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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质谱技术在环境突发性事故应急监测中的应用, 通过分析化工仓库爆炸应急监测和水厂污染事故调查

监测两个实际案例, 指出质谱技术能提供准确的定性定量结果, 是环境突发性事故应急监测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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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松花江水环境污染、川东油气田硫化

氢泄漏、淮安液氯泄漏、非典疫情、禽流感疫情、含

二噁英奶粉、苏丹红添加剂等重大环境污染事

件
[ 1]
、食品污染事件和急性传染病事件接连发生,

引起的后果触目惊心, 增添了新的社会不安定因

素。环境突发性事故发生频次较高, 影响范围较

广,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如何在短时间内尽快取得

第一手资料,得到定性定量数据, 是广大环境工作

者和环境决策者最关心的问题。质谱技术因其非

常强大的定性定量功能,而在环境突发性事故中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应急监测强有力的手段

和工具。

1 应急监测中的质谱分析

1. 1 环境空气监测

环境空气监测以挥发性有机物分析为主
[ 2- 3]
。

选用美国 EPA TO - 15标准方法,采用苏码罐采集

气体样品,预先抽成真空。该方法的优点是气体样

品完全不与泵体接触, 有效避免了样品玷污,并且

可在事故现场灵活采样。可快速采集样品,也可在

进气口安装限流阀, 进行 8 h ~ 24 h的样品自动采

集。对不明污染物而言, 苏码罐是目前最有效的现

场采样方法。

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分析步骤为:①清洗采

样罐;②采样罐抽真空;③现场负压采样;④气相色

谱 /质谱分析,其质量控制措施包括 BFB仪器性能

检查、内标、五点校正曲线等。

1. 2 水样监测

水样监测以挥发性有机物分析为主
[ 4 - 5 ]
。采

集平行双样,一份供现场快速测定, 另一份尽快送

上一级实验室分析。采样器具应避免交叉污染,样

品采集后立即低温冷藏 ( 0 ~ 4 )。样品采用

美国 EPA 8260B气相色谱 /质谱法测定, 分析步骤

为:①将 25 mL水样放入吹扫捕集仪的吹扫瓶;②

以氮气为吹扫气,以 40mL /m in的流量吹扫 11m in

~ 12 m in, 挥发性组分被吸附管捕集; ③在解吸过

程中,吸附管于 180 热解吸 4 m in, 吹扫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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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L /m in的流量将其吹入气相色谱 /质谱仪中;

④气相色谱 /质谱分析。气相色谱 /质谱分析的质

量控制措施包括 BFB仪器性能检查、内标、五点校

正曲线等。水中挥发性有机物分析步骤见图 1。

图 1 水中挥发性有机物分析步骤

2 实例分析

通过实际案例,探讨在环境突发性事故应急监

测过程中有关点位布设、现场采样、分析方法和仪

器操作条件选择等技术问题, 以拓展思路,举一反

三,做到应对及时、监测准确、决策科学。两个实际

案例, 一个是已知污染企业, 需要通过监测定性定

量污染物,确定污染范围; 另一个是已知污染物,需

要根据特定污染物找出污染源,质谱技术的定性定

量作用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2. 1 化工仓库爆炸的应急监测

2. 1. 1 制定监测方案

接到化工仓库爆炸火灾的险情报告, 环保部门

启动应急预案,从数据库中了解到化工仓库主要存

放了卤代烃、氯乙烯、苯、甲苯、丙烯腈、丙酮、氰化

物等化工原料, 除剧毒的氰化物外, 其余都是可燃

性液体,化学反应速度极快,会爆炸引起火灾, 还散

发出有毒卤代烃,同时氰化物有可能泄漏于救火用

水中, 给周围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危及人类的生命

安全。应急监测小组迅速做好采样前的组织准备

和器材准备,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经现场勘查初步

确定了事故造成影响的范围,在事故现场和下风向

设 5个大气采样点,见图 2。当时正刮强劲的东南

风, 1号点处于下风向 600m处, 2号点处于下风向

1 500 m处, 3号点处于下风向 3 000 m处, 4号点

处于 3号点侧面的外环线旁, 5号点处于 3号点侧

面田埂上。由于火势较大, 现场比较危险, 监测人

员无法接近事发点仓库旁河道, 只能在距离现场

2 km的桥和水闸旁, 于事故发生后的 1 h、3 h、6 h

共采样 3次。

图 2 化工仓库化学品爆炸火灾事故的采样与布点方案

2. 1. 2 结果与讨论

此次事故用环境质量标准判断其影响程度和

影响范围, 有机物分析采用美国 EPA标准方法,分

析结果见图 3。水样和气样中共检出 10种有机

物,与仓库贮藏的化工原料完全吻合, 但仓库中还

贮存大量丙酮和丙烯腈,均未在水和空气中检出,

可能是由于这两种化合物经高温燃烧已分解成二

氧化碳。对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2002), 检出物中 1, 2-二氯乙烷、二氯甲烷和三氯

乙烯等 3种有机物超标。

图 3 化工仓库化学品爆炸火灾事故的数据分析结果

2. 2 某水厂污染事故的调查监测

某江中游某水厂沉淀池出现白色油状沉淀物,

环保局有关部门调查时发现自来水有异味,因而对

水厂水源即江水、沉淀池水和水厂周围污染源作采

样调查。根据江水流动方向及各污染源与自来水

(下转第 1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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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的相对位置,共设 6个采样点, 见图 4,其中 F点

作为对照断面。对所有样品用气相色谱 /质谱法定

性鉴定,结果表明,水厂沉淀池水样、江水样和毛条

厂水样的总离子色谱图形状相似,用标准图谱对主

要峰检索,定性结果为二甲苯、二乙烯、甲苯和萘;

而毛纺厂等其他工厂废水中的有机物无论种类还

是数量都比毛条厂少,经进一步调查确定事故的直

接原因是毛条厂废水治理设备出现故障未维修,废

水直接排入江中所致。

图 4 某水厂污染事故采样布点示意

3 结论

在环境突发性事故应急监测中, 采样布点的完

整性和代表性非常重要,是处置事故成败的关键。

对于一些特大的污染事故, 污染物质成分复杂,污

染范围广, 影响时间长, 需全面监测分析。质谱技

术能对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生物、食

品、土壤等的污染情况提供准确的定性定量结果,

在环境突发性事故的监测分析中具有特别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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