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期 环 境 科 学

环境中砷的存在形态研究

王春旭
学院

,

石家庄河北轻化  河北师范大学
,

石家庄

许荣玉
河北轻化 学院

摘要 采用氢化物发生 一 电热石英管一原子吸收光度法对上壤
、

海水
、

海洋生物 及人尿样中不同形态的砷进行了广泛

的分析测定
。

结论指出
,

上壤巾砷以无机砷为主
,

而无机砷巾又 以 为主 海水和 人尿中以有机肿为主 海洋生物

体中也主要以有机肿形态存在
。

关键词 电热石英管
,

原子吸收光度法
,

砷形态
。

环境中砷的污染程度及砷化合物的毒性
,

不

仅与其 含量有 关
,

更主 要是 取 决 于其存在 形

态
’

·

“〕。

本文对我国砷污染土壤
、

海水
、

一些海洋

生物以及人尿样中砷的存在形态进行了研究
,

从

而为环境质量调查
、

评价和预测提供依据
。

材料和方法

试验样品

土壤样品

土壤样品采自江西大余县冶炼厂附近
,

该厂

原冶炼高砷钻矿石 含砷量高达  左右
,

后

改为精炼砒霜
。

由于向环境 中排放高浓度含砷废

水
、

废气和废渣
,

使周 围农田遭到不同程度的污

染
,

土壤含砷量高达几百个 拌
,

不能耕种
,

成

为撂荒地 另一部分 采 自河北石家庄 化肥厂附

近
。

该处 由于烟尘排放和利用工厂废水进行灌

溉
,

已造成土壤轻度砷污染
。

海水样品

使用海水采样 器
,

自渤海湾 深 度 左

右 取样
。

海洋生物样品

海带样品为大连和石家庄市售 海鱼样品采

自大连和秦皇岛
。

尿样

较多量食用海产 品的健康人群尿样
。

主要仪 器设备

一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北京第二

分析仪器厂
、

电热石英管原子化器 自制
、

一 型氢化物发生器 北京第二分析仪器厂
。

主要试剂

标准贮备液 将三氧化二砷  
、

砷酸

氢二钠
、

甲基肿酸钠 进 口分装
、

二 甲基肿

酸钠 进 口分装 分别配制成 的标准贮

备液
,

用时稀释成标准工作液
。

硼氢化钾  !
、

硼氢化钠 进 口
、

强碱

性阴离子交换树脂 天津试剂二厂
。

 咯陡二硫代氨基 甲酸按 溶

液
、

硼 氢化钾溶液
、

硼氢化钠溶液
、

一
,

柠檬酸钠—盐酸缓冲液
、

 溶

液
、

 抗坏血酸溶液
,

人工模拟海水
、

高纯氮

气
、

高纯氢气
。

试验方法

土样

称取 土样
,

用 盐酸在室温下振

荡提取
,

过滤
,

并用 盐酸定容至
。

取

提取液
,

甲苯或苯萃取后用氢化物发生一 电

热石英管原子吸收光度法测定
。

检测

装置和流程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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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石英管原子吸收光度法测定
。

