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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过程, 由于石墨

管使用寿命有限,需要经常更换, 但安装时因为滑

动,不易将石墨管进样孔与石墨椎孔对准。以往是

用手动微量注射器的塑料尖嘴从椎孔插入管孔固

定才能装好,但塑料尖嘴会将管内壁, 尤其是平台

损坏。今改用一次性软木筷,截取与椎孔直径相当

的一段,将下端约 2 mm的周围削去, 留下直径刚

好可插入管孔内,再将整个上端切去 1 /3, 以便于

观察管和椎的状况。使用制作的工具安装,其好处

在于每次更换石墨管时,无需每次调节自动进样器

的进样位置。自制石墨管安装工具的具体尺寸见

图 1。

图 1� 自制石墨管安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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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可以看出,房间 A的甲苯、二甲苯、TVOC

浓度超过 GB /T 18883- 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的限值,超标倍数分别为 0. 75倍、0. 57倍和 0. 27

倍;房间 B的甲醛和苯超过标准限值,超标倍数分

别为 4. 4倍和 3. 1倍。利用计权型多因子环境质

量评价法对房间 A和房间 B的计算结果为 1. 12

和 2. 07,结果表明,房间 B的室内空气质量对人体

健康的不良影响要比房间 A的影响大。

4� 结论与建议
利用计权型多因子环境质量评价指数评价室

内空气质量是可行的,而且可以较好地解决现行单

因子评价方法存在的不足,为科学客观地评价室内

空气质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该评价方法在

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 1)目前的慢性毒性指数数据还无法完全覆

盖室内空气检测出的有毒有害污染物;

( 2)由于分析手段的制约, 部分总挥发性有机

物无法定性,因而也无法进行毒性评价, 但这些因

素都会给评价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差。因此,在今后

的工作中, 一方面要努力扩充慢性毒性指数数据库

和提高分析测试手段,另一方面要考虑修正目前的

计算公式, 使结果能够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实际情

况。此外, I指数的分级标准还比较笼统, 不够明

确,需要在进一步研究污染物质与人体健康相互关

系的基础上科学、细致地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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