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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工厂废水 � 和 � 经过滤
,

印染废水

经脱色处理后
,

分别取 �� � 按实验方法测定其

化学发光强度
,

并由工作曲线求出所对应的乙

醛浓度
�

同时
,

分别对上述三个水样进行乙醛

回收实验
,

所得结果一并列于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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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

用乙醛敏化异丙醇氧

化发光反应可进行乙醛的测定
,

且测定方法的

灵敏度较高
,

线性响应范围宽
�

可比较方便地

应用于工业废水中乙醛的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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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  ! 和 � � � � 年夏
,

对北京市城郊几个测点进行了大气甲醛和总醛的采样分析
�

用酚试剂法测总醛
, 乙酷

丙酮法侧甲醛
�

�� � � 和 �� �  二年大气总醛浓度 平均 值分别为 ��
�

, 和 �
�

� 拜� ��
�
� � � � � 年夏大气甲醛浓度 平均值

为 �
�

�”� 厂�
, �

甲醛约占总醛的 , ��
�

甲醛和总醛浓度的 日变化 呈双峰形
,

其浓度的 高低与机动车密度
,

气象条件等

关系 密切
�

北京大 气醛类 化合物浓度水平是一次污染与二次污染 的叠加结果
�

关镇词 甲醛 , 总醛
,

大气
,

北京市
�

大气中醛类化合物既是生成光化学烟雾的

前体物
,

又是碳氢化合物光化学氧化的产物
,

是

污染大气中自由基和有机气溶胶的重要 来 源
,

是使甲烷转化为一氧化碳的关键介质
�

其浓度

水平直接关系到对流层大气的 光化学活性 �� 
�

��  ! 和 � �  ! 两年夏季对北京几个监测点

进行了大气中甲醛和总醛的现场观测
,

并与其

他同步观测的污染物进行了比较
,

探讨了该地

区大气中醛类化合物的来源及分布规律
�

� 王筱敏参加了本工作

收稿 日期 � �� � � 年 斗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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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采 样 与 测 定

