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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被动采样器的研制和应用

陈乐恬 俘玉芹 张宝珠 赵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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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叙 述了一 个灵敏
、

轻便的 波动式二氧化硫采 阵装置
,

将此装置与主动采样 方法 对

比用于大气中 ! 0 <含 量的测定
1

被动方法测得的 ! 0  梦度对 动方法测得的 ! 0 < 浓 度的相

关系数为。
1

� > 0 ? ≅

用五个相 同的被动采佯器在相同时间
、

相同地点测得 的! 0
 

浓度的 相

对标准偏羞为  
1

Α 肠
<

采样周期可长达一个月或一个月以上
1

关键词
<

被动采样装置
,

二氧化硫
,

分析
,

大气

大气化学研究和环境污染监测
,

往往要求知道远离排放源处的空气污染物浓度
1

这

一数值通常很低
,

这些地区又经常无 电力供应
,

因此急需一种灵敏
、

轻便无需动力的采

样装置
1

早在七十年代4ΒΧ Δ 62 和Ε Φ 7 7Γ 2 3 7 〔”就设计了测定水蒸汽和二氧化硫的 便 携

式采样器
,

分别用硅胶 :或浓硫酸= 和氯化汞作为吸收剂
,

他们将这种采样器用于车间

内测定Η Η Δ 数量级的二氧化硫
1

继之在同一实验室
〔 ,

又研制出用浸渍物作吸收 剂 的 二

氧化氮采样器 :用三 乙醇胺浸渍不锈钢丝网 =
,

并用在矿井中
1

但它只能用于低风速和

较短的采样周期
1

Ι69 Δ 〔” ’ ‘’用一不锈钢丝网放在采样器的开 口处作为挡风物
,

用 浸 渍

的滤纸 :亲水性的滤纸可吸收大量试剂 = 作为吸收剂可以使采样周期延长到 一 至 两 个

月
,

测量的灵敏度提高到Η Η 8 数量级
1

自从4ΒΧ Δ 62 设计出扩散管后
,

有各种各 样 的 采

样装置问世
〔‘一 ϑ > 1

我们仿制了 该类型装置
,

并已开始用于大气中! 0
<

的测定
,

得到 比 较

满意的结果
。

�
1

采样器的结构

采样器由三部份组成
,

见图�
1

� 上盖为内径 � ! ! ,

可选用低密度聚乙烯或聚 酷
、

门∀#∃∃%∀#∃&∃∃#曰日∋日#∃&#
聚四氟乙烯等惰性材料制成

(

在上盖 内表面附着一

直径�  ! ! 用 )∗+ ,− . 。

溶液浸渍过的 / 0 1 2! 1 3

)4 滤纸
,

此滤纸可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硫
。

5 中间

部分为一长64 ! !
、

外径 � ! ! 的圆环
,

可用聚丙

烯或聚醋
、

聚四氟 乙烯材料制成
(

此部分用作二氧

化硫的扩散通道
。

7 带孔的下盖
,

用与上盖相 同的

材料制成
,

但中间开一个�4 ! ! 直径的孔
,

在此盖

的内表面依次放入不锈钢丝网和聚四氟 乙烯微孔滤

膜
,

它们的直径均为 � ! !
。

可阻挡颗粒物进入采

样器
,

并可用作挡风物
,

以确保在采样器内部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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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化流袱功 平样器的研制和应用

流扩散而不是湍流
1

在野外使用时
, 一

朴锈钢丝网可以防止鸟类对聚四氟乙烯 滤 膜 的 破

坏
1

格个采样器存放在一个大约?0 Δ Χ的聚乙烯密封容器内
,

可以长时间保存和远距离传

送
。

 
1

采样原理和浓度计算

空气经采样器的通气孔 :不锈钢丝网和聚四氟乙烯微孔滤膜 = 扩散进入到采样器内

的扩散层
,

被测物质分子由高浓度 :采样 器外部= 向低浓度方向 :浸渍 滤 纸 表 面 = 扩

散
,

被测气体! 0
 

的环境浓度从 Ι ΓΚ Λ 定律导出
<

功
二 一 Μ

·

Ν , Ο Ν +

式中
,

功为! 0
 

的流通量 :即
一

单位时间
、 一

单位面积的净传偷量=
,

流通量功可从共
一计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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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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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
、

