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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图多孔玻板吸收管



冲击式气体采样瓶实物图









标准活性炭管和硅胶管 







小型塑料采样夹 粉尘采样夹 铝合金采样夹





直型冷凝管



直型、蛇形冷凝管



球型冷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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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物质是大气污染物中数量最大、成分复杂、性质

多样、危害较大的一种，它本身可以是有毒物质，还可以

是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在大气中的运载体、催化剂或反应床。

在某些情况下，颗粒物质与所吸附的气态或蒸气态物质结

合，会产生比单个组分更大的协同毒性作用。所以，对颗

粒物质的研究是控制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内容。

•       大气中颗粒物质的检测项目有：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及粒度分布的测定、降尘量的测定、颗

粒中化学组分的测定。 



• 其中，颗粒物浓度的测定最常用的是重量法，原理是：使

一定体积的空气进入切割器，将大于某一粒径的微粒分离,

小于这一粒径的微粒随着气流经分离器的出口被阻留在已

恒重的滤膜上。根据采样前后滤膜的重量差及采样体积，

计算出颗粒物浓度，以mg/m3表示（m3指标准状况下）。 



• 大气中的含硫污染物主要有H2S、SO2、SO3、CS2、

H2SO4和各种硫酸盐。他们主要来源于煤和石油燃料的燃

烧、含硫矿石的冶炼、硫酸等化工产品生产排放的废气。

• 作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指标之一，二氧化硫在各种大气污染

物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因此，在硫氧化物的检测中常

常以二氧化硫为代表。

• 二氧化硫对人体健康、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等各方面的影响。 



• 测定二氧化硫的方法主要有四氯汞钾溶液吸收－盐酸副玫

瑰苯胺分光光度法（GB 8970-88）、甲醛缓冲溶液吸收

－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GB/T 15262-94）、钍

试剂分光光度法、紫外荧光法、电导法、库仑滴定法、火

焰光度法、定电位电解法（HJ/T57－2000）。

• 甲醛缓冲溶液－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测定二氧化硫

• 二氧化硫被甲醛缓冲溶液吸收后，生成稳定的羟甲基磺酸

加成化合物。在样品溶液中加入氢氧化钠使加成化合物分

解，释放出二氧化硫与副玫瑰苯胺、甲醛作用，生成紫红

色化合物，用分光光度计在577nm处测定。 



• 氮氧化物主要来源于石化燃料高温燃烧和硝酸、化肥等生

产排放的废气，以及汽车排气。

• 氮氧化物包括NO、NO2、N2O、N2O3、N2O4、

N2O5等，这些氧化物中占主要成分的是一氧化氮和二氧

化氮。

• 氮氧化物及其在空气中的反应产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 大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可分为化学法和仪器法两类。

• 化学法中最常用的是Saltzman法( GB/T 15435-95)、

酸性高锰酸钾溶液氧化法、三氧化铬-石英砂氧化法。其

中Saltzman法仅适于测二氧化氮的含量，酸性高锰酸钾

溶液氧化法和三氧化铬-石英砂氧化法可以检测大气中氮

氧化物总量。

• 仪器法有化学光化法和库仑原电池法等。



Saltzman法测定二氧化氮的基本原理

• 空气中的二氧化氮与吸收液中的对氨基苯磺酸进

行重氮化反应，再与N-（1-萘基）乙二胺盐酸盐

作用，生成粉红色的偶氮染料，于波长540～

545 nm之间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吸光度。 

































概　念

• 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s,TSP

• 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Dp） ：是指在低雷诺数的气流中与单位密

度球具有相同终末沉降速度的颗粒直径。也就是指在较平静的气流

中被测颗粒的直径相当于与其具有相同终末沉降速度的密度为1的
球形标准颗粒物的直径。

• 雷诺数：测量管内流体流量时往往必须了解其流动状态、流速分布

等。雷诺数就是表征流体流动特性的一个重要参数。流体流动时的

惯性力Fg和粘性力(内摩擦力)Fm之比称为雷诺数。用符号Re表示。

Re是一个无因次量。

• particulate matter, PM10

• Tenax-TA吸附剂：2,6二苯呋喃多孔聚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