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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采样监测环境空气中 SO2 和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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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自主研制的采样管开展环境空气中 SO2和 NO2的被动采样监测。结果表明,被动采样监测结果与自动监测

结果高度相关, 经回归方程修正后, 两者的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被动采样的采样和分析产生的误差得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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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allel airmonitoring samplings had been perfo rmed in the locations o f autom atic stat ions w ith

passive samplers and the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The tw o groups of detect ive data had been contras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 ed the data of passive sampler and the automat icmonitoring system had w e ll correla

t ion. The data of passive sampling d id not have sign ificant dev ia tions after the errorw as mod ified by regression e

qu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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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被动采样监测利用气体分子扩散的

原理进行样品收集,无需供电, 布点方便, 具有成本

低、简单易行等优点。被动采样监测不仅适用于大

区域环境质量调查,热点地区跟踪调查, 还可配合

空气自动站的常规监测
[ 1]

, 在西方发达国家被广

泛用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及调查研究
[ 2- 3]
。近年

来,我国也开展了环境空气被动采样的研究,但多

为利用国外产品进行监测和作环境空气质量调

查
[ 4- 8]
。现采用自主研制的被动采样管对环境空

气中的 SO2和 NO 2监测。

1 方法

1. 1 采样

根据不同的气态污染物,用微量加样枪在金属

网片上添加吸收剂。采样时气态污染物从固定管

长和内径的扩散管一端自由进入,由金属网片上的

吸收剂采集。被动采样管结构见图 1。

被动采样点设在代表天津市文化、工业、交通

等不同功能区, 与 14个自动监测站的自动监测系

图 1 被动采样管结构

统同步开展 SO2和 NO 2监测。根据天津市历史同

期 SO2和 NO2的空气质量浓度水平, 确定被动采

样时间为 15 d。2007年 1月 15日至 1月 30日为

第 1批次采样, 2007年 2月 1日至 2月 16日为第

2批次采样。采样前后, 采样管放置在 0! ~ 4!

冰箱内保存。

1. 2 样品分析

将被动扩散管的环帽和渗透膜取下,用清洗干

净的吸液管分别添加 4. 0 mL H2O2溶液和 4. 0mL

 43 

第 19卷 第 5期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07年 10月



去离子水到网片上,振荡 30 m in, 放置 1 h后用 DX

- 100型离子色谱仪对 SO2或 NO 2定量测定。 SO2

和 NO 2被动采样监测方法的最低检测质量浓度分

别为 3. 42 g /m
3
和 0. 31 g /m

3
。

1. 3 数据处理

自动监测系统是连续采样,结果为瞬时质量浓

度值。被动采样的监测结果为时段平均质量浓度

值。将相同地点被动采样监测值和自动监测站的

自动监测同时段质量浓度的平均值比较。

2 数据分析

2. 1 SO2数据分析

SO2被动采样监测与自动监测的结果见表 1。

被动采样监测和自动监测的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

为 11. 5%。

表 1 SO 2被动采样监测与自动监测的结果

编

号

(SO 2 )
∀

/ ( g m
- 3

)

(SO2 )
#

/ ( g m
- 3

)

相对误

差 /%

( SO2 )
∃

/ ( g m
- 3

)

修正后相对

误差 /%

1 181. 8 176. 4 3. 1 180. 1 2. 1

2 219. 6 204. 1 7. 6 207. 5 1. 7

3 121. 2 123. 4 - 1. 8 136. 1 10. 3

4 117. 5 153. 7 - 23. 6 133. 4 - 13. 2

5 133. 0 124. 8 6. 6 144. 6 15. 9

6 203. 5 193. 2 5. 3 195. 8 1. 4

7 147. 3 156. 9 - 6. 1 155. 0 - 1. 2

8 117. 6 135. 1 - 13. 0 133. 5 - 1. 2

9 112. 4 150. 9 - 25. 5 129. 7 - 14. 1

10 67. 2 90. 7 - 25. 9 96. 9 6. 8

11 163. 0 187. 6 - 13. 1 166. 4 - 11. 3

12 105. 4 123. 2 - 14. 4 124. 6 1. 1

13 92. 6 106. 6 - 13. 1 115. 3 8. 2

14 154. 8 152. 8 1. 3 160. 5 5. 0

∀ 被动采样; # 自动监测; ∃ 修正后被动采样。

对 SO2被动采样监测数据与 SO2自动监测数

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获得两者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0. 726 x + 48. 1,其相关系数 r为 0. 926。取置信

