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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照 H J/T2. 2- 199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要求,对大气环境质量状况调查中的 �大气质
量现状监测, 按污染源调查中的主要污染因子确

定,监测方法按国家环境保护局发布的标准方法进

行 �。但是, 在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大气污染物现状

监测时遇到一些问题:

( 1)特殊污染因子的采样技术和采样量。在

环境影响评价中, 不能满足 GB 3095- 1996�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 �和 TJ 36- 1979�工业企业设计卫

生标准 �对居住区大气有害物质最高允许浓度的
要求, 致使检出限过高,一旦检出就超标;

( 2)选择的采样和分析方法不合适, 所产生的

系统误差会导致无法准确地对大气环境质量评价。

现以氯化氢、硫酸雾、氟化物和铬酸雾为例进

行讨论,以保证在环境影响评价中, 对特殊污染因

子现状的评价结果准确、可信。

1� 氯化氢气体
GBZ 2- 200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 �规 定 氯化 氢 气 体的 最 高 允 许浓 度 为

7. 5mg /m
3
, GB 16297 - 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规定氯化氢气体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

100mg /m
3
, TJ 36- 197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规定 居住 区大 气中 最高 允许 浓度 一 次值

0. 05mg /m
3
,日平均值 0. 015mg /m

3
, 所以应根据

3种要求选定不同的采样量和采样时间。

由于环境空气中存在大量的总悬浮微粒, 此微

粒中含有一定量的含氯化合物,若直接用吸收液吸

收采样,势必增加氯化氢含量的监测值, 但在环境

空气中,气态氯化氢的含量较少, 故采样量的确定

应按监测要求设计。若采用离子色谱法测定, 方法

检出限为 0. 02 �g /mL,当用 10 mL吸收液,采气量

为 60 L时, 最低检出浓度为 0. 003 mg /m
3
, 此条件

可满足环境空气中氯化氢监测的要求。

若污染源废气中含有氯化氢气体、盐酸雾及氯

化物时,如果主要污染物是氯化氢, 可不考虑氯化

物。用离子色谱法测定时, 当采气量为 5 L, 吸收

液为 50 mL时, 方法的测定范围为 0. 2 mg /m
3
~

1 000mg /m
3
,此时可满足工作场所和有组织排放

最高允许浓度的要求 (为防止氯化氢、盐酸雾气体

在管路内冷凝, 需对采样管加热至 120 � )。

2� 硫酸雾气体

在 GBZ 2- 200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 �中,规定硫酸雾气体的时间加权平均允许浓

度为 1 mg /m
3
, GB 16297- 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规定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 45 mg /m
3
,而

TJ 36- 197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规定居住区
大气中最高允许浓度为一次 0. 30mg /m

3
, 日平均

0. 10 mg /m
3
,所以应根据不同的环境情况选用不

同的监测方法。

在环境空气的悬浮微粒中, 含有较多的硫酸

盐,同时还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硫, 故不能直接用吸

收液吸收后测定硫酸根, 以免引起硫酸雾的测定结

果偏高。�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推

荐用二乙胺分光光度法测定空气中的硫酸雾,方法

检出限为 2 �g /10 mL, 当采样体积为 2 000 L时,

其检出浓度可达 0. 001 mg /m
3
, 能满足环境空气中

硫酸雾的监测要求。

硫酸雾废气中含有三氧化硫、硫酸雾及少量硫

酸盐,由于硫酸雾是主要污染物, 故可不考虑硫酸

盐,用离子色谱法分析时,可用淋洗液作为洗脱液,

当采样体积 250 L时, 测定范围为 0. 1 mg /m
3
~

100mg /m
3
,同样可满足工作场所和有组织排放最

高允许浓度的要求。

�42�

第 17卷 � 第 5期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05年 10月



3� 氟化物气体

GBZ 2- 200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 �规定氟化氢的最高允许浓度 (以氟计 )为

2 mg /m
3
, GB 16297- 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氟化物 9. 0 mg /m
3
, GB

3095- 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规定城市氟化物

的浓度限值日平均值为 7 �g /m
3
, 1 h平均值

20 �g /m
3
,农业和林业区月平均值 3. 0 �g /m

3
,植

物生长季平均值 2. 0 �g /m
3
。

环境空气中的氟化物可分为尘态氟和气态氟

两种, 气态氟化氢和四氟化硅可被碱性溶液吸收,

尘态氟化物可阻留在采样膜上,或也被碱性溶液吸

收,故当分别测定尘态氟和气态氟时, 仅需增加一

层滤膜即可。若选用离子色谱法测定,方法检出限

是 0. 01 �g /mL,当用 10 mL吸收液,采气样 200 L

时,最低检出浓度为 0. 5 �g /m
3
。

废气中含有氟化氢气体及氟化物,若用 50 mL

吸收液, 采气样 25 L (采样时需将采样管加热至

140 � ), 用 离子 色谱 法测 定, 测 定范 围为

0. 1mg /m
3
~ 50 mg /m

3
。

4� 铬酸雾气体

GBZ 2- 200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 �对铬酸雾的规定是时间加权平均允许浓度 (以

铬计 ) 0. 05 mg /m
3
, 短时间接触允许浓度为

0. 15 mg /m
3
, GB 16297- 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0. 07mg /m
3
, T J 36- 79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居住区大气中最高允许

浓度六价铬一次为 0. 001 5mg /m
3
,由于对铬酸雾

的监测环境要求较高,故必须加大采样量以满足测

定要求。

环境空气中六价铬化合物主要呈气溶胶态, 可

将空气中铬的化合物采集于玻璃纤维滤膜上,用水

浸取其中的六价铬测定,由于六价铬为强氧化剂 (在

中性或微碱性时较难被还原性物质还原 ) ,采样后应

尽快分析。二苯碳酰二肼比色法为常用方法,方法

检出限 0. 3 �g /25mL,当采样 20m
3
,取 1/4滤膜测

定时,最低的检出浓度是 0. 000 1mg /m
3
。

污染源铬酸雾中含有硫酸雾, 一般用玻璃纤维

滤筒采样, 当采样体积 300 L时, 取 1 /10测定, 方

法测定范围是 0. 01mg /m
3
~ 0. 3 mg /m

3
。

用超细玻璃纤维滤膜采样时, 大流量采样器应

以 10 L /m in的速度采样 300 L, 再将滤筒放入

250mL烧杯中,加入 70 � 热水 100 mL, 用玻棒搅

碎滤筒,静止过滤, 滤液收集于 250 mL容量瓶中,

用水洗涤,冲至刻度,摇匀,吸取 25mL溶液用二苯

碳酰二肼比色法分析,以空白滤筒浸出液作为样品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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