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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述了目前比对监测工作依据以及比对监测现状% 指出了比对工作常见问题"如共性问题!颗粒物比对监测!二氧
化硫比对监测!流速比对监测!合理选择比对方法等%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监测人员应对各种参比监测方法熟练掌
握"了解各个企业的'([Z系统原理!方法和工况"在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的前提下提高比对工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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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Z在线比对监测现状
按照国家总量减排体系建设的要求"国控企业

的废气排放终端都需要安装废气连续排放在线监
测装置'简称'([Z 装置("要求对废气排放情况
进行实时监控% 各级环境监测部门应按照.固定
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G?b

V6/#"$$6(对'([Z装置进行参比比对监测% 该
规范规定了'([Z中的颗粒物!气态污染物'主要
为ZX

"

!&X

h

(!X

"

!废气流速!烟温在验收和例行监
测中需要进行参比比对监测"并以参比方法结果作
为验证在线自动监测数据的依据%

由于国控污染源数量多!行业杂!工艺广!排口
情况复杂"再加上监测人员自身经验浅!业务生等
综合因素的影响导致比对监测工作时常无法按时
完成"甚至由于监测时的疏忽导致比对不合格的情
况时有发生%

镇江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从"$$5年开始对国控
污染源企业进行'([Z 比对监测"通过#$ 年的
'([Z比对监测工作"发现了比对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也发现了一些解

决办法"总的来说问题主要集中在颗粒物!ZX

"

和
流速的比对监测中%

现探讨了在比对监测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避
免其他监测部门在比对监测中相同问题再次发生"

促进比对监测工作更好完成%

"!比对工作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U#!共性问题

'([Z与参比方法比对监测位置差距大是每
个项目都有的共性问题"按照规范要求"参比监测
位置应尽量靠近'([Z 安装位置% 但在实际监测
工作中"由于'([Z装置都是后期安装"安装时并
未考虑比对监测的要求"造成比对监测位置相距较
远"给比对结果的一致性带来较大影响"尤其是影
响颗粒物和流速的比对一致性% 对于这种情况必
须联合环境主管部门"要求企业对参比方法或
'([Z安装位置限期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整改"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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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比对监测一致性的基础条件"只有排除位置
差异带来的影响"'([Z比对工作才有意义)# 7-*

%

"U"!颗粒物比对监测
给颗粒物比对监测一致性带来影响的主要是

方法差异问题"参比方法主要采用重量法&按等速
原则从烟道中抽取一定体积的含颗粒物的烟气"通
过已知重量的滤筒"颗粒物被捕集"根据滤筒在采
样前后的重量差和采样体积"计算颗粒物浓度"属
于直接法% '([Z 装置主要采用光散法或透光度
法&利用光强与颗粒物浓度的比例关系计算出颗粒
物浓度"属于间接法"该种方法较容易受烟道中颗
粒物浓度和液滴的影响"光路需要经常清洁"否则
会给分析带来较大的偏差% 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往
往不如采样重量法的参比监测% 面对上述困难"可
建议'([Z中的颗粒物装置采用

*

射线法或震荡
天平法)/*

"这"种方法都能较为直接地测量烟气中
颗粒物浓度"准确度较高% 但缺点是价格昂贵"系
统较为复杂%

"U%!ZX

"

比对监测
表# 所列数据为镇江市某化工厂内发电厂的

'([Z监测数据"该企业采用水膜除尘和氨法湿式
脱硫技术"监测时生产负荷为66d c6\d% 该企
业ZX

"

'([Z装置采用的是非色散红外吸收法%

表#!某企业'([Z数据
序号 !

' ZX

"

( b'QD-Q

7%

( 含湿量bd 烟温be

# 2\ /U/ #$%

" 26 6U% #$"

% 22 2U- #$#

- 2- #$U" #$"

/ 2/ #"U# #$#

!!'#( 湿度的影响&目前ZX

"

的参比方法主要为
定电位电解法% 该方法受湿度影响较大"主要原因
有两个方面&第一"被测气体中的水分容易在渗透
膜表面凝结"影响透气性% 第二"由于ZX

"

易溶于
水"高温高湿的烟气会在相对较冷的金属采样枪上
及管路中形成冷凝水"溶解进入分析仪器的ZX

"

"

影响监测结果% 参比方法测量值见表"%

表"!某电厂ZX

"

'([Z比对监测结果
项目 烟温be 湿度bd !

' ZX

"

( b'QD-Q

7%

(

工况# #$/ / \#

工况" #$% 6 65

续表
项目 烟温be 湿度bd !

' ZX

"

( b'QD-Q

7%

(

工况% #$" 2 /%

工况- #$- #$ %"

工况/ #$% #" #\

!!比对监测时"控制出口烟温基本不变的情况
下"通过调整除尘和脱硫处理设施前端含湿量改变
出口处的含湿量%

由表" 可见"ZX

"

参比方法测量随湿度的上
升"测量值显著下降% 另外" k-$ e的烟气如果直
接进入采样装置"有可能会给电解池的密封性带来
影响"给检测造成误差)5*

%

因此在比对高湿高温烟气时"参比监测必须采
用烟气预处理装置对高湿高温烟气进行降温除湿
处理"确保进入采样装置的烟气是l- e的干烟
气"同时将采样枪加热至#$$ e以上"防止高湿烟
气在采样枪上形成冷凝水"溶解ZX

"

%

由于'([Z装置中的ZX

"

监测仪有伴热装置"

并且采用的是受湿度影响较小的非分散红外法"因
此表#中的'([Z的ZX

"

在线值受湿度影响较小"

相对参比监测的结果较为准确%

'"( 'X的影响&由于'X的还原作用"在使用
电化学法测量ZX

"

时"高浓度的'X会对测量结果
产生比较严重的正影响% 表% 为在某钢铁厂出口
处所做的'X对ZX

"

的干扰实验)6*

%

表%!某钢铁厂排口'X与ZX

"

监测值 QDbQ

%

仪器
!

