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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等间歇性黄烟的治理
,

较为合适

设计
二

吸附器
,

可以应用设计吸附干

燥装置的经验方法
—

利用设计容量
,

工作

周期和合适流速
,

求出吸附剂的用量和吸附

器的大小
,

然后再复核阻力
,

确定料层高度

活性碳由于 自动解吸
,

即使设计容量取

得很小
,

吸附器在间歇使用的停歇期
,

总还是

有极少的
二

放出
,

但确有费用省
、

效率高
、

能耗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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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是提高了活性碳的着火点
,

或

两者都有 国外有磷酸能提高活性碳着火点

的报道

再生时
,

敏化处理一定不能省 因

为一旦活性碳中的硝酸盐
、

亚硝酸盐未能洗

净
,

只缺硫磺就是
“黑火药

”

了

降低需净化气体的进口浓度 用小

批量多批次操作
,

或掺入空气稀释

在碳层内部加装冷却管
,

或加大吸

附器的截面

总之
,

只要设法使吸附热不 在吸附器中

积聚
,

使其温度超过活 性碳的着火点就能确

保安全

国产 型活性碳用于固定床吸附

可以使净化效率达 多 以上 对电镀
、

电子

氟离子选择电极测定人发中的微量氟

袁 君 垮
湖 北 医 学 院

人发中微量元素的含量
,

与环境污染的

程度密切有关 人发中氟的含量
,

能显示出

一段时间内人体积蓄氟的情况
,

因此
,

将人发

作为
“

活体组织材料
” 应用到环境监测中

,

具

有重大意义 关于人发中氟的测定
,

前人做的

工作很少  !∀# 曾用
一 。

灼烧

人发 斗小时左右
,

然后用扩散比色法进行测

定 此法操作较麻烦 等〔,报道了人

发中 种微量元素的含量范围
,

唯缺氟的结

果 目前
,

用离子选择电极测定微量氟的方

法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但应用于人发试样的

分析时
,

存在试样的分解问题 如采用

灼烧法
,

则将引人大量的镁盐 实验证

明
,

当试样中
’十 含量太大时

,

对氟的测定

表现出明显的干扰 我们经过研究
,

发现用
一

为熔剂融熔人发试样
,

分解速

度快
,

氟的回收率高 融熔物用水浸取后
,

即

可用氟离子选择电极进行测定 方法准确快

速
,

已应用于环境监测及人体疾病研究中

实 验 部 分

一
、

主要仪器及试剂

仪器
一

型酸度计
,

氟离子选择电极 长

沙半导体厂出品
,

型饱和甘永电极
,

电

磁搅拌器等

试剂

固体
,

固体 均系

级

氟标准溶液 称取 克无水氟化

钠溶解于蒸馏水中
,

稀释至 升 此溶液氟

离子浓度为 毫克 毫升 取此溶液稀释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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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离子浓度为 微克 毫升备用
一

缓冲溶液 二 称取
。

·

克溶解于蒸馏水后
,

加人冰醋酸 卯 毫升
,

稀释至 升

柠檬酸钠溶液 一 称取

克柠檬酸钠
,

溶解后稀释至 升
,

用

调节酸度至 一 柠檬酸钠是

的组分之一
,

因长期放置有发霉现象
,

故单独

配制

二
、

分析步骤

人发试样用温热的 海鸥洗涤剂浸泡

约 分钟
,

用温水清洗数次
,

再用蒸馏水洗

一 次
,

置于 ℃ 烘箱中烘干
,

剪成 一

毫米小段置于燥器中保存
,

备用

称取人发试样 一 克
,

置于镍钳祸

中
,

另取固体 克
,

均匀覆盖在试样上
,

加固体 粒 约 克
,

将其置于马福

炉中
,

然后升温灼烧至 ℃ 约 分钟 冷

却后
,

在钳竭中加人约 毫升蒸馏水
,

在小

火上微热使融熔物溶解
,

冷却后移人 毫升

容量瓶中
,

用蒸馏水洗涤钳祸 一 次
,

洗液并

人容量瓶内 加人 。 外酚酞指示剂 滴
,

以

调至红色恰好消失 再加人 多刚

果红指示剂 滴
,

以 斗 调至橙红色

然后加人柠檬酸钠溶 液 毫 升
, 一

缓冲溶液 毫升
,

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 试

液移人烧杯中
,

以氟离子选择电极为指示电

极
,

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
,

在
一

型

酸度计上测定其电位 根据电位
,

在标准曲

线上查得其微克数
,

并计算其含量

分别取
、 、 、 、 、 、 、

微克 含量高时增加至
、

微克 氟
,

置

于增竭中
,

在小火上微热至干
。

加人 克固

体 及 粒固体
,

置于马福炉中
,

升温灼烧至 ℃ 约 分钟后
,

按试样分析

步骤测得其电位
,

于半对数纸上绘制标准曲

线 氟量在 微克以下时
,

标准曲线发生弯

曲
,

但仍可应用

三
、

条件试验

科 学
· ·

曾试验各种有成络金属离子存在时湿法

分解人发的方法
,

氟的回收率均很低
,

故决定

采用融熔法 人发试样宜用氧化性 熔剂 分

解
,

故选用
。

为熔剂 表 的试验结果

表明
,

单纯用 熔样
,

氟的回收率偏低
,

且温度在 ℃ 以下时
,

试样分解不完全

于熔剂中加人少量 助熔
,

试样 分 解

完全
,

氟的回收率高
,

故选用
一

混

合熔剂 很明显
,

熔剂中加人
,

使其

保持较高的碱性
,

即可避免氟的挥发损失

表 对 融熔人发试样的影响

人发 克
, ,

克 ,

加人氟 微克

温度 ℃) l氟回收率(% )l 说 明

试样分解不完全

0

素沈(约 0
.1 克)

1
.
氢氧化钠用量的影响

由表 2可见
,

N

a
O H 用量为 1一3 粒时

,

氟的回收率均很好
,

为避免 N
aO H 对镍增祸

的损害
,

确定 N a0 H 用量为 1或 2 粒
.

