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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汞的大气−水−土壤界面交换通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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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模拟实验和野外实测对甲基汞在大气2水和大气2土壤的界面交换进行了初步研究Λ结果表明甲基汞释放通量与水

中的甲基汞浓度有关水2气体系中甲基汞释放通量大于水2土2气体系中甲基汞释放通量甲基汞在大气2土壤界面的释放通量

为1∗ 1   在大气2水界面的释放通量为1∗ 1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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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研究了水体表面挥发性汞释放

通量≈∗ Λ≥等研究了土壤挥发性汞释

放通量≈Λ√等研究了 ≤   ≤在水溶

液和气相间的分布≈Λ袁兰等在实验室里用模

拟的方法研究了甲基汞和二甲基汞在土2水2气

体系中的迁移及转化规律≈Λ在实际环境中

有关甲基汞界面交换的研究鲜见文献报道Λ本

研究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Λ

1 试验部分

111 仪器和试剂

 °  气相色谱仪电子捕获检测器

∞≤⁄ °  积分仪≥∏ ≥°
×  2

毛细管柱 ≅  膜厚

ΛΛ大气采样器山东青岛崂山电子仪器厂Λ

氯化甲基汞为德国  公司生产其余

试剂为中国生产Λ盐酸和苯为优级纯其余试剂

均为分析纯所用水为重蒸水Λ≅  


氯化甲基汞的 乙醇2水溶液冰箱保存使

用时用水稀释成所需浓度Λ

巯基棉照文献≈制备成品放置棕色干

燥器内保存Λ每只采样管中加入1巯基棉

临用前用   的稀盐酸润湿≈Λ

112 采样方法

有机玻璃制作的通量箱 ≅  ≅


≈Λ大气经个进气口被采样器抽入箱中

从采样箱出来的大气中的甲基汞被联接在通量

箱出气端的个巯基棉管捕获采样流量为

1采样时间长短可根据大气中甲基汞



的浓度高低而定Λ

野外采样时首先将通量箱底板卸掉然后

把通量箱置于土壤或水的表面见图Λ

图 计算通量的原理示意图

单位时间内由采样箱出气端采集的甲基汞

量 Ρ 可由以下公式表示

Ρ   Ρ  Ρ  Ρ  

式中Ρ 为单位时间内进入箱内的大气甲基汞

量Ρ 为单位时间内通量箱内壁吸附或释放的

甲基汞量即通量箱的空白值Ρ 为单位时间

内由土壤或水释放或吸收的甲基汞量Λ当将通

量箱的底板装上后采样或用另一个装上底板

的通量箱同时采样单位时间内由采样箱出气

端采集的甲基汞量

Ρ   Ρ  Ρ  

  式与式相减得Ρ  Ρ  Ρ 即单位

时间内由土壤或水释放或吸收的甲基汞量ΛΡ 

为正值表明甲基汞从土壤或水向大气释放Ρ 

为负值表明土壤或水吸收大气中的甲基汞Λ

113 甲基汞的分析方法

用盐酸解吸巯基棉采样管中的

甲基汞于容量瓶中并以盐酸稀释

至刻度Λ对于垃圾堆附近的样品应先用

水洗涤并吹尽水滴再用解吸Λ用

1苯萃取甲基汞Λ再用少量无水 ≥ 脱

去苯层中的水分Λ

色谱条件柱温ε 进样器温度ε 

检测器温度ε 载气流量尾

吹气流量进样量Λ峰高定

量Λ采集份平行样品每个样品测定次取平

均值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Λ

2 结果与讨论

211 大气2土壤界面交换

采样点在某化工厂门前附近采样点距

该化工厂下风向约 前者地上长满杂草

后者地上无草结果见表和表Λ

212 大气2水界面交换
表1 甲基汞在大气−土壤界面的交换草地

采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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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气温度ε   

大气甲基汞浓度

  
1 1 1

甲基汞释放通量

   
1 1 1

表2  甲基汞在大气−土壤界面的交换无草地

 采样时间  ∗    ∗    ∗    ∗    ∗    ∗  

大气温度ε      

大气甲基汞浓度   1 1 1 1 1 1

甲基汞释放通量    1 1 1 1 1 1

  采样点为距某化工厂下风向约 的

稻田结果见表Λ

从表!和可知距离该化工厂越远大气

甲基汞浓度越小Λ即大气甲基汞可能直接来自

该化工厂也可能来源于该化工厂的无机汞在

环境中经生物甲基化和非生物甲基化而形成Λ

另一方面虽然距该化工厂越近大气甲基汞浓

度越大但是甲基汞释放通量却未表现出这样

的规律性Λ这是由于大气甲基汞可能来自不同

的源即除来自采样点外还通过空气传输而来

自其它源Λ

213 室内模拟

在一个通量箱里加入水再加入含

Λ氯化甲基汞的水溶液在另一个

通量箱里加入含土壤的泥水再加入

含Λ氯化甲基汞的水溶液Λ个通

量箱均放在实验楼外通道上太阳光能照射在

上面Λ结果见表和表Λ

从表与可知随时间增长甲基汞释放通

量变小即甲基汞释放通量与水中的甲基汞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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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甲基汞在大气−水界面的交换

 采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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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温度ε   

大气甲基汞浓度

  
1 1 1

甲基汞释放通量

   
1 1 1

度有关Λ其次水2气体系中甲基汞释放通量大

于水2土2气体系中甲基汞释放通量这可能是

由于土壤对甲基汞的吸附作用使水2土2气体

系中水相甲基汞浓度低于水2气体系中水相甲

基汞浓度所致Λ

214 垃圾填埋场中甲基汞的释放

由于含汞电池的大量使用并随生活垃圾抛

弃因此在垃圾场是否有甲基汞释放已成为

表4  甲基汞在模拟条件下的界面交换水−气

 采样时间  ∗    ∗    ∗    ∗    ∗    ∗  

大气温度ε      

大气甲基汞浓度   1 1 1 1 1 1

甲基汞释放通量    1 1 1 1 1 1

表5 甲基汞在模拟条件下的界面交换水−土−气

 采样时间  ∗    ∗    ∗    ∗    ∗    ∗  

大气温度ε      

大气甲基汞浓度   1 1 1 1 1 1

甲基汞释放通量    1 1 1 1 1 1

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Λ在某垃圾填埋场进行了

采样测试Λ该垃圾场已运行年多所填垃圾约

高Λ早期用大水泥管作为通气孔后改为铁

管Λ结果见表Λ
表6  垃圾填埋场空气中的甲基汞

 采样点 地面 距地 通气孔

样品数   

大气甲基汞浓度

  
1 1 1

215 实验农场空气中的甲基汞

在某实验农场的土壤上空采集了个样品

均未检出甲基汞Λ• 等于年报道汞的

甲基化和去甲基化作用Λ有人认为汞在大气中

可能甲基化Λ等曾在居民区和植物园的空

气中检测出甲基汞≈分别为 1 和

1 Λ因此甲基汞是否普遍存在于大气之

中并参与全球循环尚需检测方法的灵敏度进

一步提高后才能确定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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