检测

装置和流程见图
。

另取 提取液
,

甲苯或苯萃取
,

离子交换

分离
,

分别收集二甲基肿酸盐
、

甲基肿酸

盐 和无机砷〔包括 和 〕
,

并用 一 的缓冲溶液定容
。

由总无机

图
、

浮子流量计
、

砷发生器
、

导管
、

电热石英管原子化器

、

注射器
、

电热线

了
、

空心阴极灯
、

接受及放大装置
、

计录器

砷与 差减求得
。

图 氢化物发生装置示意图
、

。
贮瓶

、

泵
、

计量管
、

单向阀
、

氢化物发生器
、

还原剂入 口

、

载气入口
、

废气出口
、

进样 口

、

电热石英管原子化器
、

载气入口
、

保护气入口
、

气体出口

海水

取 样 品
,

控制 一
,

加

 二氯仿溶液
,

振荡
,

静置分层后分离
,

所得有机相经处理后测 水相在酸性条

件下加 还原
,

再用  二一氯仿溶液提取
,

有

机相经处理后测 十 水相经消化
、

还原再提取
,

所得有机相经处理后测 甲

苯提取
,

控制 值
,

测定
,

差减法求得

〔 含量
。

以人工模拟海水作空白
。

海洋生物

生物样品预处理

海带样品预处理 样品用 自来水浸泡清洗
,

再用蒸馏水洗净后风干
。

用组织捣碎机搅成糊

状
,

于 烘箱 内 ℃下烘 干
,

再用玻璃研 研至

一 目
,

置于具塞 广 口 瓶 中
,

冰箱 内保存备

用
。

鱼样品处理 将鲜鱼样品用水洗净后
,

将肌

肉部分用组织捣碎机搅碎
,

于烘箱内 ℃下烘

干
,

用玻璃研娜研至 一 目
,

具塞广 口瓶保存

备用
。

海带和鱼体总砷测定

称取海带样品 一 置于三角瓶中
,

加

入 混酸 硝酸 高氯酸一
,

于远红外

消煮炉上加热至近干
,

稍冷
,

加蒸馏水 重

复一次
,

至近干
,

冷却至室温
,

加  
,

再滴加  抗坏血酸至溶液无色
,

转入 容

量瓶中
,

用 一 的缓冲溶液定容
,

然后上机测

定 总
。

称取鱼样品 一 置于三角瓶中
,

加入

浓硝酸浸泡 以上
,

再 加人 混酸 硝

酸 硫酸 高氯酸
,

置于远红外消煮

炉上 消煮至近干
,

以下过程同上
。

海洋生物样品砷的提取

海带样品砷提取 称取 一。 样品
,

置

于 碘量瓶中
,

加入 提取液 乙醉十
,

水 溶 加热 一

℃
,

间歇振荡
,

提取液滤除残渣后备用
。

鱼样品砷提取 称取样品 一 置于碘

量瓶 中
,

加入 盐酸
,

振荡
,

静置

过滤
,

残渣重复提取 次
,

合并滤液后备用
。

海洋生物体内不同形态砷的分离

经 提 取后 的 试 液
,

用 浓盐酸调 至酸度 为

 
,

移入分液漏斗中
,

加入甲苯
,

振荡提

取
,

静置分离
,

水相用甲苯再次提取
,

水相保留
,

并定容至 作为 液
。

合并有机相于分液

漏斗中
,

用水反萃取 次
,

合并水相
,

用 “

的缓冲溶 液 定容至
,

然后 上机 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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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机测定 二 甲基次肿酸
。

取保 留的 液
,

调节酸度为  

左右
,

置于 分液漏斗 中
,

加入  溶液 一
,

还原 左右
,

用 甲苯提取 次
,

将

有机相合并
,

再用水反萃取 次
,

合并水相
,

用

一 的缓冲溶液定容至
,

上机测定

的含量
,

用差减法即可得到

 ! ∀的含量
。

测定 A S (v )十D M A A 的溶液(于氢化物发

生瓶中)
,

用 6m ol /L 盐酸调节至 pH 成1
,

此时测

定结果为 M M A A (甲基肿酸)的含量
。

( 5) 海洋生物不同形态砷的测定

前文各步提到的上机测定即为使用原子吸

收光度仪进行测定
。

每次测定从氢化物发生器的

进样 口 (见图 2) 注入 10m l样品
,

至 甲苯全部赶

出
,

仪器信号指示反零后
,

启动计量泵 自动加入

2% N
aB H 4溶液

,

反应产物砷及有机肿即被载气

携带进入电热石英管原子化器
,

由于原子化砷对

193
.
7n m 光辐射的吸收而产生信号

,

通过峰高

标准工作曲线法定量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土壤环境中砷的形态分布

自然环境中的砷来源于地壳风化和火 山爆

发
,

一般地壳中含砷量 2一5拼g / g
。

不同地区土壤

含砷量不同
,

如北京地区土壤含砷量 8
.
7拜g / g

,

沈阳张土污灌区土壤含砷量 12
.
2一31

.
7陀/g

,

衰 1 污染土维中几种形态砷的测定结果
‘)

编号2
、

用途
M M A

(n g/g )

1〕M A

(n g / g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A S ( t )

(拜g /g )

A S ( V )

(陀/g)

A S(总)
(拜g /g )

早田(河北)

稻 田 (江西)

稻 田(江西)

稻 田(江西)

未检出

39

未检出

l8

58
.7

106
.0

91 0

114
.
3

221258.10489.108
丈叮
8
0曰0乙

.

…
011114

1)2次测定结果平均值 。

2 )
1 号为化肥工业引起的污染

。

2 一4 号为冶炼业引起的污染
。

表 2 水环境中几种形态砷的含t 测定结果(n g/m l) ”

样品编号2
,

A S ( I ) A S ( v ) M M A A D M A A A S ( 总)

00几口O汀,目亡dn
s.

…
山
b
叹J找J山b

7054盯82101.1.1.1.162
.
65

0
.
80

0
。

9
0

2 7 3

7 2

.

0 4

n
d
工JJ�X�O乙月b舟h只�

咭
.�

n
�OJ

..