水平  = 0. 05进行检验, r高于临界值 r0. 05( 12) =

0. 532,表明两组数据高度相关,见图 2。

为了检验被动采样监测结果与自动采样监测

结果之间的差异,用 %成对观测值情形下两个均值

的比较 - t检验法&进行显著性检验,取置信水平  

= 0. 05, 获取临界值 t0. 025( 13) = 2. 160
[ 9]
。对被动采

样监测数据和自动监测数据配对进行 t检验,得到

图 2 SO 2被动采样监测与自动监测结果的相关性

t= 2. 209> t0. 025( 13) , 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用被动

采样监测结果与自动监测结果的回归方程对被动

采样监测数据进行误差修正。修正后 SO2的被动

采样监测数据与自动监测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降

低到 6. 7% ,取置信水平  = 0. 05对修正后的数据

进 t检验, 得到 t= 0. 001小于临界值 t0. 025( 13) , 经过

修正后的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结果表明,经修正

后两种方法监测结果的误差可以消除。

2. 2 NO2数据分析

被动采样监测和自动监测结果平均相对误差

为 11. 8%, 见表 2。

表 2 NO 2被动采样监测与自动监测的结果

编

号

(NO2 )
∀

/ ( g m
- 3

)

(NO2 )
#

/ ( g m
- 3

)

相对误

差 /%

(NO2 )
∃

/ ( g m
- 3

)

修正后相对

误差 /%

1 53. 9 55. 8 - 3. 4 59. 4 6. 5

2 66. 8 86. 8 - 23. 0 76. 9 - 11. 4

3 57. 6 51. 2 12. 5 64. 4 25. 8

4 67. 5 70. 9 - 4. 8 77. 8 9. 8

5 38. 3 48. 4 - 20. 9 38. 3 - 20. 8

6 48. 9 50. 2 - 2. 6 52. 7 4. 9

7 49. 4 54. 6 - 9. 5 53. 3 - 2. 3

8 53. 1 62. 6 - 15. 2 58. 3 - 6. 8

9 38. 9 37. 8 2. 9 39. 2 3. 6

10 57. 0 62. 3 - 8. 5 63. 6 2. 1%

11 64. 6 82. 2 - 21. 4 73. 9 - 10. 1

12 35. 5 29. 8 19. 1 34. 6 16. 0

13 40. 2 46. 4 - 13. 4 40. 9 - 11. 8

14 44. 8 41. 5 8. 0 47. 1 13. 6

∀ 被动采样; # 自动监测; ∃ 修正后被动采样。

用 %成对观测值情形下两个均值的比较 - t检

验法 &对 NO2被动采样监测结果与自动监测结果

进行显著性检验,得到 t= 2. 173> t0. 025 ( 13) , 表明两

者之间也有显著性差异。

同样, NO2的被动采样监测结果与自动监测结

果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1. 35 x - 13. 4, 其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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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r为 0. 905。 r高于临界值 r0. 05( 12 ) = 0. 532,表明

NO 2被动采样监测结果也与自动监测结果高度相

关,见图 3。

图 3 NO
2
被动采样监测与自动监测结果的相关性

利用两者监测数据的回归方程对被动采样监

测数据进行修正,修正后被动采样监测数据与自动

监测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降低到 10. 4%。同时,

取置信水平  = 0. 05对修正后数据进 t检验,得到

t= 0. 007小于临界值 t0. 025( 13) , 经过修正后 NO2的

被动采样监测结果与自动监测结果没有统计学意

义上的显著性差异。

3 结论

( 1)被动采样监测环境空气中 SO 2和 NO2质

量浓度时,由于现场采样以及实验室分析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将可能产生误差, 被动采样监测结果与

自动监测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

( 2)被动采样其结果与自动监测的结果有高

度相关性, SO2的相关系数为 0. 926, NO2的相关系

数为 0. 905。用被动采样监测结果与自动监测结

果的线性回归方程对被动采样结果进行修正,消除

误差后,两者的结果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差异。

( 3)建议用被动采样技术开展环境空气质量

调查时,同步开展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比对, 获取

相应的线性回归方程,以消除误差, 确保监测数据

真实、可靠。

[参考文献 ]

[ 1] 刘瑛, 陶秀君,王珍, 等.被动扩散技术在环境空气监测中的

应用 [ J] .黑龙江环境通报, 2006, 30 ( 1) : 18 20.