�
·

采样点的设置

� � �� 年在海淀黄庄设点
,

测大气中总醛浓

度 � � � �  年在城近郊区共设置了 � 个观测点
,

除测定大气中甲醛和总醛浓度外
,

还同步观测

大气中 � �
� , ��

,

� , ,

� �
� ,

� �
,

非甲烷总烃

化合物 �� � � � �
,

温度 �� �
、

湿度
、

风速风向

以及气态硝酸
,

气溶胶硫酸盐和硝酸盐 �� � 犷
、

� � 于�
,

四测点分别是
� 市中心东四点

、

近郊海

淀黄庄点以及远郊的通县和大兴县点
�

为避免

地面扬尘污染
,

各测点位置均在四层楼以上高

度
。

各测点地理位置详见图 �
�

延庆

产
·

了 一
‘

、

、 ‘叮 妇七 ‘

顺义

�
产、

断 � 醛丈从测点地理位置的分布

�
�

采样和分析方法

本文用酚试剂法所测结果表征总醛 含 量
,

并将原方法 〔衡�“的反应时间从室温下放置 �� 分

钟改 为 �� 分钟
�

用乙酞丙酮法测甲醛时其他

醛类无干扰
,

因此用该法所测结果表征甲醛含

量
,

将原方法中的反应时间从室温下反应 � ��

分钟改为在 �� ℃ 水浴中放置 � 分钟
�

采样用

内装 , �司 燕馏水的大型气泡吸收 管 以 �
�

�� �

� �� 流速采气 �� � 进行分析
�

其他总醛和 甲

醛的采样和分析方法均与文献 � � 一致
�

二
、

结 呆 与 讨 论

�一 �监测结果

�
�

总醛和 甲醛浓度

� � � � 年 � 月 �一 �� 日在黄庄测大气总醛
,

每天从 � 时至 �� 时
,

一小时采样一次
,

共得到

� � 个数据 � � � � � 年 � 月 �一 � 日
,

在四测点测

总醛和 甲醛
,

每天从 � 时至 �� 时
,

每两小时采

样一次
,

并有三天在 �� 点增测一次
,

�� 天共得

� �� 个总醛和 ��� 个甲醛数据
�

从测定结果可知
,

监测期间北京大气中甲

醛最高浓度为 ��
�

�那 � � �
, ,

出现在大兴站 � 月

� 日晚 �� 一�� 时
,

最小值 �不包括未检出样品�

为 �
�

� 拜 � � �
‘ ,

是大兴站 � 月 � 日
�

�二午 � 时样

品
�

东四
、

黄庄
、

大兴三站的甲醛 日平均浓度分

别为 �
�

�
、

�
,

� 和 亨
�

� 那� � �
,

�通县站数据太少未

统计 �
�

比较三测点甲醛 日均浓度
,

黄庄最高
,

东

四最低
,

但总体上浓度相差不大
�

四测点总日

均浓度为 �
�

� 群 � � �
, �

� �  ! 年东四
、

黄庄
、

大兴和通县四测点总

醛 日均浓度分别为 13
.
3 、

8

.

2

、

9

.

3 和 8
.
7”g

Z m
‘ ,

四站总的日均浓度为 9
.
9那g / m

, ,

而 1986 年黄

庄站总醛 日均浓度 为 18
.
5产g

/
m

, ,

明 显 高 于

1987 年
.
四测点之间比较

,

城区东四站浓度最

高
,

三郊站数值接近
,

黄庄浓度最低
.
监测期间

总醛浓度最大值出现在 6 月 6 日 17 时东四站
,

最低值为 l
,

o
群 g

/
m

,

也出现在东四 站 6 月 9 日

17 日寸
.

2
.
甲西荃在总醛中的分布

表 1 和表
’

2 分别列出 1987 年 6 月四测点

醛的日均值和时均值中甲醛 占总醛的比值(呢),

由表可见
,

东四
、

黄庄
、

大兴和通县四站甲醛占总

醛 日均浓度比值分别为 28
.
7弧

、

61

.

6 外
、

48

.

6 外

和 26
.
9外

,

时均浓度比值分别为 34
.
7多

、

7 三
.
6呢

、

56

.

6 多 和 46 8多
.
四站相比东四相对最低

、

黄

庄最高
.
该结果表明甲醛以外的 醛类在城区东

四附近大气中污染严重
,

而黄庄站甲醛相对含

量较高
.
四站总平均值分别为 44

.
7并和 53

.
9务

,

即北京城郊大气中甲醛约占总 醛 的 50 汤
,

比

198 2年美国洛杉矶市的约 40 务 高出 10 关
,

远

低于 70 一80 务 的平均水平 tl]
.

3. 超标情况

按《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J T 36
一
7 9

) 规

定
,

中国居民居住区大气有害物质一次最高允

许浓度 甲醛 < 0
.
0 5m g /m

, ,

乙醛 < o
.
o lm g/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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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甲醛占总醛的百分数(以 日均浓度计算% )

测 站

表 l

东四 黄庄
日 期

大兴 通县 平均值

_

_
_
_ _

一一二卜
、

} ! { }

6 月 2 日

6 月 3 日

6 月 4 日

6 月 , 日

6 月 6 日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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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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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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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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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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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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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5 3 8

5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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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2

。

8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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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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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9

。

4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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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3

。

2

4
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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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3

1 1

.

0

5
0

.

9

8

。

2

3 7

.

7

6 4

。

,

2 8
.
7

: :
:

4 2
。

5

2
6

。

9

表 2 大气中甲醛占总醛的百分数(以时均浓度计算% )

测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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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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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1

斗3
.
3

7 0
.
4

1 03
.
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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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3

。

6

7
4

。

8

7
5

。

6

从甲醛的一次测量值看
,

仅东四站 6 月 5 日 9

点和 11 点测得两次超标 道
,

浓 度 均 为 0
.
0“

m g /n护
,

超标频率 32 呢
,

该站总体甲醛超标频率

为 1
.
4沁
.

由于在环境大气中醛类化合物的主要组分

是 甲醛和乙醛
,

故用酚试剂法测 出的总醛浓度

扣除 甲酸后的剩余量中乙醛是主要组分
.
若甲

、

乙醛共存时脸试剂法对乙醛的检 出率为 88 呢
,

则剩余量除以 88 外 即可算出乙醛的近似含量

及其超标频率
.
经计算表明 :东四

、

黄庄
、

大兴和

通县四站乙醛超标频率分别为
·

38

.

2 界
、

5

.

4 猫
、

13

.

6 并和 5
.
2外

,

总体超标频率 巧
.
4多
.
其中

东四站明显高于其他三站
.
以上数据表明

,

北

京城近郊区大气巾 甲醛污染尚不严重
,

但乙醛

超标频率较高
,

尤其城区高达 38 多
,

应引起重

视
.