…
,上自翻口心口翻方了

2
,
I夕目引群水冲。0.0.0.14

110‘,JA且尸」

l) 各数据均为 3 次测定结果平均值

2) 1 一
4 号为渤海水

,

5 号为石家庄化肥厂污水总出口 处污

水

江西大吉山污灌区为 7
.
85 一21

.
89 拜g / g

。

关于砷

在土壤中的形态分布
,

日本学者 T
akam atsu19sZ

年分析 了采矿废水和含砷农药污染的土壤砷的

含量及其存在形态
〔们 。

本文分析了江西大余县有

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水灌溉引起污染土壤和石

家庄郊区污灌引起污染土壤中砷的含量及其形

态分布
,

分析结果列于表 1
。

研究结果都可以明

显看出
:
在污染源主要是无机砷的条件下

,

不管

是水田不是旱地
,

稻 田还是果 园
,

江西的酸性土

还是河北的碱性土
,

无机砷都占总砷量的 99 %

以上
。

无机砷中又以 A
s( v )为主

,

可占到总砷量

的 98% 左右
。

不同类型土壤
,

物理性状和化学特性差异很

大
,

江西大余的酸性土壤
,

富含活性铁
、

铝离子
,

它们很容易与砷形成铁
、

铝的无机砷酸盐而被固

定
;
石家庄土壤是微碱性的钙质土

,

钙离子极易

与砷形成钙的无机砷酸盐而固定
。

另外
,

比较肥

沃的耕作土壤
,

都有着丰富的矿物胶体
,

对无机

砷的固定作用也是很强的
。

所以不管土壤类型和

耕作方式如何
,

污染土壤中的砷都主要以无机态

砷的形式被固定
〔, 5〕 。

2

.

2 海水中砷的形态分布

在天然水中
,

淡水含砷量较低
,

D ur

u
m 1 9 7 4

年测定了美国 728 份地表水样品
,

70 % 一86 % 的

水样含砷量< 10n g/ml
,

和 B ra m an 197 3 年的分

析结果是一致的
〔5 , 。

海水中通常砷的含量 6一

3ong/m l
。

渤海水中砷的含量测定结果列于表 2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海水中含砷量 5
.
0一6

.
g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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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
。

和前两位学者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

在总砷

中有机 态 肿 (M M A A + D M A A )占到 总 量 的

40 写一70 %
。

5 号污水样品中有机态肿占总量的

8。%
。

也就是说
,

在海水和有些砷污染的水体中
,

有机态肿都占到总砷量相当大的比重
。

渤海是中

国的内海
,

周 围是大工业城市天津
、

大连和秦皇

岛等地
,

工业生产活动尚未对海洋砷含量构成影

响
,

但是一些使用砷化物的工业企业
,

仍应对此

继续给以重视
。

2

.

3 海洋生物体中砷形态的分布

经测定大连海带样品含砷量 19
.
6拌g / g

、

石

家庄市售样品含砷量 28
.
6产g / g (均为 5 次测定

结果平均值)
。

对 10 种海鱼体总砷含量测定结果

列于表 3
。

试验指出
,

10 种鱼砷的提取率平均值

为 83
.
47%

,

而 10 种鱼加标提取 回收率为 99
.

91 %
,

高出前者 16
.
44

,

说明海洋动物体内除 A
s

( l )
、

A

s

( v )

、

M M A A 和 D M A A 等可溶性 砷

外
,

还存在一些不能被提取的难溶性或微溶性砷

的化合物
,

诸如三甲基砷酸和苯基砷酸等
。

海洋

生物体大部分砷以脂溶性或水溶性有机肿化

表 3 10 种海鱼体内 A
s(总)测定结果

编号 种类
A s(总)(陀/g)

”

干样 湿样

C V

(% )干

加标回收率

(% )2,

1 带鱼 6 .8 2
.
3 3

.4 8 7
.
1

2 鳗鱼 27. 5 6
.9 1

.
9 92

. 3
3 鳍鱼 9

.0 1
.
6 3

.
7 8 5

.9
落 黄花鱼 5

.
9 1

.
1 5

.4 94
.
5

5 牛鱼 22
.
3 4. 1 1

.
9 9 7

.
4

6 燕鱼 6
.5 1.8 4.7 8 7

.
5

7 西非净鱼 5
.
8 1

‘

3 3

.

4
8 8

.