[ 2] KASPER - GIEBL A, KRENN S, PUXBAUM H. Laboratory

and fieldm easurem en ts of a b adge type passive samp ler for the

determ ination of am b ien t su lfur d iox ide concen trations [ J] . Fre

sen iu s J AnalC hem, 1999, 363: 73 76.

[ 3] DE S F, DOGEROGLU T, FINO A, et a.l Laboratory develop

m ent and f ield evaluat ion of a new diffus ive sam p ler to collect ni

trogen ox ides in the am b ien t a ir [ J ] . Anal B ioanal C hem,

2002, 373: 901 907.

[ 4] 陈建江.南京市空气质量时间变化规律及其成因 [ J] .环境监

测管理与技术, 2003, 15( 3) : 16 17.

[ 5] 李艳红.被动扩散技术的应用 [ J] .环境保护科学, 2001, 27

( 6) : 34 35.

[ 6] 吴光英,刘峰磊,邹强. %分析家 &被动采样器在区域空气质

量评估中的应用 [ J] .污染防治技术, 2006, 19 ( 4) : 67 68.

[ 7] 胥学鹏,李艳红. 应用被动扩散管采样监测室内空气中的

SO 2和 NO 2 [ J] .环境保护科学, 2003, ( 29) 2: 41 42.

[ 8] 张彩香,张兆年,赵新泽,等.被动采样在大气监测中的应用

[ J] .环境卫生工程, 2004, 12 ( 1) : 6 8.

[ 9] 何少华,文竹青,娄涛.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M ] . 北京: 国

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199.

(上接第 11页 )

m etabo lite 1- naph tho l in w ater sam ples by f luorescence spec

trophotom eter after an ion ic su rfactan t m icelle m ed iated ext rac

t ion w ith sod ium dodecy lsu lfate[ J] . E lsev ier, 2006, 67 ( 2 ) : 460

- 464.

[ 30 ] D AZ A N, S NCHEZ F G, GUERRERO M M L. M odu lated an

isotropy fluorescence for quan titat ive determ ination of carbaryl

and benom yl[ J] . Talan ta, 2003 ( 60) : 629- 634.

[ 31 ] S NCHEZ F G, D AZ A N, TORIJASM C. Select ive determ ina

t ion of carbaryl and ben omy l by fluorescen ce po larization [ J ] .

Analyt ica Ch im ica Acta, 2000 ( 414) : 25- 32.

[ 32 ] SOTO J J, GARC A A M, G M IZ L, et a.l Determ ination of aN

m ethylcarbam ate pest icide in env ironm en tal sam p les based on

the app lication of ph otod ecom position and p eroxyoxa late ch em i

lum in escen t detection[ J] . Analyt ica C h im icaA cta, 2004( 524 ) :

235- 240.

[ 33] MURILLO J A, MOL INA A A, L PEZ P F. Au tomat ic chem ilu

m inescence based determ inat ion of carb ary l in various types of

m atrices[ J] . Talanta, 2006( 68) : 586- 593.

[ 34] HUERTAS JF, GARC A A M, G M IZ L, et a.l Sen sitive deter

m ination of carbaryl in vegetal food and natu ral w aters by flow

in jection analys is based on the lum inol chem ilum inescence reac

tion[ J] . An alytica Ch im ica A cta, 2004( 524 ): 161- 166.

[ 35] TSOGAS G Z, GIOKAS D L, N IKOLAKOPOULOS P G, et a.l

D eterm in at ion of th e pest icide carbaryl and its photodegradat ion

k inet ics in naturalw aters by f low in jection d irect chem ilum in es

cence detection [ J ] . Analyt ica Ch im ica Acta, 2006 ( 573 -

574) : 354- 359.

[ 36] P!REZ T, LOZANO C M, TOM SV, et a.l Flow in jection chem

ilum inescence determ ination of carb ary lu sing phot olytic decom

posit ion and photogenerated tris ( 2, 2∋- bipyridy l) ruthen ium

( ( ) [ J] . Ana lytica C h im ica A cta, 2003( 476) : 141- 148.

本栏目责任编辑 姚朝英

 45 

第 19卷 第 5期 陈魁等. 被动采样监测环境空气中 SO 2和 NO 2 2007年 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