(二 )大气中醛的变化规律

图 2 表示 四测站大气中甲醛和总醛的日均

浓度变化趋势
.
由图可见总醛 日均变化规律明

显
,

且四站规律一致
: 天气晴朗

、

气温较高的 6

月4 日出现高值
,

低值出现在时有降雨且温度

较低的 5 日和 6 日
。

甲醛的变化趋势与总醛极

为相似
.
表明甲醛和总醛改度的高低

,

与天气

状况明显相关
,

从一个侧而反映出大气醚类化

合物与大气光化学反应活性关系密切
,

也可看

出降水对大气中醛的冲刷作用
.
图 3 示出大气

醛类化合物在一 日间的变化趋势
.
可见甲醛和

总醛浓度都呈现明显的双峰形变化
.

(三)醛与光化学污染物的相关性及其来源

分析

表 3 列出了观测期间醛与其池同步监测的

污染物浓度及与温度的一对一回归分析 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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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0 天观测期间四侧点大气甲醛
、

总醛和温度 的变化

1.甲醛 2 .总灌 3.温度

可见
,

丫扭95务置信水平上
,

除甲醛与总醛显著相

关外
,

二者对 H N O
3
(g )

、

气溶胶 50 穿
一

和 N O 了

图 3 大气中甲醛
、

总醛
、

臭氧 日变化趋势

(、) 、9 8 7 年 6 月 2一 1 1 日 4 站时均 值

(b ) 1987 年 6 月 7 日 4 站时均值

(c) 198 7 年 6 月 2一 11 日东 斗站时 均值

1.甲醛 2 .总醛 3. 臭氧

有较好的相关性
,

总醛和 CO

关性较好
,

甲醛与 N M H c
一

、

N O
Z 、

N O

x

明显负相关
.
等相

CO 、

表 3 总配
、

甲醛与各污染物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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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M H C
、

N O

:

和 50 2 在城区主要来自人为排

放源
,

除 50 : 主要来自燃煤外
,

其他主要与交

通流动源排放有关;而 H N O ,

(
g

)

、

气溶胶 S碳
一 、

N 啊 等都是大气光化学的产物
.
回归结果说

明北京大气中的醛有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两部

分来源
。

图 4 以北京西单交通路 口为例
,

给出了工

作 日和休息 日机动车流量随时间的变化
.
可见

,

工作 日交通峰值出现在上午 7一10 点和下午 5

点以后
.
休息 日机动车流量明显减少

,

峰值变

化趋势也趋于缓和
.
在每 日交通高峰期

,

机动

车直接排放有关的 CO 、

N O

二 、

N
M H C 等的浓

度也出现峰值
.
图 5 为 1987 年 6 月 7 日在黄

庄站所测得大气中 C O 、

N O

,

以及 1990 年 4

月在西单路口 安全岛所采集的 N M H C 浓度随

时间的变化
,

可看出均呈现明显的双峰形
.

在交通高峰期间
,

醛的排放也相对较高
.
图

3 中醛的第一个峰值的前面部分
,

体现了每日

上午机动车直接排放醛的平均水平
,

此时 co

N O
二 、

N M H C 等也呈现高值
.
临近正午

,

随着

气温增高
,

阳光辐射增强
,

大气臭氧浓度迅速提

高
,

造成 N M H C (主要是烯烃)与 O , 、
O H 自由

基反应生成醛类的极好条件‘, ,41
,

故此时 N M H c

浓度呈现迅速下降趋势
.
由于甲醛光解反应常

数大小主要依赖于光强
,

醛与 O H 自由基的反

应常数比 N M H C 与 O H 自由基反应常 数 低

得多
〔3〕,

在 N M H C 浓度相对较高时
,

醛的反应

不 占优势
,

醛的生成速率高于其去除速率 ;加上

一般上午低空大气气流稳定且多呈现逆温
,

各

。
.

飞
一

育亨谊节方有有有亩滋
时间(h)

它刀de侧经00

4吮U,�,二

图 , 大气中

1.