''X(

!

' ZX

"

( 方法原理

崂应%$#"G " 5/6 "2\ 电化学法不带
'X矫正

德图%-$型 " 5-/ #66 电化学法自带
'X矫正

武汉天虹
红外分析仪

" 526 #%- 非分散红外法

'([Z

" 56% #%# 紫外荧光法

!!由表%可见"参比监测使用电化学法测量ZX

"

时"高浓度的'X会对结果产生严重正干扰"即使
带有'X的矫正"仍然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而采用
光学法则可以减少测量误差% 因此在对含有高浓
度'X废气进行'([Z比对监测时"参比监测应优
先采用光学法测量ZX

"

的监测仪% 而'([Z 系统
大都采用光学法监测ZX

"

"因此结果相对准确%

目前在环境现场监测领域"国家规定可以使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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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工监测方法有定电位电解法!非色散红外吸收
法!碘量法等% 其中由于原理简单!结构轻便!价格
合理使得定电位电解法使用得最为广泛% 非色散
红外吸收法和碘量法虽然受干扰因素较少"结果较
为准确"但由于操作不便"前期准备工作较长"造价
较高"因此不常用于现场监测中% 但如果现场比对
条件不允许使用定电位电解法"依然要用非色散红
外吸收法!碘量法作为参比方法进行监测%

"U-!流速比对监测
流速比对结果主要受位置因素和方法因素的

影响% 由于气流状态受烟道内流场因素很大"因此
无论是参比监测还是'([Z监测"流速监测点位都
应设在气体能够平稳流动的烟道段"流速k/ QbJ"

必须远离弯道!变径!阀门等处"以减少上述部件产
生的涡流影响% 同时参比方法和'([Z 的监测点
位应该尽量靠近%

目前无论是参比监测还是'([Z监测"常用的
测流速的方法都为皮托管法% 虽然方法相同"但由
于受温度!湿气!灰分!涡流和震动的影响"流速比
对结果的一致性也往往比较差% '([Z 测流速时
必须保证皮托管正对气流方向"须防止烟道震动给
皮托管的方向带来影响"并且保持测孔清洁无堵
塞"需要用高压反吹定期反吹皮托管)2*

% 上述要
求如果有一条不能满足"就会极大影响'([Z流速
的测量值%

实际比对测量时"'([Z皮托管的位置在烟道
内"其方向和清洁情况往往是不能观察到的"这就
给流速比对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因此建议存在
震动较大!高尘!高湿烟气情况的单位在选择
'([Z流速系统时尽量选择超声波法% 原理是在
流体中设置"个超声波传感器"能够发射和接受超
声波"分别安装在烟道的上下游"通过超声波在流
体中传播的时间差来计算烟气流速"这种方法不仅
能够避免上述问题"而且能够测量低流速气体"理
论上可测量低至$U$% QbJ的气流速度% 参比方法
由于测量时间短"可随时观察和选择合适的监测位
置"因此对于流速监测的结果准确度较高%

"U/!合理选择比对方法
比对方法包括了参比方法和'([Z方法"在满

足比对位置接近的条件下"选择合适的比对方法"

保证参比方法和'([Z方法原理相近"对于保证比
对的准确性显得尤其重要"表-为国家相关规范规
定的参比方法和'([Z方法%

表-!在线比对监测方法
!项目 参比方法 '([Z方法
颗粒物 重量法 不透明法!后向散射法!

*

射线法
ZX

"

定电位电解法!非色散
红外吸收法!碘量法

红外线吸收法!紫外线吸
收法!紫外荧光法!定电位
电解法

流速 皮托管法 皮托管法!超声波法!热传
感法

!!由表- 可见"颗粒物比对监测中参比方法和
'([Z方法差距比较大"参比方法使用的是比较经
典的重量法"而'([Z方法主要是基于光学法"两
者即使在同一位置监测但由于方法原理不同"仍然
可能造成比对的差异% 而本文前面介绍的震荡天
平法原理与参比方法相似"目前在国内已经运用到
了环境空气中颗粒物的自动监测中"相信不久便会
应用到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中%

ZX

"

比对监测可选择的方法较多"应根据现场
工况条件尽量选择相同的方法进行比对"如受条件
所限必须使用定电位电解法"也应该加装前处理装
置"确保比对的科学性% 流速比对监测中"皮托管
法作为经典方法广泛地应用于参比方法和'([Z

方法中"不过由于'([Z 方法中的皮托管容易堵
塞"难于维护"建议高湿高尘的条件下采用其他方
法% 同时流速比对一定要选择好比对地点"不仅比
对位置要接近"更要远离涡流区"才能保证流速比
对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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