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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空气自动监测与连续监测的相关性,对保

证监测数据的连续性、可比性和正确判断环境空气

质量的变化规律有重要的作用。对比实验空气的

自动监测系统和连续监测系统,两者的监测值存在

一定差异。

1 实验

1 1 分析方法

SO2、NO2、PM10的自动监测方法和连续监测方

法见表 1。

表 1 SO2、NO2、PM10的自动监测方法和连续监测方法

项目 自动监测 连续监测

SO2 ISO/ CD 10498紫外- 荧光法 GB/ T 15262- 94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NO2 ISO 7996化学发光法 GB/T 15435- 95 Salt zman法

PM 10 射线法 GB 6921- 86重量法

1 2 主要仪器

自动监测仪(采样系统为加热式) : XH 2000A

型SO2 自动监测仪; XH 2000B型 NOx 自动监测仪;

XH 2000D型PM10自动监测仪; PM10切割器。

连续监测仪: SO2、NOx 用HZL- 24型恒温恒流

大气采样仪(采样总管为不锈钢普通式集气管) ;

PM10用 TH- 150C 中流量采样器; TH- PM10100型

切割器。

1 3 监测点设置

监测点位于 3楼楼顶, 高度 12 m, 周围环境开

阔,无高大建筑物。两采样仪采样口水平距离为

6 m, 采样高度相差0 5 m (距基础地面高度均在

2 5m以上)。除 PM10外,气体均通过总集气管,再

通过采样管进入分析仪器。

1 4 实验内容

( 1)用自动监测和连续监测两种方法同步监测

同一监测点位空气中的 SO2、NO2、和 PM10。

( 2)为研究采样管材对 SO2 吸附的影响,对连

续监测使用的采样管(从集气管到吸收瓶)和自动

监测使用的采样管(从集气管到吸收瓶)进行对比

实验。1
#
表示连续监测使用的采样管; 2

#
、3

#
为自

动监测使用的采样管。

1 5 质量保证

实验用仪器均按照省有关技术规定进行流量、

零点、跨度校准。

2 结果

两种监测方法的对比实验结果见表 2,用不同

采样管采集 SO2 的测定结果见表 3。

由表 2看出,自动监测的SO2、NO2 测定值比连

续监测测定值偏高,而 PM10测定值却偏低。

比较两种监测方法测定 SO2、NO2 和 PM10的相

对偏差,其中NO2偏差最小,平均为- 13 5%; SO2 偏

差最大,平均为- 68 7% ;PM10的偏差平均为16 8%。

表3结果表明, 采样方法相同, 但采样管不同

的 SO2 测定值之间的相对偏差平均值为- 28 1% ;

而采样方法不同,但采样管相同的 SO2测定值之间

的相对偏差为- 23 3%。

3 结论

综上分析,用自动监测方法与连续监测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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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PM10测定, 无显著性影响, 而对 SO2 测定, 则影 响较大。

表 2 两种监测方法的对比实验结果 mg/ m
3

日期
SO 2

连续值 自动值 相对偏差/ %

NO 2

连续值 自动值 相对偏差/ %

PM10

连续值 自动值 相对偏差/ %

7月 11日 0 078 0 168 - 36 6 0 039 0 044 - 6 0 0 353 0 253 16 5

7月 12日 0 043 0 143 - 53 8 0 032 0 041 - 12 3 0 363 0 267 15 2

7月 15日 0 032 0 152 - 65 2 0 024 0 019 11 6 0 174 0 098 27 9

7月 16日 0 035 0 126 - 56 5 0 014 0 016 - 6 7 0 236 0 124 31 1

7月 17日 0 008 0 045 - 69 8 0 020 0 021 - 2 4 0 150 0 074 33 9

7月 18日 0 009 0 045 - 66 7 0 019 0 025 - 13 6 0 181 0 130 16 4

7月 19日 0 008 0 092 - 84 0 0 015 0 019 - 11 8 0 171 0 129 14 0

7月 20日 0 014 0 105 - 76 5 0 013 0 024 - 29 7 0 180 0 132 15 4

7月 21日 0 005 0 064 - 85 5 0 046 0 047 - 1 1

7月 22日 0 008 0 061 - 76 8 0 016 0 027 - 25 6 0 256 0 170 20 2

7月 23日 0 005 0 022 - 62 5 0 013 0 027 - 35 0 0 158 0 186 8 1

7月 24日 0 002 0 064 - 93 9 0 031 0 040 - 12 7 0 287 0 229 11 2

7月 26日 0 019 0 092 - 65 8 0 021 0 039 - 30 0 0 155 0 101 21 1

平均值 0 020 0 091 - 68 7 0 023 0 030 - 13 5 0 222 0 158 19 2

标准偏差 0 022 0 046 0 106 0 107 0 077 0 063

表 3 用不同采样管采集 SO2 的测定结果 mg/m
3

日期
连续监测

1# 2#

自动监测

3#

相对偏差/ %

1# 和 2# 1# 和 3# 2# 和 3#

1月 17日 0 122 0 390 0 592 - 52 3 - 65 8 - 20 6

1月 18日 0 115 0 333 0 489 - 48 7 - 61 9 - 18 9

1月 20日 0 114 0 164 0 231 - 17 9 - 33 9 - 16 9

1月 21日 0 198 0 309 0 343 - 21 9 - 26 8 - 5 2

1月 24日 0 101 0 115 0 450 - 6 5 - 63 3 - 59 3

1月 25日 0 178 0 310 0 375 - 27 0 - 35 6 - 9 5

1月 26日 0 155 0 250 0 518 - 23 4 - 53 9 - 34 9

1月 28日 0 149 0 258 0 395 - 26 8 - 45 2 - 20 9

平均值 0 142 0 266 0 424 - 28 1 - 48 3 - 23 3

3. 1 连续监测的采样管对 SO2 测定的影响

( 1)连续监测的采样管对 SO2 吸附较大,直接

导致连续监测值的偏低。

( 2)连续监测仪及采样系统存在设计缺陷,如

样气进入仪器内的吸收液之前,要经过较多向上弯

曲部分,而此部分气路在仪器内易受到单一制冷,

或者采样系统未加热等影响, 导致了采样时空气中

的水蒸气冷凝对 SO2 吸附。

3. 2 连续监测的吸收效率对 NO2 的影响

Saltzman系数的测定条件与采样条件不尽相

同,由此存在监测误差。在自动监测中, 虽然 NO
*
2

返回基态反应为主要反应,但高浓度的 O3 对 NO
*
2

反应有影响, 从而导致测定结果偏低。

3. 3 自动监测对 PM10测定的影响

( 1)仪器设计和标准定值缺乏一致性, 校准膜

存在设计缺陷,在日常校准中,由于时间间隔较长,

产生的误差会较大,尤其是校准膜的平整性不能较

长时间保持, 影响校准的效果。

( 2)空气中的水蒸气对 射线有吸收, 尽管采

样时采取了加热装置,但滤膜仍会吸附一定空气中

的水蒸气, 特别是在空气湿度大的季节及大雾天

气, 吸附将导致测定结果偏高。

( 3)采样管壁的吸附, 自动监测仪从切割头到

滤带之间是由约 2m长的管路垂直相连, 若此段管

路存在吸附干扰, 将导致测定值偏低,而连续监测

却较好的避免了这一点。

( 4) 射线分析法存在的致命缺陷, 即对空气

中的含 放射源的气溶胶干扰无法消除, 这会使测

定值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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