C o 、
N O

二

及

。

C
O

N
M

H C 日变化曲线

3 .N M H C

{{{……
{{{///{{{刁 罗

星 期 日“0“ ,,,,,,,,,,,,,,,

/////// 尹尹尹

i

}

;呱{}{
〔习习 工作作 日( 12 /

‘‘

了)))

{{{

///////////////

)

iii

}……{{{{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种污染物不易扩散
,

故大气中醛呈现浓度逐渐

上升趋势
.
下午 2:00 左右(夏令时)

,

气温
、

光

强达最高值
,

臭氧浓度也达峰值
,

而汽车流量处

于低谷
,

N M H C 的生成速率远小于其消耗速

率
,

N M H C 大多已被消耗
,

使得醛的光解反应

及与 O H 自由基的反应占了优势
,

相当部分的

醛因参与光化学反应而消耗掉 ; 同时此刻又缺

乏直接被排放的醛(不是交通峰期 )和光化学反

应产生的醛(N M H C 量不够)的及时补充 ;加之

正午低空大气处于不稳定状态
,

垂直湍流扩散

快
,

醛很快被大气稀释
,

致使在全天温度最高时

醛类浓度降到全天最低值
.
午后

,

气温
、

光强逐

渐降低
,

光化学作用减弱
,

随着下午第二个交通

高峰到来
,

醛和 N M H C 又处于直接排放高潮
,

此时大气的 0 3 浓度足以使 N M H C 与 0 3 及

o H 反应生成醛
,

只是速度较中午缓慢
,

在较高

浓度 N M H C 及光强减弱条件下
,

醛的光解反

应不再占优势
,

使直接排放的醛和反应生成的

醛浓度叠加而逐渐升高
,

到晚上 10 点左右又出

现第二个峰值
.
由以上分析可见

,

北京市大气

中的醛既是一次污染物又是二次污染物
.�飞一父�吸喇搜排拐彩

时间(hJ

图 4 机动车流量 日变化

三
、

结 论

1986 和 1987 年夏在北京城郊用化学法进

行了 10 天大气甲醛和总醛的现场观测
.1986年

夏总醛浓度总均值为 18
.
5户g

/澎
,

1 9 8 7 年为 9
.
9

拼g
/ m

,
; 1 9 8 7 年大气甲醛浓度总均值为 4

.
4那 g

/

m
3 ,
甲醛约占总醛的 50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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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醛类化合物浓度高低与气象条件关系

密切 ;日青天气温高光照强气流稳定醛浓度高
,

阴

雨天醛浓度明显降低
.
统计处理表明

,

醛与光

化学反应产物 H N O ,

(
g

)

、

气溶胶 50 犷
、

N o 了

及与交通排放的一次污染物 C O 、

N M H c

、

N O

二

等有较明显相关关系
,

推测北京大气中醛类化

合物是一次污染与二次污染叠加的结果
.

致谢 数据的采集是本系环境分析教研室

孙庆瑞
、

姚荣奎等老师和同学一起完成的
,

在此

科 学

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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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中糠醛的比色测定

杨 凤 梧 李 世 伟
(新疆独山子炼油厂 ,

独山子 83 36。。)

摘姿 本文采用醋酸苯胺与糠醛作用缩合成红色化合物 的特性
,

运用正交设计合理选择实验条件
.
取经水蒸汽燕馏后

的炼油废水样品
, 加人酷酸苯胺和稳定剂

,
在 20 ℃ 的水裕 中显示 40 分钟

, 于波长 , I
sn m 处比色测定糠醛含量

.
酗

定上限 3
.00 9 /L

, 最低检出浓度为 。
·

3 m
g

/
L

,

加孙回收率 9。一 110 %
,

变异系数 < 5%
.

关锐词 糠醛
,
炼油废水

, 比色侧定
.

糠醛又称吠喃甲醛
,

是一种常用的优良有

机溶剂
,

也是有机合成上重要的化工原料
.
糠

醛对人体和生物都有一定的毒性作用
,

目前国

内水质糠醛测定方法未见报道
,

本文根粼糠醒

定性实验原理
,

参考国外有关资料
‘11 ,

应用酷酸

苯胺比色法测定了炼油废水 中糠醛的含量
.

{1 {}

C l工O + H
ZN O H

·

H C I

一

一
、

实 验

下一不
}1 {}

火
。

少CH一N O I于+ H C ! 十 H
ZO

L 仪器与试剂

(l) 仪器 72 1分光光度计
,

恒温装置 (水

浴)
,

水蒸汽蒸馏器(图 l)
,

刻度比色管(25 m l)
.

( 2) 试剂 苯胺
,

冰醋酸
,

磷酸氢二钠
,

糠

醛(工业纯
,

新疆石河子糠醛厂 )
,

标定如下 :

原理 在乙醇溶液中
,

糠醛与盐酸翔胶进

行厉化反应
,

生成的盐酸用氢氧化钠滴定
.