8

8 酉非 罗鱼 9
.
4 1

.
8 2

.0 9 1
.
3

9 白姑鱼 3
.
6 0.7 5

.
5 8 9

.
6

l。 自密耸
.
13. 6 2. 7 _ 2旦

_

_
卫旦

竺

里- 一

1)5次测定结果平均值

2 )加 10拜g 标样

表 4 海洋生物体内不同形态砷的含盘 (陀/g)

样品 ”
A
s
( 压) A s ( v ) M M A A D M A A 提取总砷

带 仇 0.62 0
.
23 4.72 0.48 6.0 5

鳗仇 2
.92 0.71 20

.
5 1.04 25

.4

鲍鱼 0. 76 一 6
.
4 0 0

.
7 3 7

.
8 3

黄花 负 0.4 5 0.12 4.92 一 5
.
6 3

牛鱼 1.40 0.42 18
.41 0.95 21

.50

燕鱼 0. 54 0.20 4.08 0.8 1 5.72

西非净鱼 0.52 0.16 3
.
84 0.74 5

.
20

海带 ]0
.
3 3

.
12 2

.03 1
.
21 16

.
80

D 均为 5 次测定结果平均值

合物的形式存在
〔, 3 , 。

L

u n

d

e

分离了挪威大西洋

沿岸某些鱼和 甲壳类动物体内无机砷和有机肿
。

无机砷
,

包括用 6
.
6m ol 盐酸能降解的有机结合

态砷
,

其含量范围为 1
.
0一2

.
5拜g / g

,

而有机砷化

合物则为 3一37拌g / g
。

海洋生物体内的砷大部分

以有机肿的形态存在
,

用上述方法处理并不降

解
。

对海带和鱼类样品不同形态砷进行提取
、

分

离和测定
,

测定结果列于表 4
。

由表 4看出
,

海鱼

体内的砷以有机肿为主
,

7 种鱼体 内有机态肿占

提取总量的 85 % 以上
,

有机态肿中以 M M A A 为

主
,

其含 量为 D M A A 的几倍 至几十倍
,

这 与

L unde(1973b )和 Brid e(1971 )的分析结论是完全

一致的
〔,

,
8 〕 。

另外
,

无机砷中以 A
s( 班 )为主

,

一般

为 A
s(v )的几倍

。

但也有例外旧 本学者 Y as ui

(1978 )报道鳖 鱼 体内 的无 机砷 以 A
s ( v )为

主 〔的 。

自然界是复杂的
,

不同鱼种采样地点不同
,

其体内砷的形态分布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

e h
a

p m
a n

l 9 2 6 年就指 出
,

海洋生物特别是

甲壳类动物体内砷含量很高
〔卯 。

Y as ui 等 1978 年

研究指出
,

海洋生物体内砷含量为陆地生物的几

十倍乃至上百倍
6。

L

u n

de 指出
,

海藻类可使培养

基中的砷浓缩 200 一3000 倍
,

且能在体内转化成

有机肿
。

就是说
,

以过滤大量海水为营养摄食的

海洋动植物体
,

对于水体环境中的砷有很强的富

集能力
,

并有很强的合成转化能力
,

可将简单的

无 机 砷 转 化成 结构 较 复 杂 的 种 种 有机 态

肿
〔, “

,

川
。

W oo
l
s o n

1 9 7 5 年研究指出海洋生物对环

境中砷 的累积 很高
,

海草中砷含 量 为海水 的

350一71000 倍
;
海藻的 含砷 量 为海 水 的 50一

47500 倍
。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
,

渤海

海洋生物体可提取砷含量 (略低于总砷量)为渤

海水的 100。一50。。倍
。

不同的海洋生物体对环

境中砷的浓缩富集情况与其生存地域密切相关
,

其含砷量及其砷的形态分布可能有显著差异
。

2

.

4 人尿中砷的形态分布

对于食用较多量海产品前后人尿砷含量变

化分析测定结果列于表 5
。

较多量进食鱼
、

虾
、

海

带和紫菜等海产品的人群
,

进食后 24h 内连续采

尿样
,

然后混合
,

进行分析测定
。

由表 5 可以看

出
,

实验人群 皆为生命力旺盛的健康年轻人
,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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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几乎各半
,

尿砷含量比原来增加 1
.
08 一 8

.
73

倍
。

从表 6可以看出
,

Br

a
m

an
1 9 7 3 年指出

,

人尿

中有机态肿含量占其总量的 50 % 一92 %
,

有机

态 肿 中 D M A A 又 占其总 量 的 “%
‘” 。

C re

-

e e
l i

u s
1 9 7 7 年指出

,

一名饮用含 0
.
Zm gA s ( v )井

水 的人
,

10 h 后
,

其尿中无机砷浓 度提高 5 倍
,

1 0 一7oh 尿中 D M A A 的浓度提高 5一10 倍
〔“)

。

就是说 人体代谢过程可使无机砷 甲基化
,

可使

M M A A 进一步甲基化而生成 D M A A
。

所以不少

学 者认 为 D M A A 是砷在人体和高等动物体内

代谢的最终产物
。

大量的实验资料说明
,

海洋动

植物体内砷含量较高
,

但一般不表现毒性或毒性

很低
。

长期而大量食用有无潜在危害
,

尚待进一

步研究
。

表 5 食用海产品前后尿砷含量测定结果
‘’

