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气自动站 ML 9850 SO2 监测仪的校标操作

李冰
1
,夏淮海

2
,谢伟

2

( 1.扬中市环境监测站,江苏 扬中 212200; 2. 镇江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江苏 镇江 212001)

中图分类号: X85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6 2009( 2007) 02- 0057- 01

收稿日期: 2005- 12- 27;修订日期: 2007- 01- 13

作者简介:李冰 ( 1966 ) ,女,江苏扬中人,工程师, 大学,从事

环境监测工作。

按照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大气自动站实施

细则 的要求,大气自动站仪器每星期必须进行 1

次校零校标,以保证大气监测数据的准确,为此扬

中市环境监测站多次对大气自动站仪器进行了校

零校标检测,在对 SO2监测仪校零校标过程中, 发

现了一些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法。

1 SO 2监测仪校零校标系统的问题

( 1)空气压缩机上限压强设置的过低或过高。

当上限压强设置过低时, 空气压缩机再次启动前,

会使下限压强更加低, 造成零气流量不足。例如,

当空气压缩机的上限压强设置为 5 10
5
Pa时

[ 1]
,

下限压强仅能达到 2. 5 10
5
Pa,使用精密流量计

实测, 为 3. 54 L /m in,而动态稀释校准器设置值为

3. 98 L /m in,从而造成稀释后的标气不准。当上限

压强设置得过高时,零气流量问题解决了,但压强

过高, 会造成压缩机负荷过重, 磨损大,易缩短压缩

机使用寿命。

( 2)零气发生器 (零气源 )的活性炭过少,内部

管路不清洁,造成零气不纯。

( 3)动态稀释校准器内部管路不清洁, 质量流

量传感器的内部管路堵塞,造成流量不准。

( 4)仪器内部的碳氢吸收 ( K ICKER)管不清洁

及辅助气的活性炭性能下降,造成碳氢干扰物无法

被吸收,并且影响仪器的测量背景。

2 解决方法

( 1)实验表明,空气压缩机的上限压强设置在

7 10
5
Pa 较为适宜, 能保证下限压强达到

4 10
5
Pa确保气体的流量。空气压缩机开启后,

应将零气发生器的减压调节阀关闭 (反时针旋

出 )
[ 2]
, 将储气罐底部排水口打开, 将水完全排空

后关闭,避免压缩空气中的水使零气发生器 (零气

源 )的活性炭受潮。要检查气水分离器中是否有

水,有则清空,然后观察空气压缩机达到上限压强

时是否自动停机, 如果不停,说明空气压缩机和零

气发生器漏气, 排除漏气后,才可以将零气发生器

的减压调节阀开启, 调节在 1. 8 10
5
Pa左右。

( 2)纯净零气的 SO2、NO、NO 2和 NOx 质量浓

度应 < 0. 001 mg /m
3
, 但由于标气通常需要稀释

200倍,如果零气的 SO2、NO、NO2和 NO x质量浓度

在 1mg /m
3
, 应根据公式推算标气浓度。目前使用

的零气发生器活性炭过少, 该站采用 5 kg活性炭

和 5 kg高锰酸钾球进行的校零实验效果良好。

( 3)动态稀释校准器内部管路每年要完全清

洗 1次,确保管路清洁。

( 4)仪器内部的碳氢吸收 ( K ICKER )管每年要

完全清洗 1次, 确保碳氢干扰物排出。

( 5)在标样考核前,必须对 SO2监测仪性能全

面检查,包括辅助气的活性炭、样气流率和紫外灯

参比电压等,要进行 5~ 6次背景测量,然后再对仪

器校零, 如果测量值达不到 0. 000 mg /m
3
~

0. 001 mg /m
3
,则要检查并排除。要对仪器进行多

点校标,检查截距、斜率和相对误差,以达到规定的

技术指标。

( 6)在考核标样时, 除按上述要求操作外, 必

须用国家总站的钢瓶标准气对仪器标定,才可进行

标样考核, 以减少不同厂家之间的标准气误差。

[参考文献 ]

[ 1] 王静 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的标准传递方法 [ J] 环境监测管

理与技术, 2004, 16 ( 2) : 39- 41

[ 2] 刘三长 空气自动监测异常数据的判断与处理 [ J] 环境监

测管理与技术, 2004, 16 ( 2) : 33

57

第 19卷 第 2期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07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