试剂 ¹ 盐酸羚胺
一

乙醇混合液
,

p
H 3

.

7 一

3. 8. 2
.
5多 的盐酸轻胺 500 m l 与 95 多 乙醇

50 0m l 等体 积 混 合
,

加 入 0. 4呢的 浪 酚 兰

1
。

2 , m l
.
用氢城化钠调 pH 至 3

.
7一3. 6

.
º 澳

酚兰 o
·

4 9 加入 12m l o
,

0 5

二1 0 1 / L 的氢氧化钠

溶液
,

用 9, 外 乙醇稀至 10 0m l.

标定 用减量法称取 0
.
殆 左右糠醛试 剂

于 100 m l 具塞磨口 锥瓶中
,

加人 30
.
0m l 盐酸

收稿 日期: l, , 2 年 3 月 2 日



’E X U 石 v o l
.
13 N o

.
6

,

1 9 9 2

A b st

r a c

t

g

C h i
n e s e

J
o u r n a

l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r a

l S
e

i
e n e e

, 一 r e 、 r o , 1
1 e c

l
z e xl :

i
e a

l
s 、r a r r e

d
a r r

h
e

b l
a s :t

,

l
、 s r a g

。

a n
d

t
h
e e

f f
e e t o n

1
1 a t e

h i
n
g a n

d
s u r v

i
v a

l w e r e ,月 o n -

it
o ,

·

。
d f

o r
l弓d a vs

.
T h e res、11 t、 s

h
o w

e
d

t
h
a [ t o x

i
e
i
t
i
e 、

o
f P }

l七n 、」h yd :a zj月 仁0 b o 士h
e zn b

r y o s a n d l
o r v o e w o r e

川 ore :h an th ose of h yd ra zi一l e
.

T h
e

I
J
O E C ( L

o w
尸s t

O b
、e r 、e

d E f f
e c r

C
o o c e n t r a r

i
o n

) f
o r

h
a t。

h i
n g w a s

O
n 4 9

, 1:
g
/

L f
o r

}
、
y d

r a z
i
n e a n

d o

,

O O 7 8 m
g

/ L f

o r

P
l

l e , : 、
·

1 l

l

y
d

r a Z

i

n
,

t
h

e
I O E C f

o r s u r v
i
: a

]
o

f l
a r v a e

w
a 、 ‘,

.
, ‘、

3 多m g /1 fo r Ilyd raz in e a n d 0
.
0 00 98 m g /L

fo : p h 。, I v
l h y d

r a :
i
n , r 。 、

P
e e t

i
v e

l y
.

T h
e

N O E C ( N
o

O b
、e r v e

d E f f
e e t

C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
f
o r

1
1 a te

h i
n
g w a s

f
‘
.

「}2 斗苏m g /L fo r h y d razin e an d 0
.
00 392刀g ‘

L f
o r

p 1
1 o n

)
·

〕1飞v d r a z i n a n
d

t
l
:e

N O E C f
o r s u r v

i
v a

l
o
f

]
。:飞

,
a 。 、、 a s

0

.

0 0 1 7 5
,1 :

g
‘

L f
o

r

h y d

r
a

z

i
n e

a
n

d o

·

0 0 0 4 9

z 飞1
9

一‘
1 f

o r
p l

l e n y l h y d
r a z

i
n , r e s

P
e e t

i
v o

l
:

.

T h
e s a

f
e

、 o n e o n z r a t i o n w a s 0
.
n o l 7 多m g /L fo : 飞;v d 」

·

a z

i

l l
e

a n

d

(

,
.

八门自4。:二 g / L f
o r p h

e 、
,

l h d

,二 7 i
n
.

K
e y 叭

一

o r

d

s : t o
x

i

e

i

t
y

,

}
l
y d

:
一

。Z
i
n ,

r
)

h

o n 、11
, v

d
:
一

a
-

2

1

2 1
,

B
z w :

/] 夕d
。 , ,

i
o r 。, 下。

E
x i

, t i n g P
a t t e r n

,

l
o n i

e
F

o r

m

o a n
d D i

s
t

r
·

i b
u t i

o n o
f A i u

m
i n u

m
i n

M
a s s o n

P i n
e

S
e

.

e
d l i

o g
s
.