∗
。

云

算
≅ Μ 为 ! 0

 

在空气中的扩散系数
, Ν , Ο Ν +是浓度梯度

,

它与气体的流动方向相反
≅ Θ 是

捕获于浸渍滤纸
Ρ

Σ. ∋
Τ

的量 ≅ ∗是扩散层的截面积
≅ 云是采样器在空气中暴露的时间

1

所

以
,

采样器每一个截面上的浓度差为
<

么,
另

。

△+
·

Μ
3

∗
: � =

由于使用惰性材料
,

在采样过程中器壁无吸附反应发生
,

即气体通过所有截面的流通量

是相等的
,

人气中! 0
 

的浓度可用附加在所有截面上的全部浓度差来计 算
<

。 Ρ Υ Ο + & + Ι
,

+ 、
1

大Χ匹 、
卜

一

石万
一

又万蔽一万丁
下

瓜
宁 一刁 &

Ο
:  =

‘可 山采样结束后分析浸渍滤纸 的提取液求得
≅
扩散系数Μ 可由实验测定或用半经验公式

估算
1

己知! 0
 

的Μ 二 �
1

>  又 � 0 一 ‘
Δ

Τ

Ο2 : 。℃ = 〔‘“,

Μ 值与压力无关
,

温度每增加 � ℃
,

Μ

值增加千分之二
1

云为采样时间 :2 =
1

括号内前三项为与采样器的几何形状有关的数据
<

+ & 是中间圆环的长度 :�0 Δ Δ = ≅ + Ι是聚四氟乙烯微孔滤膜的厚度 :0
1

� ϑ! Δ Δ
,

本实验

选用( ΓΧ ΧΓΗ 3 9 6
产品 、 ≅ 无#

是不锈钢丝网的厚度 :。
1

�� Δ Δ = ≅ ∗ &是圆环的截面 积
≅ ∗ 4

是聚四氟乙烯微孔滤膜上所有孔的总面积
,

它的孔隙度是Α! Υ :孔 径为 �件Δ = ≅ ∗ #
是

不锈钢丝 网上所有孔总面积
,

它的孔隙度是�� Υ :丝的直径为。
1

0Α Δ Δ =
1

括号中第 四

项是与层 流边界层有关的数据
1

在采样器的外部有一个不流动的空气薄层
,

在这薄层中

气体是靠层流扩散到采样器内
。

与采样器的长度相 比
,

此边界层 的厚度不能忽略
,

它与

风速和周 围空气的扰动有关 :大约为 �一Τ Δ Δ =
〔‘“ 。

可 以用另一个只带有浸渍滤 纸
、

聚

四氟乙烯薄膜和不锈钢丝网而没有中间圆环的采样器做平行采样来实际测量
1

如果在这

个浸渍滤纸上被吸附的! 0
 

的量是 / ,

则 ! 0
 

的环境浓 度为
<

。 一

六:务
ς

会
ς

气黔= : > =

解方程式 :  =
,

: > = 可求得 , <

, Ω
Υ 1

+ &

卜 Μ
·

∗ &

/

/ 一 Υ
: ? =

然后从方程式 : > = 计算层流边界层的厚度
1

次 + + Ξ +的数据分别为 �
1

Ψ
,

�
1

� , 0
1

Α ,

的值设置为一定值
,

从式 :  = 看出

0
。

Ψ ,

我们从六月到十一月的实验中曾测量过六

一 > , > Δ Δ
,

平均值为 �
1

? Δ Δ
1

若将+ + Ξ +

此时括号内为一与采样器的儿何形状 有杀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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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每次实验只需分析出! 0
<

