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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水和废水中硫化物的方法进行了研究,试验了稳定时间、干扰物质、碱溶液浓度对测定

的影响,提出了最佳测定条件。该方法检测限为 01 04 mg / L ,相对标准差为 114% ,加标回收率在 911 6% ~ 10119%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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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Sulfure in Water and Wast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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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tection of sulfure by UV spectrophotometry in water and w aste water was discussed. On the tests of stable

t ime, interference, concentration of basic solution, condition of detect ion w as put forward. The detection limit was 0104 mg / L ,

r elat ive standard deviation was 114% , and the recovery was 911 6% ~ 10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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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和废水中硫化物的测定,目前一般采用碘量

法和对氨基二甲基苯胺光度法[ 1, 2]。这两个方法

存在着配制试剂种类多、操作繁琐等问题。现通过

硫化物在强碱性溶液中对紫外光某一波长[ 3]产生

的吸收与硫离子浓度在一定范围内遵守比尔定律,

提出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测定水和废水中的硫

化物。

1  试验

111  主要仪器与试剂

7550型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 800 mg / L 硫

化物标准储备液; 810 mg / L 硫化物标准溶液。

112  试验

取一定量的硫化物标准溶液或处理后的待测

样品于 10 mL 比色管中,加水至 5 mL,加 4 mol/ L

NaOH溶液 1 mL (用 015 mol/ L NaOH 溶液作为

吸收液,处理后的样品可直接测定) , 再加水至刻

度,用 1 cm 石英比色皿在波长 230 nm 处测定吸

光值。

2  结果与讨论
211  工作曲线的绘制

用刚标定的 S2- 标准储备液配成 810 mg/ L 标

准溶液, 分别吸取 0100 mL、1100 mL、2100 mL、

3100 mL、4100 mL、5100 mL 于 10 mL 比色管中,

按试验方法测定各溶液的吸光值,所得工作曲线的

回归方程为 y= 01165 5x + 01004, r= 01999 8, 表

明工作曲线线性关系良好。

212  稳定时间

用 116 mg/ L 的 S2- 溶液作试验, 发现测定的

吸光值在 1 h内基本没有变化。

213  干扰物质的影响

以 116 mg/ L S2- 作 试 验。 CO2-
3 小 于

80 mg/ L、Na2S2O3 小于 2 mg/ L、NaNO2 小于

2 mg/ L、Na2SO3 小于 4 mg / L 时,对吸光值没有太

大的影响。其他可能存在的干扰物质,用吹气法作

前处理则可以完全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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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NaOH 溶液浓度的影响

在116 mg/ L S2- 溶液中加入 0105 mol/ L 至

0150 mol/ L NaOH 溶液,发现 S
2-
溶液吸光值基本

没有变化, 但考虑到在实际样品进行前处理时,

NaOH 溶液的浓度对 H2S 的吸收率存在很大的影

响,因此, 选择 0150 mol/ L 作为测定溶液的浓度。

215  样品前处理条件
测定环境水样时,必须经吹气前处理。处理装

置同5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指南6[ 2]改进后的装

置。通入氮气使气泡刚好从串联吸收系统的最后

一个吸收液中连续冒出, 通气 40 min(室温 18 e )。

吹出的硫化氢气体用 NaOH 溶液 ( 015 mol/ L )

10 mL吸收。

216  加标回收试验
在3个地表水样中, 分别加 1610 Lg 和 3210 Lg

S2- ,所得回收率在 9116%~ 10119%之间。

217  精密度

以配制 1165 mg / L S
2-
标样进行 9次平行测

定,标准差为 01023。

218  检测限

以 01010吸光值对应的浓度作为方法检测限,

通过计算检测限为 0104 mg/ L。

219  实际样品测定

取某河流水样(样 1, 样 2,样 3)和某污染源水

样(样 4,样 5)经吹气处理后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实际样品测定结果 mg/ L

样 1 样 2 样 3 样 4* 样 5*

测定值
0124

0128

01 26

01 22

01 34

01 32

1172

1175

2190

2185

均值 0126 01 24 01 33 1174 2188

  * 样 4、样 5 用碘量法测定结果分别为 119 mg/ L 和

216 mg/ L,两种方法测定结果较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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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检验表明, t= 1113, t 01 01= 21763, t> t 0101,相

关达到极显著水平; 该结果表明, 表层土壤中铅含

量与蔬菜叶片中铅含量相关极其密切。

214  土壤中的铅含量与土壤深度的关系

各剖面不同深度土壤中铅含量的监测值见

表 4。

表 4  各剖面不同深度土壤中铅含量 mg/ kg

剖面
深   度  d/ cm

0~ 30 30~ 60 60~ 100

A

B

C

均值 3817 281 4 2816

标准差 418 31 4 318

均值 3719 281 3 2913

标准差 517 41 2 410

均值 3814 291 6 2817

标准差 513 21 6 314

由表 4可见,铅对土壤的污染在 0 cm~ 30 cm

处较重,深度大于 30 cm 铅含量变化不大, 表明土

壤中铅污染主要在表层。

3  结论与建议

311  结论
在交通干线两侧,大气中铅含量、土壤表层中

铅含量和蔬菜叶片中的铅含量相关关系显著,且随

大气中铅含量变化而变化。

在交通干线两侧 100 m范围内,大气中铅含量、

土壤中铅含量和蔬菜叶片中的铅含量均比较高,污

染较重,称/铅污染区0; 在交通干线两侧 100 m 以

外, 铅在大气、土壤表层、蔬菜叶片中的含量趋于稳

定, 称/相对清洁区0。

铅对表层土壤的污染在 0 cm~ 30 cm 处较重,

深度大于 30 cm铅含量变化不大,表明土壤中铅污

染主要在表层。

312  建议

建议交通干线两侧减少蔬菜的种植,加大树木

和花卉的种植, 同时大力提倡无铅化汽油的使用,

减少汽车尾气对大气、土壤等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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