G
。o J 王: ;

,

G
o o

H
o n

g f
a

(

C h i

n e s c
R

e
-

s e a l :

h A
e a

d
e n i

y

o

f E

,一v
i
r o n

m
e n t a

l S
e
i
e n e e s

,

B

e ,
j , 。9 2 0 0 0 1 2

)
: C h i n

.

J

.

E
n :,

i
r 口 n

.

S
c
i

.
,

1 3

(
6

)

,

1 9 9 2

,

p P

.

6 9 一 72

j一丁、1 ;。旦 a }
ly ({

r(。
p
o 川 c sy

“
:。
m

, e x
i
、t 一n g p

a t t e r n
、

一0 11是e

f
o ,

一

z 飞、 。 I飞(
l
(
l
一 t r山 u:lon of a lu zi:in u lil in m asson P in e

、。e
d l i

了:
g
、
w
e l

,

e 、t u
d i

o
d

.

R
e s t ,

l
t s 、

h
o w :

1
, : : :

(
I ) M

o ; ,

。
1 , l

飞e o l u m i
月 u l: 。

{
、、( ) r

l
)。
d b y

:
h
e

P i
n e s e e

d l i
n
g
s a e -

e L, :: l u
l
a t 。。

1 i
n t

!
: 。 r o o ts a n

d
o n

l y
a

l i
t t
l
e o

f
t卜e a lu

-

1二in u n w a : : : a n s l o e a r
e
d t o t h e

s
l
l o o t s :

( 2 ) M
a
i
o r i tv

。
f
r
l
: 。 a

l
t一n o

i
n u n

i
n t

h
e S

l
l o o ts w

e r e
b
o u n

d
,

b
u t t

h
e r e

认 a 、 o ,:
{
、
7

l i
tr
l
e
d i f f

e o e n e e
i
n t

h
e a

m
o u n t o

f f
r e e a n

d

b
o t, n

d
a
l
u
m i

n u
m i

n t
l
l e r o o r s ;

(
3
)

‘

r h

e

d
o

m i
n a n t

i
o

n

j
e

f
o

r

m
o

f

a

l
u

m i
n u

m i
n s u r

f

a
e e

f

r
e
e
、
P
a e e

w
a s

A L
3 十

w h i
e
h

a e e o u n t e
d f

o r a
b
o u t

6 3一85%
of the

total in rhe shoots and 41一67% i
n the roots: (4)

In tlle roots, m
o s : o

f
t
h

e a
l
u

m j
n u

m
o x

i
s t e

d i
n t

h
亡

e
P id e

r
m i s o f P l a

n r t is o
u e a n d a l i tt le w a s f o u n d i n

t h e
、t e

l
e

, s
h

o
w i

n g a n
i
n e r e a s

i
n g t e n

d
e n o

y f
r o

m
t
h

e

i
n s

i d
e t o t

h
e o u t s

i d
e o

f P l
a n t t

i
s s

ue

s
.

K
e y w

o r
d

s :
m

a s s o n
p i

n e
,

a
l
u

m i
n : 一

m
,

e x
i
s t

i
n g

P
a t t e r n ,

i
o n

i
e

f
o r

m
s
,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

D
e

te

r

m
i n a t i

o n o
f A

e e
t a 登d e h 了d e in

W
a 卜

te
W
a te r b y C h e m ilu m in

e
se
e n e e M

e th o d
.

L 让 X ia o h
u ,

L

u

M i
n

g g
a n

g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A P P ] i
e

d C h
e

m i

s t r
y

,

U

n

r

v e r s
i r y

o
f S

e
i

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
o

g y o
f C h i

n a
,

H

e

f

o l
2 3 0 0 2 6

)

:
C h i

,
.

J

·

E

, , i r o n
.

s
c
i
. ,

1 3 (
6

)

,

1 9 9 2

,

p p

.

7 3 一 75

T he ehem ilum ineseenee reaetion of i、。一 p r o
P
a
l

a
I
c o

l
l o

l w i
t
h C L O

一

H

Z

O

Z

i
、 e n li

a n e e d b y a e e t a ld 卜

h yd e
.
T lii、 P

r o v
i d

e s a n o珊1
ehem ilt一,拍 in 。、e e n c e

In e t
h
o
d f

o r r
h
e

d
e t e r

m i
n a r

i
o n o

f
a e e t魏ld

e
h v d

, 、
.