的净吸附量
、 :林Ζ=

,

即可求出环境浓度 ,1’1

>
1

滤纸的浸渍
、

采样和分析

一般的原则是用碱性浸渍液吸收酸性气体
,

用酸性浸渍液吸收碱性气体
1

[ Σ Β 5 Δ Β 7

? 0滤纸是纤维素膜
,

亲水
,

具有强的吸收能力
,

能保留大量溶剂
1

碳酸钾和碳酸钠 均可

用作吸收! 0
 

的浸渍试剂
,

但湿度低时因钾盐更易吸湿故选用钾盐
。

当相对湿 度在 >0 Υ

以下时
,

可加甘油改善吸收效率
。

北京的年平均相对湿度约为 !0 一Ψ0 Υ
,

故 我 们 只 用

∴
<
, ∋

<

作为浸溃液
。

浸渍之前将[ Σ Β5 Δ Β 7 ?0 滤纸用去离子水反复洗涤若 干 次
,

尽 快

在低温烘干 :约Α0 ℃ =
。

将洗净
、

烘干的滤纸放在采样器上盖的内表面
,

然后将圆环放

在盖上压住滤纸
,

送入真空干燥器中
,

用注射器将 ! 0川
, ? Υ ∴

Τ
, ∋

<

溶液加到滤纸上
,

盖紧干燥器抽滤
,

视容器大小每次可制备十几个到数十个采样器
。

待浸渍液被抽干后用

已准备好的下盖 :不锈钢丝网在外
,

聚四氟乙烯微孔滤膜在内= 扣住采样器迅速放入干

净的贮备容器 中
。

这样制备的浸溃膜
,

! 0
 

的含量在%∋ 7 Δ 3Χ ΟΧ 以下
,

接近滤纸的空 白
1

采样时将整个采样器用双面胶粘在一个遮雨的罩下
,

如类似于飞蝶式的塑料盘
。

不锈钢

丝网朝下
,

把此遮雨罩钉在一个木杆上固定
,

使采样器距地面 >一2Δ
1

待采样结束后将

其立即放入原来的贮存器中
,

同时记录下终止时间
、

地点
、

平均温度
、

湿度 等 有 关 数

据
,

直到分析之前不得打开贮备容器
。

二氧化硫在∴
<
, ∋

。

浸渍膜上以 ! 0 三
一

的形式被吸收
,

用 ! Δ Χ 0
1

0> Υ的 −
Τ

∋
Τ

提取液很

容易将其氧化成! 0
1  一 ,

用离子色谱法测定提取液中的! 0
1 ’一 ,

换算成! 0
 

即得到式 : =

中的‘

与此同时
,

用( ΦΧ ΓΛ 等
〔1 ;

