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图 � 鸥类羽毛总 汞 含 量 的不 同年 代 看
,

� � �� 一� � � � 年含量最高
,

因当时蓟运河河 口

尚未建闸
,

是潮汐河流
�

潮汐对含汞废泥有

较强的推移作用
,

渤海湾汞污染较重
,

此时采

到的鸥类羽毛中的汞含量最高
�

建 防 潮闸

后
,

汞对渤海湾的污染减少�因汞主要沉积在

该厂的排污 口附近�
�

� � � �一� �� � 年鸥类羽

毛的总汞含量比 �� � �一 �� � � 年鸥类羽毛总

汞含量稍低
,

这与永定新河
、

潮白河
、

蓟运河

上建防潮闸有关
,

另一方面
,

该厂近年来采取

了治理措施
,

加之 � �  ! 年以前鸥类标本羽毛

的水分含量要比刚采的少
,

因此 � � �  一 � � � �

年鸥类羽毛汞含量稍低
�

从不同年代羽毛的

汞含量看这几年渤海湾受汞 的 污 染 比 以 前

轻
�

从吃鱼鸟类的羽毛中汞含量的多少
,

可

以了解当时鱼类受汞污染的情况
�

所以从不

同年代鸥类羽毛的汞含量可以看出不同年代

蓟运河内汞对渤海湾污染的轻重程度
�

科 学 � 卷 � 期

汞 占总汞的比例不同
,

按营养级生物计算平

均值一般在 ��
�

�一��
�

� � 之间
,

按生物种类

计算平均值在 ��
�

�一��
�

�多之间
�

汞人海后

被生物富集有一条沿食物链迁移的途径
�

从

不同年代鸥类羽毛的汞含量
,

可以看出不同

年代蓟运河内汞含量对渤海湾污染 的 程 度
�

建防潮闸前
,

潮汐河流对渤海湾污染较重 � 建

防潮闸后
,

水库式河流对渤海湾污染较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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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加水至 ��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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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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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上清

液离心 � � 分钟 �� � � � 转 �分�
�

用 �一� � � 型

测汞仪�气液平衡静态注射法�
‘幻 测定试液的

汞浓度
�

� ℃ 和 �� 土 �� � ℃ 分别采用冰浴和

恒温水浴控制
,

其他操作同前
�

三
、

实 验 结 果

二
、

操 作 步 骤

取 �� 一�� 毫升纯化过的 � � �
,

掩 和

H go
,

分别放人有磨口塞子的 50 毫升带刻度

1
.
不同配位体对 H g

,

H g o
,

吨S溶解度
的影响

讨论 (1) 5
, 一

作为配位体可与 H g 生成难

溶的 现s
,

同时 5
2一
的同离子效应也是造成

H gs 溶解度降低的原因
.
(2) L

一

半肤氨酸

和硫代乙醇酸均含
一
S H

, 一
S H 与汞有强烈的

络合作用
,

故 L
一

半耽氨酸与硫代乙醇酸对汞

溶解度的影响明显地大于 硫 腺 和 D L 一胧 氨

酸
.
(3)在不同的配位体中

,

黄色氧化汞的溶

解度一般高于橙红色氧化汞 (数据略)
,

说明

与微观结构有关
.
(表 1 中配位体 c1

一 与 s卜

表 1 不同配位体对H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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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g s 溶解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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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各种配位体中不同放置时间 H g
、

学

H go 、
H g s 的溶解度

5 卷 I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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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gS 溶解度

汞(pn m )/放置时l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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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汞溶解度的影响为中性条件
.
)

2
.
放置时间对 H g ,

H g O
,

H g S 溶解度

的影响

由于溶解与沉淀
,

吸附与解吸
,

胶凝和胶

溶
,

络合与解离等相互转化尚未达到平衡
,

故

H g ,

H g o
,

H g s 溶解度随放置时间而变化
,

当趋于平衡时
,

溶解度为一定值
,

见表 2
.

3
.
温度对 H g

,

H g o
,

H g S 溶解度的影响

随着温度的升高
,

( l)
H g S 溶解度增加

的顺序是 o
.
oZp
Pm
SZ一

>
1 x 1 0

一 ,

M 蛋氨酸

七 lppm 腐殖酸 > 水 > 1 x 10
一 S

M
K s C N

>

I
PP

m 风化煤富里酸勺 1 x 10
一 ,

M
L 一半胧氨酸

> 1帅Pm 风化煤富里酸
.
(2) 鞠 的溶解度

增加的顺序是 lx lo一3
M

L
一

半肤氨酸> lx

10
一S

M 蛋氨 酸 、 0. 02 pp m 5
2一

> 水 > I X

10一,

M D L
一

胧氨酸、 l欠 2 0
一,

M 硫腺
.
(3) 汞

的溶解度先增加后减小的顺序是 1x l。一 Z
M

硫代 乙 醇酸 > lx lo
一弓

M 硫 代 乙 醇酸 >

5000 ppm C一 > 5 0 p Pm C I一 (4 ) 温度升高

到 30 ℃ 橙红色 H gO 和黄 色 H gO 在多数配

位体中溶解度明显增大
.

四
、

小 结

1
.
水中 5000 Ppm C I一 比 50 ppm C I一 更

有利于固相 H g ,

H g o
,

H g S 转化为水相汞
,

在高 Cl
一

中的稳定性顺 序 为 H gS > H g >

H gO
.

2
.
52一 浓度为 。一1 PP m 时

,

不利于 珑
,

H g o

,

H g s 的溶 解
,

有利于 固 相汞的稳

定
.

3
.
随着放置时间的增加

,

沉淀与溶解
,

解

吸与吸附
,

络合与解离等逐渐趋于平衡
.
橙

红色氧化汞在 L 一半眺氨酸中生成的疏 基汞

络合物随放置时间的增加而增多
,

故溶解度

增大
.
但在硫代乙醇酸中溶解度降低

.

4
.
在相同温度

、

浓度条件下
,

H g S

,

H g 在

腐殖酸中溶解度大
,

而橙红色 H go 在风化煤

富里酸中溶解度大
.

5
.
在上述配位体中

,

橙红色 H gO 比黄色

H gO 稳定
,

但最稳定的是 H gS
,

其次是 H g
.

6
.
温度是影响各种配位体对 H g

,

H g o

,

H g S 溶解度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
,

如果水相



卷 l 期

中络合态的汞稳定
,

升高温度有利于固相中

的汞转向水相
.

综上所述
,

由于 自然环境复杂
,

有待进一

步研究多因素与 H g
,

H g o
,

H g S 溶解度的

相关性
,

以便为综合防治沉积汞的污染提供

基础依据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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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中苯并 (c) 叮咤和苯并 (a)
。丫咤的分离鉴定

雷世寰 卞有生 刘士励 赵秀茹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目前环保和卫生工作者对多环芳烃研究

较多的是苯并 (
a
) 龙

,

对氮杂环多环芳烃的

研究尚少
,

后者不少种类与苯并 (a) 龙 同样

具有致癌
、

致畸
、

致突变作用
.
如苯并 (O

叮吮Ll]
.
国外一些科学工作者对大气飘尘中

的含氮杂多环芳烃进行过测定
。一幻 ,

但 对 于

水
,

特别是地下水的测定
,

尚未见文献报道
.

我们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
,

将方法做了

改进
,

用于地下水中氮杂环多环芳烃的测定
.

检出了苯并 (
c) 叮咤和苯并 (a) 叮睫

.
将分

离出的该二物质用单离子监视质谱测定并用

荧光光谱法进行了确证和定量分析
.

合并酸提取液
,

用 2 x 50 毫升乙醚洗涤两次
.

将洗涤后的酸相转移至 !000 毫升烧杯中
,

用

20 % N
a0 H 调 pH 为 10

.
再用 2 x 50 毫升氯

仿萃取两次
,

用二次水将氯仿提取液洗涤两

次
,

分出氯仿后加入无水硫酸钠脱水
,

用 K
.

D
.
浓缩器浓缩至约 0. 2毫升

.
将该浓缩液

点在经活化处理的氧化铝 G 薄板上
,

用混合

溶剂(正戊烷
: 乙醚一 19 : 1

,

v
/

v
) 展开

,

在

紫外灯下观察待测物的层析谱图
.

三
、

样 品 分 析

一
、

主要仪器与试剂

荧光分光光度计 日立 M P F
一
4 型

,

带微

处理机
.
氧化铝 G ,

E

.

Me

r

ck 公司产
,

分析

纯
.
所用有机试剂均经荧光检查合格

.

二
、

操 作 步 骤

取 5 升水样(其中被污染的河水 1 升 )分

别置于 5个 1升的分液漏斗中
,

各加人 50 毫

升氯仿
,

振荡 10 分钟
,

静止分层后分出有机

相
,

再重复萃取一次
.
合并两次的氯仿提取

液
,

用 2 X 60 毫升 30 并H 多0
;
连续提取两次

,

1

.

定性鉴定

按上述步骤对北京市某地区的地下水进

行了检测
,

得到薄层层析图
,

见图 1
.
样品出

现上
、

下两排紫兰色的斑点
,

上排斑点的 凡
值和苯并 (

。
) 叮睫标样的 凡 值相等

.
为进

一步确证该斑即为苯并 (
c
) 叮吮

,

分别将此

二排斑点小心地刮下
,

用氯仿洗脱 至 A1
2O ,

粉末无荧光
,

待洗脱液挥发后
,

再用正戊烷定

溶
,

进行质谱单离子监视测定和荧光光谱分

析
.
质谱分析表明洗脱液中二种物质的分子

量均为 22 9
,

这正是苯并 (O 叮咤 和 苯 并

(a )叮吮的分子量
.
而荧光光谱表明

,

该二种

化合物的激发与发射光谱均与文献[2] 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