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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自动监测系统(美国 API 公司)日常运行

中容易出现一些故障,并存在某些问题, 现提出一

些基本的解决方法供同行参考。

1 SO2 分析仪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100A型 SO2 分析仪是根据 SO2 分子接受紫

外线的能量后, 在衰变中产生荧光, 通过光电倍增

管将其放大转变为电信号, 它的强弱和 SO2 浓度

成正比。

( 1)流量偏低。这是经常出现的问题, 主要原

因是空气中的灰尘阻塞了管道和限流孔,只要定期

清洗管道和烧结过滤片就能得以解决; 另一个原因

是内置泵的泵膜受到灰尘的污染或者破损,需对泵

膜进行清洗或更换。

( 2)紫外灯读数偏低。紫外灯的转化效率决定

了仪器的性能, 100A型仪器具有自动报警功能,当

紫外灯读数低于 600 mV 时会在面板上出现

WARING,当低于 350 mV 时出现 XXXXX X, 造

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有:紫外灯的老化、灯的位置偏

移、灯的变压器损坏、紫外灯检测器老化或损坏、光

元件受到灰尘污染。解决的办法是移动紫外灯的

位置,如没有效果,可调节灯的供电电压,若这些办

法都不能奏效, 那只有更换紫外灯。

( 3)校标不稳定。在校标过程中, 实测值达不

到预期效果或忽高忽低,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有:

气路系统泄漏、紫外灯不稳定、管道被污染、高压电

源不正常、光电倍增管损坏、标准气体不稳定等。

遇到这样的问题只有逐个检查, 各个排除, 找出其

所在原因,对症下药。

( 4)该仪器还提供了自我诊断程序, 如电(光)

测试、模拟输出(步进)测试等,这些程序能够比较

好地检测系统的电源、前置缓冲放大器、V/ F 板、

CPU、光电倍增管以及模/数转换是否都处在良好

的运行状态, 从而排除故障。

2 NOX分析仪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NOX 分析仪是利用 NO和 O3 发生反应生成

激发态的 NO2, 它通过发射光子以释放能量回到

低能态, 光的强度和 NO浓度成正比。NO2 则是通

过钼炉转化器将 NO2 转化成 NO进行测定。

( 1)流量问题。因 200A 型仪器是采用外置

泵,功率明显比内置泵高, 故对一般管道和限流孔

积尘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但必须定期清洗管道。

( 2)测量的 NO2 值过低。由于 NO2 测定是通

过钼炉转化器转化成 NO 进行,故钼炉转化效率是

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往往因钼炉转化器效率偏低而

造成测试结果偏低。多气体质量流量校准仪提供

了 GPT(气相滴定) , 它先产生一定浓度的 NO, 经

过一段时间后, 进入 GPT 状态, 校准仪同时产生

O3,这时混合气体中的 NO 和 NO2 值是稳定的, 当

进入钼炉转化器后, 由于钼炉转化器未将 NO2 全

部转化成 NO, 致使测到的 NOX 值偏低, 这可根据

结果算出钼炉转化率。一般转化率必须维持在

96% ~ 102%之间, 否则需更换钼炉转化器。

( 3) O3 浓度过低出现报警, 造成这样的原因大

致有 3点: 潮湿的空气使 O3 发生器受到污染,只要

拆下来清洗、干燥就可解决; 电子线路出现问题, 需

要更换电子元件;变压器部分失效,则更换变压器。

( 4)该仪器提供了自我诊断程序,它能够较好地

检测系统的电(光)路、CPU、模数转换板以及电源各

部件的运行状态,从而排除故障。 (下转第 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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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衬管内有填充物时, 保留时间的改变与分流