提出的 −
,
∋

<

溶液吸收法 :下称主动方法 = 进行对比实 验
,

以验证这种被动采样器对 !0
<

的吸收效率
1

主动采样的具体实验方法如 下
<

用 约  !0 Δ Χ

的硬质玻璃吸收瓶
,

内装约Α0 Δ Χ 0
1

> Υ −
<
∋

<

吸收液
,

置于室内
1

进气 口处与一个 口向下

的聚乙烯漏斗相接
,

漏斗置于室外靠近被动采样器
。

漏斗口处按装一张[ Σ Β 5Δ Β 7 ?0 滤

纸以阻挡颗粒物 :在采样期间一般经一至两天更换一次滤纸 =
1

联接处均用硅橡胶管
1

用∴ Ξ Ο Ψ,型大气采样器 :青岛唠山电子 仪 器

实验所= 采集空气
,

流速为 %+ Ο Δ Γ7
1

因为 此

实验要与被动采样同时
、

同地进行
,

故要备有

 一> 台采样器
, �  Σ更换一次

,

连续收集空 气

样品
,

吸收液在采样过程中逐渐减少
,

但采样

结束时 :一般为ϑ Ν = 液面应高于进气导管下端

 ! Δ Δ
。

待采样终止将吸收液转移至 � 00 Δ Χ容

量瓶
,

用去离子水洗 吸收瓶二至三次
,

将洗液

一并转入容量瓶并定容
,

然后用离子色谱法测

定 ! 0
‘
卜

1

( ΦΧ ΓΛ 等的实验证明这种 方 法 对

! 0
<

的吸收效率几乎为 � 00 Υ
,

且 吸收溶液于室

温下在采样前后均可稳定一个月
。

?
1

结果和讨论

自� � �� 年 Ψ 月至 � �月在北京地区四个不同

�内日�已的国县娜称

主动切 ! ∀ # ∃ %

图 & 被动采样与主动采样的比较
∋( 

)

& ∗+ , , − ./ 0 1 + 2

3 / % 4.1 2 5 ” 夕 红− 0里尽 6

+ 0 7 + , 4/ 3 3 1 8 −

− “/ % 4.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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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化硫被动采样器的研制和应用

的采样点做 了 Γ
<

功
、

被动采样对照实验
≅
采样器放置时间对空自的影响实验

≅
采样器吸

附量实验和与Ι 6 9 Δ 采样器的对照实验
1

表 � 空 气中二 剩匕硫的浓度伽 Ζ Ο Δ ,

=

) Β 8 ]6 � , 3 7 6 6 7 5 9 Β 5 Γ3 7 3 ⊥ ! 0 < Γ7 Β Γ9 :产Ζ Ο Δ

起 止 日 期 被动采样测得浓度 主动采样测得浓度 备 注

�� � � , , , � �一 � � � � , Ψ ,  Ψ

<≅
 0

1

�

 日
。

�

∗ 靠近马路的居民区

� � � � , ϑ , � 0一 �� � � , ϑ , � ϑ

< <
Ξ 远离市区的某生态站

�� � � , � ,  一 �� � � , � , � , 较清洁的居民区

_
‘Ψ

·

”

]
‘Α

·

 

_

点一一一一样一∗一Ξ9:采一
一工一一

(  ( ,  ,

至;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Α

##

?#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 ! < 

)

>

< Β
)

&

≅ (
。

<

Α >
)

Α

Α 
。

 

##

川
((一川Χ

Χ
一:(

∗

Δ

(∀  ( , (∀ , & !一 (  ( , Ε ( , (

( ∀  ( , ( ∀ , ( Α一 土 牙( , (∀ , < ∀

(   ( , ( ∀ , ( Α一 (  ( , ( ∀ , < ∀

Δ 较高层的居民区

使用∋ − , % 采样器

从表 ( 和图 & 看 出除低浓度外 Φ大约 ( ∀拜5 ∃ %
<

以下 Γ 主动和被动采样结果符合得 用

当好
,

计算出的相关系数为 ∀
)

  ∀ Α
)

! ∀
#

在低浓度 时主动采样的吸收液中! ∀
‘ , 一

浓度始

终低于 (环5 ∃ % .
,

在长时间采样中实际浓度降低
,

所 以主动采样结果 一般偏低
,

此 时 被

动采样的结果更接近! ∀
#

的实际浓度
。

因为 ! ∀
#

是以 ! ∀ 彗
一

的形式被浸渍滤纸吸收
,

浸渍膜

起着一个富集剂的作用
。

Η
#
∗Ι

。

浸渍膜同时还可吸收空气中的有机酸
、

硝 酸 等 Φ定量

或不定量吸收Γ 酸性物质
,

在离子色谱图上都有所呈现
,

但离子色谱法测! ∀
‘& 一

不 受这

些阴离子的干扰
,

因此得到的! ∀
#

数据是定量可靠的
)

