收管
,

测定三个管中溶液的光密度
.
计算 、、管的吸

收效率
,

如表 6
.

由表 6 数据看出
,

在此条件下吸收大气

中的氮氧化物
,

其吸收率都在 90 外 以上
.

只用一个装 10 毫升吸 收 液 的 吸 收 管
,

吸收大气中的氮氧化物
,

其它和测定吸收效

率的条件一样
,

测其光密度
,

计算 N o Z 含

量
,

如表 7
.

50 2、 N H

, 、
0

3

对氮氧化物的测定有干

扰
,

可向吸收液中加人 l% (体积比) 丙酮消

除 so
,

干扰 ; 加人 l多场BO
3
消除 N H 3 的

干扰 ; 使气样通过用 M no : 处理的玻璃毛消

除 0
3
的干扰切

.

六
、

结论

此法吸收率高
,

可在现场直接采样
,

适用

于监测环境中低含量的氮氧化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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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 化 极 谱 测 定 地 面 水 中痕 量 铅
*

陶大钧 刘亚萍 徐 敏
(无锡环境保护监侧研究所) (无锡职工大学)

微量 铅 的 测 定 通 常 是 应 用 碘 化 铅

(Pbl 若
一 ”

) 络 合 离 子在 汞滴电极上的吸附作

用
,

生成铅的吸附催化波
[1一SJ . 为了提高铅的

催化电流灵敏度
,

选择过氧化氢和钒 (w ) 作

氧化物质
,

在铅的吸附还原波上叠加动力波

以达到提高测定铅的灵敏度
.

* 本文蒙高小霞教授指教 , 特此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