3 结论

(1)污染土壤中的砷
,

不管是水田还是旱地

都以无机砷为主
,

其中又以 A
s ( v )为主

。

( 2) 我国渤海水中砷含量 5
.
0一6

.
gng/m l,

其中以有机态肿为主
。

( 3 ) 渤海动物体中的砷以有机态肿为主
,

可

占其提取总量的 85 % 以上
,

其中以 M M A A 为

主
,

其含量为 D M A A 的几倍至几十倍
。

( 4) 海洋生物体可上千倍地富集环境中的

砷
,

其含砷量远远大于陆地生物体的砷含量
。

( 5) 人体随食用海产品数量的增加
,

尿砷含

量成倍至几倍的增加
。

尿砷中以有机态肿为主
,

有机态肿中又以 D M A A 为主
。

编号“ ,
A

s
(陀/而)

食前

0.069

0.024

0.033

0 021

0.038

0.066

0.029

0.038

0.025

食后

0.091

0
.
151

0 192

0.114

0.114

0.226

0.283

0. 113

O 、

1 8
1

增加倍数

4.43

4.艺0

4
.
1 8

1
.
9 9

5
.
8 8

8
.
7 3

1 0 8

6
。

7 1

l) 在食用海产 品前曾食用不同数量的高砷食物

2)1一4 号为男性(20一30 岁)
;5一9 号为女性 (22一2 7岁)

表 6 人尿中几种形态砷的含t 测定结果(
ng/m D

尿样 A S ( . ) A S ( V ) M M A A D M A A A S (总)

男(28 岁)尿 < 0
.1 0.84 0.61 8

.
9 10

.4

男(2 7 岁)尿 5
.
1 7

.
9 2

.
5 10

.4 25
.
9

男(42 岁)尿 < 0
.
5 2

.4 2
.
4 25

.
2 30

.0

女(40 岁)尿 2.4 4.3 1
.
8 15

.
5 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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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减 少 5
.
6 %

,

使地面辐射差 额 比南山顶 小

6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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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雾层的存在增加了 U BL 的稳定性
,

在

温度结构和污染物浓度之间建立了反馈
。

参 考 文 献

l 王尧奇等
。

高原气象
。

1 9 5
4

,
l

:
8 4

。

2 毛节泰等
。

气象学报
。

一9 5 3
,

4 1

:

3 2 1

。

, ,

3 D
e u z e

J I

J
e t a

l 二 了
.
A P P I

.
M
以
. ,

1 9 5 5

,

2 7

:

6 5 0

.

4 R
o u s e

W R
a n

d M

e
C

u t e
h

e o n
J

.

J

.

A P P I

.

材“二 29 7 3
,

1 3

:

7 9 5

.

5
Ba

ll R J

a

nd
R

o
b i

n

so

n
G D

.

J

.

A P 对
.
材己之二 1 98 2

,
2 1

:

1 7 1

.

6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气候变化组编译
。

气候变化若干问

题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 9 7 7

:

1 0 8

。

7 沈志宝等
。

高原气象
。

2
9 8

4
,

i
:

7 4

。

8 王永生等
。

大气物理学
。

北京
:
气象出版社

,

19 87

:

1 7 5

。

9

Gr

a s s
l H

.

T el l
u s

.

1
9 7

3
,

2 5

:

3 8 6

.

1 0 ( ) k
e

T R

.

召
砚
瓜刀以召勺 la 尹

r cli” Zat es
.
Z
n
d

e
d i
t
i
o n ,

I
o n

d
o n :

M

e t h
u e n

C
o

. ,
1 9 8 7

:
2 8 4

.



然梦盈悠马欲溉票之P公蕊
NO·

4

,

‘””3

Ba sed on the Pro详rty of t玩 ha nk no te 讨inting em uent studied
,

t
h

e

卯ly
sulfo ne ble nd ho llo , f ibe

r
me

n b r a n e w i t h 51吃l
e skin w as

ehoo se
n.T he tec hnieal para me

ters of ultrafiltration , s u e
h as

o p e
r-

a t
i

n g P r e
ss

u
re

, e u
re

n t v e

loc

i t y
,

t e
m Pe ra t u r e a

nd

e
le

a n
i

ng

r e a g e n t
,

P

roc

ed

u r e
w

e
re d et er m i ne d

。

T h
e r e s

ult

s s
h

o
w

t

ha

t
w h

e n t

he

P
r 于

e
ess

o沐ra ted at an enter press ure of 0
.
17M P a

,

rec
界le le曰 t

em-
阵rature of abo

ut40℃ a
nd
a eu re n t ve lOC

ity o f abo
u t 2

.
7m /

s ,
t h

e

fl
u x e o u

l d 悦 50
一
6 0 1

,

/ m

·

h

.

