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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下灰污染水中放射性的去除

路德元 刘同水 蔡小玲 李 明
上海 部队

在未来战争中
,

核武器爆炸或施放放射

性战剂都可能污染饮用水及其水源
,

造成对

人体的危害 因此对于放射性落下灰污染后

的饮用水必须净化
,

使之达到战时饮用水标

准 采用压缩蒸馏
、

电渗析
、

反渗透等方法虽

然净化效率高
,

但是还存在一些没有解决的

技术问题
,

而且设备庞大
、

价格昂贵 一般的

简易方法虽然效果较差
,

不能满足净化要求
,

但作为辅助手段
,

仍为人们所重视比
习 本文

采用一些净化材料和
“

饮水去沾染净化剂
”

对

核爆炸放射性落下灰 以下简称落下灰 污染

水进行试验和验证 认为
“

饮水去沾染净化

剂
”

的净化效率是令人满意的
,

可达 外 单

独对水中
‘

 放射性进行净化试验
,

净化效

率达 并 效果优于
“

饮水除沾染粉
”

多

溶解度比文献报道的数据 一 务 略

高
,

可能是银
、

艳
、

啼
、

碘等易溶性核素含量较

高的原因

三
、

放射性污染水的净化

取 毫升污染水置于不锈钢测量盘中

烘干
,

测量放射性强度 凡 再取 毫升污

染水置于 毫升烧杯中
,

加人净化材料或

净化剂
,

搅拌 分钟
,

放置片刻
,

待溶液澄清

或过滤
,

取上层清液 毫升
,

烘干
,

测量

放射性

测量放射性使用
一

型自动定 标 器

和钟罩型计数管
,

全部结果的放射性测量误

差小于 务

净化效率
。一

实 验 与 结 果

一
、

落下灰的接收

在下风向云迹沾染区距爆 心 公里 的
。

弧线上
,

每隔
,

公里布设一只接 收 袋

共 抖 只 接收袋的上 口面积为一平方米

的圆锥形 漏斗状 塑料袋

取爆后 小时回收所接收的落下灰

克
,

测得落下灰的放 射 性强 度 为 毫 居

里 爆后 小时测量
,

仪 器 探 测 效 率 为
,

放射性比度为 毫居里 克

二
、

落下灰污染水的配制

称取落下灰 克放人白搪瓷桶中
,

加

。升水
,

搅拌溶解
,

放置 小时 取 毫

升置于不锈钢测量盘中烘干
,

测量 放 射性

加人水中的放射性为 毫居里 升
,

溶解

在水中的放射性为 毫 居里 升
,

溶 解 度

式中
, 。

为净化前放射性

性

一 一 二

为净化后放射

活性炭
、

土壤
、

炉渣
、

草木灰
、

明矾
、

石

灰等对落下灰污染水的净化效率

从表 中可以看出
,

十三种净化材料对

落下灰污染水都有程度不同的净化效果 当

缺乏其它有效的净化措施时
,

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选用这些材料进行净化
,

减少对人体的

危害
“

饮水去沾染净化剂
” 和

“

饮水除沾染

粉
”

对落下灰污染水的净化效率
“

饮水去沾染净化剂
” 配方投料 比 为 高

锰酸钾 硫酸亚铁 硫酸铁 磷酸氢二钠
井活

性炭 土壤 氢氧化 钡 明矾 经 基 氯 化 铝

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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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单一净化材料对落下灰污染水的净化效率

活性碳
禅 活性碳

上海活性碳

椰壳活性碳

骨碳 自制

土 壤

活 性 白 土

草 木 灰

大 同 煤

炉 渣

石 灰

明 矾

硷 面

投投加量量 净 化 效 率

爆爆爆后 天天 爆后 天天 爆后 天天

斗    月

呼  

碑 斗 斗  

 斗斗 斗 牛

斗 弓

礴  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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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斗 斗

 呼  斗斗

   !

斗 斗  夺

。

   !
。

 斗 了

按上述比例配制后每升水 投加 克
,

‘

其中凝聚剂轻基氯化铝单独包装
,

在投加净

化剂搅拌 分钟后再投加
,

并搅拌 分钟

经基氯化铝主要是加速澄清 下文中
“

饮水除

沾染粉
”

和
“

水中
’

 放射性净化剂”
亦同

“

饮水除沾染粉
”

的配方比为活性炭 膨

润土 磷酸钠 硫 酸 银 经 基 氯 化 铝 一

 
!

 
! ∀

。

将
“

饮水去沾染净化剂
” 和

“

饮水除沾染

粉” 分别按配方规定的投加量加人到落下灰

污染水中
,

净化处理后测定其净化效率
,

结果

列于表 2
.

