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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了玻璃、聚乙烯、聚四氟乙烯等不同材质容器溶出氯离子对环境空气中氯化氢测定的影响, 指出测定结果

偏高的原因在于采用玻璃气泡吸收管,分析了玻璃材质溶出氯离子的原因,建议采用特制的聚四氟乙烯或聚乙烯吸收管

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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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ference experimentsw ere perfo rmed in differentm aterial vesse ls such as g lass, po lyethy

lene, teflon to test d isso lved chlorine ion fo r determ inat ion of the hydrogen ch loride in amb ient a ir. The test

valves of a ir bubb le sampling vessel increased because g lass vesse l re leased chlorine ion. The spec ia lly made tef

lon or po lyethy lene vessels w ere applied for a ir hydrogen chloride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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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离子色谱法
[ 1]
监测环境空气中氯化氢

时,会出现测定结果偏高的现象。在无人类活动干

扰的风景区设置背景点采样,并对同一样品分别采

用离子色谱法和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 1]
同步测

定,结果仍然偏高。这种现象的存在会影响大气环

境质量评价的准确性
[ 2]
, 因而有必要查明原因, 排

除干扰。今采用离子色谱法
[ 3- 8]

,在多次实验室空

白和现场空白试验的基础上,研究了玻璃、聚乙烯、

聚四氟乙烯等不同材质容器溶出氯离子对测定的

影响, 结果表明, 环境空气中氯化氢测定值偏高的

原因在于采用玻璃气泡吸收管,由于玻璃材质在溶

液浸泡过程中会溶出氯离子,干扰了测定结果。

1 试验

1. 1 主要仪器与试剂

美国戴安 ICS- 90型离子色谱仪; AMMS 4

- mm抑制器; AS9- HC 4mm ! 250 mm离子色谱

柱; DS5型检测稳定器; 50 mL大型玻璃气泡吸收

管; 100mL聚四氟乙烯烧杯; 500 mL聚乙烯洗瓶。

氯化钠、碳酸钠均为优级纯; 试验用水为脱气

去离子水,电导率 < 100 S /m, 空白检验合格。所

有试验均在温度 ( 25 ∀ 1) # 、湿度 ( 42 ∀ 1)%条件

下进行。

1. 2 样品采集与测定

环境空气经 0. 3 m微孔滤膜阻留颗粒物后,

通过 0. 009mmol /L碳酸钠吸收液, 氯化氢气体被

吸收富集, 制备成样品溶液, 用离子色谱法测定

(仪器检出限为 0. 02mg /L)。

1. 3 对比试验

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选用玻璃、聚乙烯、聚四

氟乙烯等不同材料制成的容器,对比溶出的氯离子

浓度。第一天标准曲线与样品同步测定,之后每天

对标准曲线校准后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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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 1 标准曲线

将 10. 0 mg /L 氯化钠标准使用液配制成

0. 40mg /L、1. 00 mg /L、1. 50 mg /L、2. 00 mg /L、

5. 00mg /L氯离子标准溶液系列, 用离子色谱法测

定,以质量浓度为横坐标, 响应电导为纵坐标, 绘制

标准曲线, 回归方程为 Y = 0. 347X + 0. 016 7, r

= 0. 999 9。

2. 2 对比试验结果

在两个玻璃气泡吸收管、一个聚四氟乙烯烧杯和

一个聚乙烯洗瓶中分别加入 25mL 0. 009mmo l/L碳

酸钠吸收液, 在室温 ( 25 ∀ 1) # 下连续静置浸泡,

并在不同时段测定,每次取样体积 10 L, 结果见

表 1。

表 1 对比试验结果

采样管类型

浸泡 0 h 浸泡 24 h 浸泡 48 h 浸泡 72 h

电导

G / S

测定值

/ ( m g∃ L- 1 )

电导

G / S

测定值

/ (m g∃ L- 1 )

电导

G / S

测定值

/ ( mg∃ L- 1 )

电导

G / S

测定值

/ ( m g∃ L- 1 )

玻璃气泡吸收管 A 0. 037 2 0. 155 0. 047 3 0. 185 0. 068 4 0. 245

玻璃气泡吸收管 B 0. 054 0 0. 204 0. 055 2 0. 207 0. 176 6 0. 558

聚四氟乙烯烧杯

聚乙烯洗瓶

由表 1可见, 吸收液在玻璃气泡吸收管中浸泡

时间越长,检测出的氯离子质量浓度越高;在聚四

氟乙烯烧杯和聚乙烯洗瓶中均未检出氯离子; 不同

的玻璃气泡吸收管检出的氯离子质量浓度各不相

同。由此可见,玻璃材质的吸收管在采样时已给样

品溶液带来污染,造成环境空气中氯化氢测定结果

偏高。

2 3 原因分析

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有纯碱、石英砂、硼砂等,

其中纯碱多由食盐制取
[ 9]

, 所以不纯的玻璃中含

氯离子。在玻璃容器制造过程中,需在配合料中加

入澄清剂,常用的澄清剂有氯化物、氟化物、氧化铈

等,因而玻璃材质在吸收液浸泡下会溶出氯离子。

现场采样时,在吸收气体的搅动下, 溶出的氯离子

会更多,干扰也会更严重。

3 结论

监测环境空气中氯化氢时多采用玻璃气泡吸

收管, 吸收液为碳酸氢钠 -碳酸钠缓冲溶液或氢氧

化钠溶液,这两种溶液均呈碱性, 与玻璃长时间接

触,会造成大量氯离子析出,干扰测定结果。因此,

建议采用特制的聚四氟乙烯或聚乙烯吸收管代替

玻璃气泡吸收管,同时吸收液尽可能避免与玻璃接

触。目前市场上玻璃仪器材质各异, 在修订采样和

分析方法时,应充分考虑各地的市场现状, 保证方

法的适用性, 同时还应促进环保产品的开发与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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