N
o

rma

ll
y t

h
e 沐
rtne
ate ra te ean 反 re

-

stored 晚tter only through a sim ple elea
ning w ith the 钾

rme
ate.

W hen the 碑rrneote rate ea w as dec lined sianifi eantly
, a e

h
e

m ic
a

l

e

lea

n
i

ng
w

o u
ld be

n
ec

e s
sa

r y t o
be

t a
k

e n a t a t e
m p 吧r a t u re be lo w

7 0 ℃
.
T h e e le an ing Pe

riod w a s at le ast 7 d ay 8
.

K .y 叨o r山
:hollo w fi be r m enbrane

,
p r

i
n t i雌 b

ankno t
e eff】ue n t, u

l-

t
ra fi lt

r a t i
o n ,

was

t e
w

a t e r

rec
界le
.

T附
t.nent of H地h C O.centr.t协. C oP碑r

一
C O D

W as
t e . at er

.

Z h
a n g Z h

o n g y a n e t a
l

.

( S h
a n g

ha
i U

n
i ve

r
si t y

of T ec h
no

lo 盯)
:

(〕内初
.
J
.
E 厅阴犷o ”

.

Sc
i
. ,

1 4 ( 4 )

,

1 9 9 3

,
P P

.

3 7 一41

A e
om
bi ned ehe m ic al eo吃ula tion

一
b i

o
l
o g i

e a
l f l

u
id i双泪 悦d proC ess

has be en use d to inves
tigate the tre

atm ent of w astew ater in w hieh

the eonc entration
s of eop阿

and COD are 1700一3 s o om g 八
J a
nd

3900 一 5 4 0 0 m g / I
, ,

re
s p 吧 c t i

v e
ly
.
T h

e r e
la
t
i
on

s
be

t w ee
n t h

e e o P碑r

a
nd C()D re们n o v a l r a t e s a n

d t
he

t
ec h

n
i
e a
l
e
on

d i
t
i
on

s o
f t h

e P r于

eess
, s

uc h
a s r e t e n t i

o n t
i m

e ,

l
o

ad i
n

i
n

f l

uen

t w
a t e r , t

he

r a t
i

o o
f g a s

t o
w

a t e r e t e
.

f or
t h

e
fl

u
id i ze d be d

; p H
a

nd

e o

ag

u
la

n t
d

osa

ge

s e t e
.

fo
r e o a g u

l
a t

i
o n p r

oc

e s s ,

h
a v e

be

e n
d

e t e r
m i

n e
d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t h
a t t

h
e a

bo ve

e

on
bi

n

ed
p r

oc

e s s
1
5 t h

e

eff

e e t i
v e o n e

fo
r

h i g h
e o n -

e e n t r a t i
o n e o P

pe

r 一
C (〕D w a stew at er

.
U n d er th e op

tim u m eo nd i
-

tion s
,

t h
e e o P

Pe

r a

nd
C ( ) D

e o n
ce

n t ra
t

i
o n s

i
n t

he

e
f f l

u e n t e a n

be

l
e s s t

h
a n 0

.

8 2 m g
/ 1

a

nd
1 8 0 m g

/ I

,
r e s 沐etive ly

, a n
d

t

he

t o t a
l

r e -

m
o v a

l
r a t e s e a n

be

o
b

t a
i

n

ed

o
f

u p t o 9 9

.

9 7 % fo
r e o p 详r and 95 %

for C ()D
.

K ey w or ds
:ehem ieal eoagulation ,

f lu i d i
z e

d b ed

, e o p 沐r
, o r 罗nie

w astew ater一w a s t e
w

a t e r t t即trnent
-

o h 蛇r , a
南
n a
耐 A

n.Iy由 on th
eR翻恤tl

v e E ffec tS o f t触 La
nz七o u

W
￡越叮 口

r
加n s功 。g 加,

r .
Su

W
e
叩
ngetal.(仅稗rt m

ent of A t-

m ogpherie sc 云e nc e
,

I
a n z

h
o u

U
n

i ve

r s
i t y

,

I

声
a

nz
h

o u
7 3

0 0 0
1 )

:

C 无玩
.

J
.
E 泞阴犷o ”

.

Sc
i
. ,

1 4 ( 4 )
,

1 9 9 3

,
P p

.

