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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气相色谱法以 5% PEG- 6000 为固定液、6201 为担体填充柱分离, 电子捕获检测器检测, 直接进样测定环

境空气中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对 01 029 mg/ m3 三氯乙烯和 01056 mg/ m3 四氯乙烯标准样作重复 5 次测定, 其相对标准

差分别为 51 7 %和 115 % ,并在实际样品中进行加标回收试验,回收率三氯乙烯在 90% ~ 110%、四氯乙烯在 94% ~ 108%

之间。检测限分别为 01 006 mg/ m3和 01000 5 mg / m3, 完全能满足环境空气监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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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richloroet hylene and tetrachloroethylene in environmental air w er e determined directly by gas chromatogr aphy ,

w ith taking 5% PEG- 6000 as fixed liquid and 6201 as carrier, then to iso late by stuffing column and to detect by 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T he standard samples of 01029 mg/ m3 trichlor oethylene and 01 056 mg/ m3 tetrachloro ethylene were titr ated five times

r epeatedly. Their relative standard dev iations were 51 7% and 11 5% respectively . I n sampling analysis for the practical samples,

t herecovery rateoftrichloroethylenewas90% ~ 110% , tetrachloro ethylenew as94% ~ 108% . Theirdetectionlimitsw er e01 006 mg/ m3

and 01000 5 mg/ m3, w er e suitable for the need of envir onmental air. s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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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是一种无色液体,有毒,无

论是急性接触或是慢性接触, 都会产生麻醉作用。

在干洗行业中大量使用, 污染环境,影响人体健康。

1  试验

111  主要仪器与试剂

3700型气相色谱仪 , Ni63电子捕获检测器 ;

3 390积分仪; 2 m @ 2 mm 金属色谱柱; 1 L 铝铂采

气袋; PEG- 6000色谱固定液; 6201担体。

112  样品采集与分析

以1 L 铝铂袋采集环境空气样品, 用 110 mL

玻璃注射器吸取样品注入气相色谱仪测定 ,以保

留时间定性,峰面积定量。

113  校准曲线

用微量注射器吸取11 0LL的三氯乙烯和四

氯乙烯注入1 0 0mL注射器中 , 在室温下挥发

30 m in,注入清洁空气, 摇匀。根据化合物各自密

度计算其浓度。配制一系列浓 度标准气, 进行测

定。以浓度- 峰面积绘制校准曲线,其回归方程三

氯乙烯为: y = 90 800+ 85 900x ; 四氯乙烯为: y =

177 000+ 143 000x , 相关系数均为 01999,具有良
好的线性关系。

2  结果与讨论

211  检测器的选择

分别采用氢火焰检测器和 Ni63电子捕获检测

器对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进行测定。试验表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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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和四氯乙烯在氢火焰检测器上响应值低,检

测限分别为 011 mg/ m3 和 0106 mg / m3。因三氯

乙烯的空气质量标准为 013 mg / m
3
,氢火焰检测器

显然不能满足环境监测的要求。三氯乙烯、四氯乙

烯在 Ni63电子捕获检测器具有较高的响应值, 检测

限分别达 01006 mg/ m3 和 01000 5 mg/ m3,并可直

接进样测定,故采用 Ni
63
电子捕获检测器。

212  色谱柱的选择

采用长 2 m, 内径 2 mm 的金属柱,充填弱极

性 GDX- 502 固定相进行分离, 三氯乙烯与四氯

乙烯不能完全分开, 四氯乙烯色谱峰还出现拖尾。

使用中等极性 5% PEG- 6000 固定液、6201担体

为分离柱, 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能得到完全分离,

故采用此柱为分离柱。

213  色谱条件选择

对最佳色谱条件进行了选择。试验表明,在柱

温 80 e ,汽化室温度 120 e ,检测器温度 120 e ,

载气( N2)流量 40 mL/ min时, 三氯乙烯与四氯乙

烯得到完全分离。

214  方法检测限

检测限(Lg) : D = M @ 2N / H

式中: M ) 进样量, Lg;

N ) 噪声, mm;

H ) 色谱峰高, mm。

当进样量为 1 mL 时, 检测限三氯乙烯为

01006 mg/ m3,四氯乙烯为 01000 5 mg/ m3。

215  精密度和加标回收率
配制三氯乙烯浓度为 01029 mg/ m3、四氯乙烯

浓度为 01056 mg/ m3 标准气, 分别重复测定 5次。

其平均值为 01026 mg/ m
3
和 01049 mg/ m

3
, 相对

标准差为 512%和 115%。
用 1L 铝铂袋采集干洗店附近空气样品, 直接

测定并做加标回收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1 实际样品精密度和加标回收率     mg / m3

样品值 加标量 回收率/ %

三氯乙烯 01 15 01 20 90~ 110

四氯乙烯 11 24 11 10 94~ 108

  由表 1可知,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加标回收率

分别为 90% ~ 110%和 94% ~ 108%。

#简讯#

全球环境七大发展趋势

1.现在世界上有 60 亿多人口, 并且仍在增长。按现有的增长速度,预计 2050 年人口将达到 80 亿~ 120 亿, 绝大多数

的人口增长在发展中国家。

2.全球的物质生产目前尚能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未来 30 年内, 要想解决另增加的 30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仍是一个严

峻的问题。虽然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在逐渐增长,然而收割后的浪费却很严重。土壤侵蚀以及不合理的耕作模式导致土

壤持续退化、收成下降。一般而言, 如果没有一个使资源更有效利用以及减少农药或化学品使用的耕作方法, 在不增加农

业环境负担的情况下,很难满足未来世界对粮食的需求。

3. 1971 年以来,全球能源利用量已经增长了大约 70% ,并且预计在未来的 15 年内将以年均 2%的速率增长, 除非提高

能源效率或禁止使用化石燃料,否则, 冰箱、汽车等高能耗品的大量使用,将会导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比当前的水平增长一

倍。化石燃料价格低廉以及它为人们所熟悉的特点,决定了由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转移的困

难,但这些清洁能源不可否认地要被加以推广和在技术上得以进步。

4.自 1987 年以来,许多国家已削减了 70%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使用量,并且各个国家也都在通力合作预防这方面的

环境危机。但臭氧层并没因此得以妥善的保护,因为氟氯化物及其他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还没有完全被禁止, 黑市氟氯

化物的交易活动仍很猖獗。

5. 亚洲的酸雨范围在扩大,频率在增多。如果按当前的趋势发展下去, 2010 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将是当前的 3倍。

6.森林退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全球性问题,在 1990 年~ 1995 年间大多数国家森林在退化,其中尤其以热带雨林为

甚。1997 年印度尼西亚和亚马逊河流域的森林大火已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人类在以往的活动中,由于农场、草地、居

住地或商业目的,致使一半的森林遭受了砍伐和破坏。

7. 全球水的需求量正在迅速增长,水资源的可获得性可能是 21 世纪最紧迫和最有争议的资源问题。世界上 1/ 3 的人

口面临中等乃至非常严重的用水压力,如果没有严厉的水保护措施及合理的协调计划,这一数目将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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