T h

e

l i

n e a r
r

a n
g

e
o

f

t

h

e

m

e
t

h

od

1

5

5
X

1
0

一 ’0 9 / ! n
l

t o
l x

1 0

一 6
9
/
m 1 w i

t
h

a
d
e t e e t

i
o n

I i m i
t o

r s 又 10
一

”9 2
;n 一

,

T l

i e e

f f

e e t o

f f

o
r e

i
g

n s
u

b

s
t a

n c e
s

w

a s
a

l

: o
、, 一

d i
e
d

.

T h
e In e t

h
o
d l

、a :
b
e e n s a t

i
s
f
a e t o r

i ly
a
p l
)
li
e
d

2 0 t
l
, e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o

f
a e e t a

l d
e
l
l
y d

e
i
n

w a s ‘。
w
a r e r

.

K
e
y w

o r
d
s :

1
5 0 一

p
r o

p y l
a
l
e o

h
o
l

,
。
h
o r飞:

i l
u
m i

n e -

s e e 工I C 七
,

d
e t e r l l l

i

n a r
i

o n o
f

a e o f o

l d
e

l

l
y d

e

.

C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 a n d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s o
f F

o r -

m
a l d

e
h v d

e a n d T
o t a l A l d

e
h y d

e 企n th e

A t
o
m
o sp h e r e o f B ei jin g C ity i。 比

e Sum
·

m

e r
·

B
a

i Y
u

h

u a
e t a

l

.

(

D
e

p
t

.

o
f T

e e
h

n
i

c a
l

p h y
s
i

c
s

,

p
e

k i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

B
e

i
j
i

n
g 1 0 0 8 7 1

)

:

c h i
,

·

J

·

E

, 。
i
犷o n

.

S
c
i

· ,

1 3
(

6

)

,

1 9 9 2

,

p p

.

7 5 一80

T he eoncentrations of form aldehyde (笼」c ll O ) an d
tota l ald eh yd e (T C H O ) i

n th e am b ient air of B e i
-

1i
n g e ity in th e su , : l

m e r o
f 1 9 8 6

a n
d j q 8 7 w e r e

d
‘
】
-

t
e

r
m i

n e
d

.

F
o

r

m

a

l d

e

h
y

d

o

w

a
s a n

a

l y

: e

d
w

i
t
h N

a s
h

m
e t

h

o

d

a
n

d
t
o

t
a

l

a

l d

e

h
y

d

e
w

a
s

d

e
r
。!一: z ; n o

d w i
:
1
1

M B T H m
e t
h
o
d

.

A
v e r a

ld
e
h y d

e c o n e e t r a t
i
o n s

i
n t

l
:e

a ;n
b i
e n t a

i
:

w
e r e

1 8

·

5 f

o r

1 9 8 6

a n

d
q

.

9
卜g /

,: I J
f
o r

1 9 8 7
,

r e s
P

e c t
i
v e

l y

.

T h
e a v e r a

g e
f

o r
m

o
l d

e
l
一y d e e o n -

e e n t r a t i o n w a s 4
.
4 0 9 /

n 1 O
f
。 ,

一

x 9 8 7

,
w h i

c
h

。e e o u to
d

f
o r a r o u n

d 5 0 %
o
f
t o r a

l
a
l d

e
h y d

e 、。a : i; i
e o

l
o n a l y

s
is

o f th
e
d
a t a f

r o , n t
h

e t w o y e a r ’5 o
b
s e 一、。L

i
o n s】10 \v :

t}le effeets of tra ffie a
u tom ob ile an d reaetion o n

tli e eo n ‘e n rr a ti o n o f a j d e h y d e
.
T h

e r e s u l ts
s u g g e s t s

t h a t t h e a P p
e a r a n e e P h ot o e h

e
m i e a l o f a ld e lz y d e c o

n 飞-

p
o u n

d
s

i
n

B
e
i
i
i
n g a

m p i
e n t a

i
r

w
a s e a 、, , c d 衍

bot h fi
rsr and seeond Pollutions

.

K ey w ord s : fom
ald ehyde, t

ot
o

l
:

l d
e

l
z
y d

。,

a t o :1 1 o s
p h

e r
i
e

POl

l
u t

i
o n

, a u t o
m

o
b i l

e
p

o
i l

u t
i
o n ,

p
h

o
-

t o e
h

e
m i

e a
l

r e a e t
i
o n

.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o
f F

u r
f

u r a
l C

o n t
e

吐 in

(下转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