4 2 一47

In w inter ,
t h

e r e
1
5 a

d
e n

se
s

mo

g l
a ”r over L anzho

u eity
.
In this

Pape r
, u

se t h
e r

ad ia t i ve

a

nd so

n
d

e
d

a t a o

bt

a
i

n

ed i
n

De

e e
m be

r
1 9 9 0

a t I
a n z

h
o u

U
n

i
v e r

si t y a n
d

a t t h
e t o p

of
t

he So

u t h

一

mou

n t a i
n

w h ic h

1
5

6 2 5 m h i g h
t o a n a

l y se
a n

d
e a

lc
u
la t e t

h
e r

ad i
a t

i ve ef
fec

t s o
f

t
h
e

s
m 叩 Ia y

er.T he IJanzhou urha n sm og la界r 15 eharac terize d 场
a

high turbid ity eoe ffiele nt and
a lo w w ave length ex因

nent , a n
d d

e -

e
re

a
se

s t
h

e

so la
r r a

d i
a t

i
o n s

i
gn

i fi
e a n t l y

.

T h
e a

ve

r犯e heating rate of

the sm og la yer 15 6
.16 ℃/ d

~
th
ma
xim u m tu rb id ity eoe ff i

eien t
.

T h e sm 鲍 l
ayer has diffe rent extinetionsto d iff ere nt w ave interv als

and has a stro ngest extinc tio n to the visible 洋rt
.
T he sm 呛 l

a界r

eause s the eounter radiation reac hi叩 L
anzhou surfaee 5

.
2% mo

re

than thatofthe So
uth 一m o u n t a i

n ,
t o t a

l i
n e

omi

n g r a
d i

a t
i

o n
1

5
5

.

6 %

le ss t h
a n t h

a t o
f t h

e

So

u t
h

一
m

o u n t a i
n , a

nd

s u r
f

a e e r a
d i

a t
i

o n

ha la
n e e

1
5

6 7

.

8 % l
e s s t h

a n t
h

a t o
f t h

e

So

u t
h

一
m

o u n t a i
n
.

T h
e e x

i
s t e

nc
e o

f

t
h
e s

m
o g l

a y e r 三n erease s th e stab ility o f th e u rb an bo
u
nd
ary la界r

.

K ey w ord s
:urban sm og la界r

, s
h

o r t 一
w

a v e
h
e a t

i
n g

,

l
o n g

一
w

a
ve

e
oo L

i
n g r a t e , e x t

i nc

t
i

o n e

oe f f i
e

i
e n t

, s u

rfa

e e r a
d i

a t
i

o n
b

a
l

a n e e
.

A l, PI 咖tlo
n Of the Face Gra p卜 a n d G e企aeeu m u lation 加d ex

M et 加o d to t加 伪. p
re加euS Iv e A . “, 翻m e ll t

or P ol .时如. 勿 n . vy

M et. .s 恤 翻dl.目即t
.
Zhao Z hiji‘ w t al

.
(众p
art
me
nntof 口ty and

E nvi ro
nme

ntal Sc ie
nee ,

Pe
k i

n g U
n

i忱rs ity
,

B
e

i j i飞 2000872 ):

C几动
.
J
.
E , n . 飞冲.

.

&
派
. ,

1 4 ( 4 )

,
1 9 9 3

,
P P

.

4 8 一52

Ba se d
on the sed ime

ntat io n princ iple s and environ
men
taUy 亡h e m 卜

eal eh ar ac ter is tic
s o f he a叮 me

tal, a

nd

u
si

n g 应n te rna ti
o侧山夕 n吧切

m eth记
5 on he a竹 me

tal 因】】
u tio n as se ss 献

nt with mu lti-va ri
a‘le

乎aph expres sion —fai
egraph, : , y n t

h
t

i
e a

l

~

ss m en
t st

ud
萝h as

块en m ade on the state of heavy me
tal卯llu ti

on and gec卜毗
umula-

tion of he avy me t
als in T a试 ri ver sed

lme
nt in Be

nxire aeh
.
T he re-

sults indieated that the st
ate of hea叮m

etal卯ll
ution of T ai幼劝ve r

in Be nx i
rea eh 15 v e ry se rio u s

, a n
d

a P P r o p r
ia t e e o u n t er

r o e a . u 叮e s

s
h
o u

ld be
t a k

e n
.

K 叮 w or ds
:m ult i一va r

ia b le g r a p h

—
faeegraph,

he
a v y m

e t a
l 卯li

u-

tion 唱
ec卜 a e e u

m
u
la
t
i
o n

in d
e x

.

st
ud

y
On

A

~

k s , 比加t如. 加
tPe “”

ro .

~

L w
.. . 。‘u,

I
J
i Sheng zh i et al

.
( He M No

rma
l U nive r sit y ,

S h i如油. 叱
050016):Ch 玩

.
J
.
E 爪赤朋

.
Sc i
. ,

1 4 ( 4 )

,

1 9 9 3
,

PP

.