表(最后两项为用我们 自 己 的 采

样器和∋ −, % 采样器在同时
、

同地采集 ! ∀
#

的结果
,

符合很 好
)

将三个空白采样器在贮备容器 中放置一个月
,

再测其浸渍膜空白 ! ∀
#

含量 均 在 (∀
2 % +. ∃. 以下

,

说明该采样器可以放置
、

传送
。

将>个同样的! ∀
,

采样器置于 ∗ 采 样点
,

经不同的暴露时间后测定! ∀
#

的绝对含量见表&
。

由表 & 可见
,

这种采样器可以长时间使用 Φ一个月以上 Γ ,

不致出现滤 纸 吸 附 饱

和
。

以采样点∗在  月&≅ 日至(∀ 月 Α日收集到的五个! ∀
#

数据
,

计算方法的相对标 准 偏差

为&
)

>ϑ
,

用这种方法测定的! ∀ , 浓度为时间平均浓度
,
可更准确地反映空气污染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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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结

! 0
<

被动式采样器灵敏
、

轻便
、

经济
、

无

需动力
,

可以放在密封的贮备容器中远距离

传送
,

为大范围监测提供 了一方便的工具
。

目前该采样器的全部材料均可用 国产材料代

替
,

并有批量产品供应
。

本工作承蒙瑞典坏境研究所 Μ 9
1

Ι6
9 Δ ( 。9 5 Γ7

的热情指导
,

谨致谢意
1

裹  氧⊥匕硫的累积量

) Β 8 Χ6  ∗ Φ Χ 3 Φ ΧΧ 5 3 ⊥ 2 Φ Χ4ΧΓ Φ 9 Ν Γ 3 Θ ΓΝ 。

起 止 日 期 滤纸上 ! 0 < 的量:拜只=

� � � �

� � � �

� � � �

� � � �

、Ψ一 �奋� �

� Ψ一 �� � �

� Ψ一 � � � �

� Ψ一 ] � � �

∋ ,  又

� 0
,

?

� 0
,

> 0

� �
1

� ?

 
1

>  
,

>

� !
,

� !
1

ϑ

氛龙
  

·

兰
<弓⎯

1

‘

参 考 文 献

〔Χ 〕 Η Β ΧΔ 6 2 ∀ Μ
,

Ε Φ 7 7 Γ2 3 7 ∗ Χ8 6 9 5 Ι
, �。了>

1

4 6 9 2 3 7 Β Χ ( 3 7 Γ53 9 Γ7 Ζ Μ 6 α Γ6 6 ⊥3 9 Ε Β 3 6 3 Φ 、 , 3 7 β

5 Β Δ Γ7 Β 7 52
1

∗ 哪
1

翔 Ν
1

万χ Ζ
1

∗ 2 2 3 Κ
1

;
1 ,

>?
< ϑ!

〔 〕 4 Β ΧΔ 6 2 ∀ Μ 6 5 Β Χ
1 , �� δ 6

1

46 9 2 3 7 Β Χ . Β Δ Η Χ6 9 ⊥3 9 # Γ59 3 Ζ 6 7 Μ Γ3 Θ ΓΝ 6
1

∗ ”于
1

了, ‘�
1

�� 夕君
1

注
“β

2 3 Κ
1

%
1 ,

> ϑ
< ! ϑ 0

〔> 〕 Ι 6 9 Δ (
, ��! Ψ

1

Ι Φ 9 5Σ 3 9 Μ 6 α 6 Χ3 Η Δ 6 7 5 , 3 ⊥ Β Μ Γ⊥⊥Φ 2 Γ3 7 Β Χ . Β Δ 4Χ6 9 ⊥ 3 9 # 3 < %∃ +
一
+ 2 Ψ Ο �Α 0

:��! Ψ 一 0 Ψ 一 > 0= Χ ε44 . φ 6 Ν Γ2 Σ ∀ 7 α Γ9 3 7 Δ 6 7 5 Β Χ & 6 2 6 Β 9 6 Σ %7 2 5 Γ5 Φ 5 6
1