量、分流率均有关。改变衬管也会引起压降变化,

导致保留时间的改变。

其次,柱箱温度不稳定也会使保留时间发生变

化。执行程序升温时, 柱箱壁或其他物质吸取热

量,降温后,当信号刚显示仪器达到稳定状态,可以

进样时,柱箱内温度并未稳定,炉壁还很热,温控系

统将通风口打开向外排热,这时进入柱箱的冷空气

使柱箱内温度骤变, 从而影响样品保留时间, 特别

是对出峰早的物质影响非常大。一般来说,当天进

的第一针样品与以后做的样品间的保留时间差异

较大。程序升温的初始温度越接近室温,所需的平

衡时间越长。任何程序升温程序,在进样之前,最

少需要 2 min 平衡时间。当初始柱温与室温之差

小于 25 ! 时, 每降低 5 ! , 需增加 1 min平衡时

间。运行温度高于环境温度且温差小于 10 ! 时,

必须有冷却补偿。不等柱箱温度完全稳定就进样

以缩短运行时间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再者, 进样技术不好也会导致保留时间改变。

在手动进样过程中, 操作者不可能使每次进样后至

按下开始键的时间差完全一致,而且保留时间会随

进样量的增加而变化, 进样量越大, 变化越显著。

对于拖尾色谱峰, 加大进样量可缩短保留时间, 而

对于一些前伸峰,其保留时间值会随进样量的加大

而增加。建议采用两段式进样方式,以提高手动进

样的可靠性。

另外,色谱柱过载不仅会改变保留时间, 而且

会改变峰形。过载物质浓度进一步增加时,其保留

时间缩短,峰形变宽,且不对称,产生前伸峰。当分

析物与色谱柱的固定相性质相似时,在涂层较薄的

情况下做低温分析,过载现象会加剧。在做样品中

的杂质分析时, 往往会过载, 对物质的保留时间造

成很大影响,建议减少进样量或者加大分流比, 亦

可采用涂层更厚的色谱柱在较高温度下分析。

4 结论

综上所述,加强仪器的维护保养, 可以避免由

操作失误、进样口和气路泄漏、柱流失等原因产生

的保留时间漂移。同时应注意色谱柱的使用温度,

定期更换脱氧装置。

本栏目责任编辑 聂明浩 姚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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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6页)

3 BAM- 1020 BETA射线颗粒物监测仪

BAM- 1020 BETA射线颗粒物监测仪是以玻

璃纤维滤带收集大气样品, 用 C14作为 射线放射

源进行照射,通过过滤带采样前、后的两次照射,射

线闪烁计数器产生的差值就可以获得大气含尘量。

一般情况下,该仪器不需要经常调零和校标, 且具

有完备的自检功能, 每采一个样品, 都要进行自动

校准。但在使用的过程中亦发现有意外的问题。

( 1)纸带边缘被撕破。可先对仪器测试, 输送

带辊、夹紧滚都正常,自检也很顺利, 但进入 TYPE

作纸带测试后, 纸带却处于松弛状态, 究其原因是

拉紧轴逆时针没有转动,怀疑是电机问题, 测试了

电机,结果正常。后来发现,原来控制电机转动是靠

两只继电器,一只控制逆时针转动,一只控制顺时针

转动,而控制逆时针转动的继电器坏了,更换后就一

切正常。这表明仪器在自检时没能对所有部件进行

测试,还需人工定期对仪器作必要的检查。

( 2)一段时间内监测结果一直处于一个很低水

平。根据经验, 空气中的 PM 10远远高于测量值,便

对仪器进行校准,亦没问题,最后发现采样管道的

接口漏气,把接口处重新封好就恢复了正常。

4 数据采集系统常见故障及处理

( 1)线路不通畅。一般通过简单的开关仪器就

可得到解决。工作中曾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心室

和监测子站的调制解调器都坏了,但当时没有意识

到这一点, 一直以为是数据采集器的问题, 后通过

RS- 232端口与手提电脑直联排除了数据采集器

的原因,最终确定是调制解调器的问题, 更换后正

常。解调器这类产品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平

时中心室的调制解调器最好关闭。必要时可采取

将 RS- 232通讯口与电脑直联方法进行诊断。

( 2)数据的不完整性。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

波特率的设定,在所有仪器中都要设置相同的波特

率。建议江苏省全省采用相同的传输速率,在江苏

省环境监测中心访问子站的数据时,往往因波特率

不同而造成采集数据不完整,实际中曾出现过这样

问题,后重新设置了波特率, 问题迎刃而解。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所遇到的问题远非这

些, 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地进行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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