5 3一57

以ff ere nt arse nie s卿cies in 50 115
,

se
a

w
a t e r s ,

m
a r

i
n e o r

ga

n . 双比
an d

u r ine
a re d e te r m in ed b y u s ing

th e h y d r id e g e n er a tio n
一e】ec t

rot
h e r
-

ma
l q u artz fu rn a e卜a t

om
ie a bso

rp tio n sp吧 c t ro
me

tr y
.
T h

e r e . u
lt
s
i
n -

d ic
a tes t h

a t t h
e
i
no

r g a n ic
a

rse

n
i
e
15

a
m
a
jo
r 稗rt of arse

nic 10 50 115

and A s (V )15 ma jo
r Part of ino

rgan ie arse
nic
.
M ethyla t目 .r, e n

i
e

s
pe

e
i
e s

1
5

i m
po

rt
a n t i

n
se

a
w

a t e r s a
nd

u r
i ne

.

M
o

reo
ve

r
M M A A

a n
d

D M A A
a r e 5

1, ifieant
fra

et ions in ma ri ne organisms.

K叮 W ords
: elec trotherm al quar tz furnaee ; A tom ie a卜泊rP tion

s
pe
c tro m

etry
;arse n ie s碑eies

.

A St记y
on t加e N a tur al M 址era l M a n沙

.ese C ata lytlc 幻恤目. t如n

P
roc ess

fo r th e T
rea
tlr 化nt Of S u l f u r

一

加.rlng W ast 姗
.
姗
.Chen

Tianhu ,

W

a n g
J i

a q u a n
.

( H
e

fe i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T
e e

h
no

l
o

gy

,

He
fe i

2 3 0 0 0 9 )
:

C 八玩
.
J
.
E 爪赤洲

.
& 派

.
1 4 ( 4 )

,
1 9 9 3

,
P P

.

5 8 一61

A ehee p natural ml ne
ral m anga

nese
w as used as a eatal卿 to

eatalytiea如 oxidate sulfur
一

be
a
ri

n g w
a s t e w

a t e r a t t
h
e a

m b i
e n t t e

m-

pe
r a t u r e a

nd
p r e ss

u r e
.

W h
e n t h

e
w

a s t e
w

a t
er h as

a s u
l f

u r c o n c e t

ra-

t io
n o

f 1 0 0 一400m g /I
才 , a n

d 1
5 t re

a t e
d i

n a
1 0 1

,
r e

ac
t

o r a
t

、 ,
H g

1 0
,

w i t h
a n a

i
r

flo
w

o
f 0

.

l m
3

/ h
a

nd

a e a t a
l y s t

d

ose

of 1 0 0 一

1 5 0吨/I
,

f or
4 h

o u r s ,
t h

e
re

mov

a
l

o
f

s u
l f

u r
f

r o
m w 毗

e贾as te r

re ae h es 9 4 写一 98 %
.
A s e

om
件red w ith the sim ilar proc 哪 , i t h

-

o u t e a t a
ly st

, t
h

e p r

esen

t P r
oc

e
ss h

a s a r e
d

u e e
d

a
i
r

vo l
u

me

a

记 石m e

fo r ae
ratio n

, a

bo

u t
3 0

%

r

ed uc
t io

n
i

n e

ne

r g y e o n s u
m P t i o . , a n

d

a

bo

u t
2 0 写 red uc tion in treatme

nt eost.T he re, u
l

t , s
h而 出.t U s

-

ing this K ing of eheep natural m ine ral ma
nganese as a

cat
a】y.t to

eatalytieally oxi date sulfur一悦aring w astew ater 15 an eff权tiv e

m eth
屯
xl

.

K
ey
钾or d

s :n atu ra l m i
n eral m an g a ne se

, e a t a
l y t

i
e o x

i d at i
o 们 ,

即廿ur
-

拢斌
ng wastewater

.

A . An.
ero
bk R. ctor for t加e t旧

t.比. t o f o rg . n k W . 妇, . t e r

C ou
t a ln l ll g H lg h S u s脚.ded 50 .妞5

.
S he

n l
,

i
x

i
a n e t a

l

.

(
Be

i加ng M u
-

nieiPa l R es

earc
h Ins titute of E n访ro n me

n tal P ro tec tion
,

Be ij i
n g

1 0 0 0 3 7 )
:

C 八初
.
J
.
E 爪砂洲

.
& f
. ,

1 4 ( 4 )

,

1 9 9 3

,
P P

.

6 2 一65

T he rea etor used in this study eom bined the features of U A SB
a
nd

tw o一
Ph

a
se d i g

e s t i
on

r
ea

e t o r s
.

A
e
id if ic

a t i
o n ,

me

t h
a n

姐
e

nesis
d唱es.

tio n and
se ttling

ela rifieatio n are effe etiv ely in teg ra ted in O n e
rea
e-

to r. T h e return m i石n g b y p r
od uc

ed b io ga s a n d t
he l匆

uid 15

ac hieved and no
energy and

_
叫uipm ent are need ed

.
T he probk川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