表 2 N
ao H 用t 对熔样的影响

(人发 0
.
2 克

,
K N o

3
2 克

,

加人氟 100 微克 ,

温度 650℃
,

灼烧时间 25 分钟)

N ao H 用量 (粒)

氟回收率(% ) ) 101 , 99 J 101

2
.
融熔温度的影响

由表 3 可见
,

采用 K N 0 3一 N a
0 H 混合熔

剂时
,

于 600 ℃ 时融熔 25 分钟
,

即可将人发

试样分解完全
.
我们确定熔样温度为 650 ℃

左右
,

一般融熔约 25 分钟即可
.

表 3 温度对熔样的影响

(人发 0
·

2 克
,

K N o
,

2 克
,

N
a
O H I 粒

,

加人氟 100 微克)

温 度(℃)

氟回收率(% )
兰澳{兰{二}兰澳99}”5 }

”5
}

”7
}
‘U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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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氟离子测定条件的讨论

前人对氟离子测定做了详尽的工作
,

本

文无需赘述
.
考虑到人发试样中可能有高至

100P Pxn 的铝￡习 ,

故于试液中加入少量柠檬酸

钠作掩蔽剂
,

消除铝的干扰
.
测定时用 H Ac

-

N aA c 缓冲溶液控制溶液的 pH 值为 5左右
.

大量 K N O
。

熔剂即可保持试液有一定量的离

子强度
,

故不需另加离子强度调节剂
.

关于标准曲线的绘制
,

曾试验将空白熔

剂融熔后
,

加人不同量的氟进行绘制
,

与将不

同量
_
的氟经融熔后

,

再进行绘制
,

所得结果基

本相同
.
为了保持试验条件的一致性

,

我们

认为还是按试样分析步骤进行处理为宜
.

四
、

试样分析结果

采用本方法分析了数百个人发试样
,

现

将其中的一批结果列于表 斗 中
.
曾于人发试

样中加人已知氟量进行回收试验
,

所得回收

率在 95 一101 多 之间
.
采用本方法平行分析

30oppm 人发试样 7 次
,

求得方法的相对标准

偏差(变异系数)为 3
.
4务
.

由表 4 可见
,

氟接触人员的发氟含量一

表 4 试样分析结果

发 样 分析结果 (ppm )

300 , 3 0 4
,

3 0 1

5 8 0
,

5 8 4

1 6 2
,

1 6 2
,

1 6 1

1 0 弓0 , 1 0 5 6

1 8 0
,

1 8 8

5 2 0
,

5 1 8
,

5 2 2

4 1 , 4 0

2 4
,

2 2

6
。

斗

< 5

说 明

X 又厂 l号

只 只厂 2 号

丫 只厂 3 号

丫 丫丫 又厂 1 号

火 火丫 丫厂 2 号

又 只丫 火厂 3 号

居民 1号

居民 2 号

居民 3 号

居民 4 号

接触氟

接触氟

接触氟

接触氟

接触械

接触乡f无

未接触氟

未接触城

未子妾触氟

未接触氟

般在 50 ppnl 以上
,

最高达 100 0PP m
,

与未接

触氟的人员相比较
,

明显的看出发氟中氟的

积蓄是相当严重的
.
关于判断氟的 慢性 中

毒的指标及病因研究
,

我们尚在进一步探讨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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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应在首先考虑静风的前提下参考各风向

的污染机率来进行工业布局
.

最后应当指出
,

按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计

算出来的结果
,

只能用于城市总体规划
,

作为

城市工业布局的依据
,

不能用作工厂厂区规

划的依据
.
一个工厂的厂区面积要比一个城

市的面积小得多
,

二者属于两种不同尺度的

空间
.
同一天气型的风象

,

在不同尺度空间

范围内所导致的近地面层大气污染情况并不

完全相同
,

有时甚至大不相同
.
关于风对工

厂厂区大气污染的影响
,

是另外一个研究课

题
,

其内容超出了本文所涉及的范围
.

参 考 文 献

杨吾扬
、

董黎明 : 中国科学
,

1 1
,

1 9 7 9 年
.

高加嵘: 气象
,

9
,

1 9 7 7 年
.

pasqu ill, F

. ,

了
’

h
亡

M
e ze o r o l

o
g “a l M

“
g
a 么 亡” 亡 ,

9 0

,

l

,

3 3

(

1
9 6

1
)

.

o
k

e
,

T

.

R

. ,
U r b

a n
A

t 卫n o s p h
e r e a , a n E

n v l r t , n -

m
c J l t f o r A i r P o l l

u t l o n
D

l s P
e r s l ( ) 1 2 ,

W
M

( )

一

傀夕3
,

3
1 5

,

1
9 夕7 年

.

D
.
H
.
斯莱德: 气象学与原于能 , 原子能出版社 ,

1 9 7 9 年
.

, .J, .Jl t
i
J11

7
�,jr.Lr.Lr.L

1.J,几」
4
工f护r.Lf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