从表 2 数据看出
,

爆后不同时间各净化

剂的净化效率有所变化
,

可能是短寿命核素

衰变后核素组成发生变化所致
.
其中

“

饮水去

沾染净化剂
”

的净化效率较高
,

不同时间的变

表 2 不同净化剂的净化效率

爆爆爆后 1
.
5 天天 爆后 4 天天 爆后 5 天天 爆后 7 天天 爆后 9 天天

单单单个样品 平均值值 单个样品 平均值值 单个样品 平均值值 单个样品 平均值值 单个样品 平均值值

饮饮水去沾染净化剂剂剂剂 80
。

555 7 ,
.
111 8 3

.
666

8888888880
.
3 8 1

.
888 7 8

.
0 76

。

666 5 3

.

6 8 3

.

666

888888888 2

.

6666666

饮饮水除沾染粉
*** 50

.
777 36

.
999 斗6

.
666 5 3

.
夕夕 60

。

222

88888 1

,

3 5 0

.

000 3 1

.

3 3 6

.

333 3 9

.

7 斗3
.
222 5 3 8 53

.
888 57

.
4 5 8

.
888

77777 8
.
000 4 1

。

IIIIIIIII

*

报道值为 洲一卯%

化比较小
.

3
.
不同净化剂对

’3江的净化效率
“

水中
‘

竹 放射性净化剂
” 〔3] 的 配方 比为

高锰酸钾 :硫酸亚铁 :硫酸铁 :磷酸氢二钠
:2#

活性炭
:土壤

:
经基氯化铝 一0

.
00 6

:0
.
0 2 :0

.
1:

0 1 :1
.
0 :0 5 :0

.
0 6
.

不同净化剂对
’

slI 污染水的净化 效 率 列

于表 3
.
从表 3 数据看出

, “

饮水去沾染净化

剂
”

和
“

水中山 I放射性净化剂
”

对水中班I的

净化效率较高
.
核爆炸早期落下灰中放射性

元素碘的含量很高
,

一般在 10 一20 外
.

落下灰经多道 7 谱仪测定
,

爆后零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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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环 境 科 学

不同净化荆对” ’
I 的净化效率

净 化 剂 净 化 效 率 (% ) 平 均 值 (% )

饮水去沾染净化剂

水中 ”住放射性净化剂

饮水除沾染粉

99
。

9

9 8

.

5

7 3

.

8

9 9

。

7 9 9

.

6

9 9

.

6 9 9

。

7

7 3

.

2

: :

:

:

9 9

.

7 土 0
.
2

9 9
.
呼 士 0

.
5

7 3
.
5 * 士 0

.
3

* 报道值为 85 %

”,
I
、 ”

21
、

山I
、 ’3 5

1 的总含量为 21
.
6务

,

爆后

9 天仍有 18
.
2多
.
所以放射性碘的去除是个

重要问题
。

小 结

1.从实验数据看
, “

饮水去沾染净化剂
”

对落下灰污染水和 山I 污染水的净化效率比
“
饮水除沾染粉

”
高;

“

水中 小I放射性净化剂
”

对 山I污染水的净化效率也比
“
饮水 除 沾 染

粉
”高
.

2
.
“

饮水除沾染粉
” 投加量虽然比

“
饮水

去沾染净化剂” 和 “水中 山I 放射性净化剂
”

小
,

但是配方中含有有毒物质银离子
,

净化处

理饮用水并不十分合适
.
而另两种净化剂可

保持原有饮水水质
,

并有较好的杀菌消毒作

用〔3] ,

用来净化处理饮用水比较合适
。

3

.

根据放射性物质战时容许标准 (十天

总量 75 微居里
,

一天容许量 25 微居里)
,

如

果日饮水量为 3 升 (包括食物)
,

放射性污染

程度为 40 微居里/升
,

经过“
饮水去沾染净化

剂”处理后
,

可以达到战时容许标准
.
若超过

这一污染水平
,

则需要控制饮水量或采取其

它措施
.

4
.
当缺乏有效的净化措施时

,

本文所试

验的 13 种常见材料均可选用
,

亦能去除一部

份污染水的放射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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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江底质中重金属分布的一个相关矩阵

贺 锡 泉
(渡 口矿务局)

用江河湖海底质中重金属的含量和分布

规律来调查
、

评价其水体的污染程度是当前

人们常用的方法
.
这方面的研究自本世纪七

十年代以来
,

国内外的报道 日渐增多
.
最早见

于 D e G ro ot 对 Ems 河底质的研究
,

发现富集

在底质中的重金属和 16 微米粒度 呈 良好的

线性关系
〔
l]. 国内有人对江苏沿海底质重金

属的研究
,

发现与小于 0
.
01 毫米和小于 0

.
00 1

毫米两级粒度的颗粒及有机质含量皆成密切

正相关
. sk ei 等人(1972)对工业污染的挪威

海湾底质进行研究
,

得出一个十种重金属的

相关矩阵
,

矩阵元素普遍在 0
.
7 以上

,

Zn 一C
u

竟高达 0
.
993〔, , .

笔者试就 J 江底质重金属检测数据加以

计算
,

得出一个相关三角矩阵
,

并提出其相关

分布律的粗浅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