Ε 3 5Σ 6 7 Σ Φ 9 Ζ
,

. φ 6 Ν 6 7

〔? 〕 Ι6 9 Δ (
, �� � �

1

∗ . 6 7 2 Γ5 Γα 6 Μ Γ⊥⊥ 5, 2 Γ3 7 Β Χ 2 Β Δ Η Χ6 9 %∃ +
一
+ � � Ο 一了 :�0 � �一 0 >一 � > = . φ 6 Ν Γ, Σ

∀ 7 α Γ9 3 7 Δ 6 7 5Β Χ & 6 2 6 Β 9 Κ Σ %7 2 5Γ5Φ 56
1

Ε 3 5 Σ 6 7 8 Φ 9 Ζ
,

. φ 6 Ν 6 7

〔! 〕 ( Φ ΧΓΛ ; Β Δ 6 2 Μ 6 5 Β Χ
1 , �� Α �

1

( 3 Ν Γ⊥Γ6 Β 5 Γ3 7 3 ⊥ Β − Γ Ζ Σ
一
∀ ⊥⊥Γ6 Γ6 7 6 χ 4 Β 、、Γα 6 . Β Δ 一, Χ6 9 5 3

Μ 6 56 9 Δ Γ7 6 # Γ5 9 3 Ζ 6 7 Μ Γ3 Θ ΓΝ 6 3 9 Ι 3 9 Δ Β ΧΝ 6 Σ χΝ 6 �  一 ∗ Γ 9
1

∗ , εΒ Χ
1

, 儿6” ≅
1 ,

Ψ �
< �Α ϑ

γ Κ 〕 3 9 9 Μ Ξ 6 5 Β Χ
1 , 一�! ϑ

1

) Σ 6 ∗ 44ΧΓ6 Β 5Γ3 7 3 ⊥ Β Η Β 2 2 Γα 6 Η 6 9 Δ 6 Β 5 Γ3 7 Μ 6 α Γ6 6 ⊥3 9 5矛一6 ( 6 Β β

2Φ 9 6 Δ 6 7 5 3 ⊥ ∗ Δ 8 Γ6 7 5 . Φ Χ⊥Φ 9 Μ Γ3 Θ ΓΝ 6
1

∗ ‘, ,‘0 ! 户Σ产少乞。 ∀ 洲 , ,乞犷。””≅ 。”‘ ,

 �
< �几δ >

〔ϑ 〕 / 3 2 Σ Γ7 3 9 Γ # Γ 2Σ ΓΛ Β φ Β ,

∴ 6 Γ 2 Φ Λ 6 ) Β Ζ Φ 6 Σ Γ
, �0 ! 了

1

%3 7 ,Σ 9 3 Δ Β 53 Ζ 9 Β 4Σ Γ6 Μ 6 56 9 Δ Γ 7 Β 5 Γ3 7

3 ⊥ # Γ59 3 Ζ 6 7 Μ Γ3 Θ ΓΝ 6 Β 7 Ν . Φ Χ4Σ Φ 9 Μ Γ3 Θ ΓΝ 6 Γ7 5Σ 6 ∗ 5Δ 3 2 4Σ 6 9 6 ⎯ 2 Γ7 Ζ ) 9 Γ6 5 Σ Β 7 3 ΧΒ Δ Γ7 6 β

Η 3 5 Β 2 2ΓΦ Δ − χ Ν 9 3 Θ ΓΝ 6 一, 3 Β 56 Ν , Β 9 5 9 ΓΝ Ζ 6 2
1

%’= 。, η Β Χ 3 ⊥ , 六, 3 ,”“‘。君, “户Σ夕
,

> �Ψ
<  ! 、

〔Α 〕 ( Φ ