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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改进了 ��
。

�� 薄膜电极的阴极结

构
�

对克服边缘效应有明显的作用
�

�
�

电解液 � � 在 �一 �� 范围内变化
,

对电

极灵敏度的影响较小
,

但考虑到氯化银电极

在碱性溶液中的稳定性
,

经实验
,

本文采用

�� 为 �
�

�� 的具有缓冲能力的硼砂
一

氯化钾溶

液为电解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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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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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中 ���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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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我们对这三种方法分离 �� � 的能力做了

初步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

并就三种方法对大

气样品加标准 �� � 回收率和对样品平行测定

的精密度进行了比较
,

对三种方法所获得的

一系列大气样品的 ��� 数据进行了 回 归 分

析
,

找 出了不同方法测定结果间的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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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悬浮颗粒物环 己 烷 提取液的

� �� 加标回收率及样品平行 测 定 的 精密度 � 孙辰 同志参加了部分实验工作
�



� 卷 � 期

表 �

环 境 科 举

�
、
�
、
� 法平行测定大气样 表 � �

品中 � � � 的结果 一—一丁一

� �

、
� 和 � 法测得大气样品中 �碑 位

法 � 法 � 法

样品中 “� �, 测定值 �肛� �

样品号
� �� 测 �弓� � 测

法 � 法 � 法

样��� 数

�
� “ �

� 定值
一不�万万一�

。
�

� 。。
� 。

�

� � �
定值

二

� 法

� � � 测

定值 厂 定值 分

�� �

一
毛

一
�

一
�

一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甘��,��哎少��,卫人弓�二��

…
�� ����

�

任�� ,‘了���人

�
, ‘�,��月��

…
�曰�八���

����

内�月,

巧����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
�

内了。��
才�日��
门‘几‘月,��‘�����
尹���
,‘��
月份�,�
工
�

了。曰�了��
,‘,��
��、��卜�工了�口�了

,立��
,�孟‘胜�,上,上,人�‘�,几,二弓‘,�汽艺内‘,‘,妇,‘,一勺‘,‘八�,�内�,�内���一�介�几�,�

里竺竺竺竺�卜翌兰
�

阵掣止�牛牛
变异系数� � �  !

∀
, 】 件

·

0 】 ) ·

,

1 1 8

月0斗

30 4

2 90

2 9 4

16 8

(见表 l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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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

表 2 得出
,

上述三种测定方法

中
,

2 法准确度
、

精密度均好
,

操作也较简

便
。

二
、

用 1
、

2 和 3 法分别测定大气样品中

的 B aP 含量
,

对所获数据 (见表 3)进行了回

归分析
,

找 出了 1法与 2 法
,

3 法与 2 法之间

的相关关系
.

对表 3 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

1 法与 2 法相关系数 了为 0. 9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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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表明 1 法与 2 法
,

3 法与 2 法

之间均有较好的相关关系(如图 1、 2 所示 )
,

实际样品测定结果 3 法 B aP 值高于 2 法
,

这

是由于硫酸萃取 T LC 上大斑点荧光区中的

未知荧光物本底所造成的
.
而 1 法 Ba P 值又

稍低于 2 法
,

这是由于刮取 T LC 上的小斑点

时
,

有一小部分 BaP 损失所造成的
,

这都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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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结果相符合
.
因此 2 法优于 1 法和 3 法

.

得出的回归方程可以分别把 1法和 3 法测得

的 B aP 数据校正为 2 法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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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协作
,

加速环境科学研究生的培养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
*

环境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
,

涉

及 自然科学
、

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学

科
.
环境保护已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

因此加速培养环境科学技术人才是一个重要

而紧迫的任务
.
为了促进环境科学和环境保

护事业的发展
,

1 9 7 8 年本研究所 (当时是地

理系环境学研究室)招收了 10 名研究生
,

各

高等师范院校选派 10 名进修生
,

组成一个环

境学研究班
.
现在这些研究生早已毕业

,

分配

在环境科研
、

教学和管理部门工作
,

都受到了

所在单位的好评
.
回顾研究生培养工作

,

本

文就招生
、

课程设计和教材建设
、

论文选题
、

经验和建议这几方面谈谈我们的体会
.

解
,

在校内外都有不同的看法
.
教育部研究

生处和校系党政领导支持我们进行探索
.
我

们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
,

拟订教学计划
.

在教学计划中既要有统一的基本要求
,

又要

考虑
“

因材施教
. ,

尽量考虑每个学生的原有

专业和工作基础
,

让其在一定领域上发 展
.

在培养 目标上
,

我们提出的要求是
:
要有坚

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厚的
、

跨学科的基础知识
,

要掌握现代的各种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
,

扬

长避短
,

在自己研究领域内要在较高起点上

有所创新
.

一
、

招 生

实践证明
,

做好招生工作是研究生培养

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 像环境科学这样综合

性的横向应用科学
,

在招生上必须坚持学科

交叉
,

而不能像大多数已有的纵向学科那样
,

只在本门学科范围内招生
.
我们在招生过程

中
,

有意识地面向各个专业
,

10 名研究生来

自不同的专业(自然地理学专业 2 名
,

水利工

程专业 2 名
,

化学专业 2 名
,

化学工程专业 1

名
,

数学专业 1 名
,

自动化专业 1名
,

农业土

壤化学专业 1 名)
,

他们在人校前都有近十年

的工作经验
.

这种招生方式
,

六十年代初于光远等同

志招收自然辩证法研究生时就尝试过
,

效果

很好
.
但当时这种办法未能被大多数人所理

二
、

课程设计和教材建设

1978年初
,

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了教育

部部属高等院校环境科学研 究 生培养协作

组
.
当年夏秋召开了协作组座谈会

,

参加的

有清华大学
、

北京大学
、

南京大学
、

复旦大学
、

同济大学
、

华东化工学院
、

北京师范大学等部

属院校以及北京医学院
、

北京工业大学
、

北京

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和北京市环境监测站

等
.
会上就如何做好研究生培养工作交换了

意见
,

同时决定由各院校和单位分工编写《环

境科学原理》和《环境监测概论》两本讲义
,

作

为各类环境科学研究生必修专业课教材
.
座

谈会还决定
,

为了使研究生对环境科学各学

科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了解
,

举办专题讲座
,

邀请在某些领域有研究成果的专家主讲
.

本文由姜象鲤执笔
,

刘培桐教授审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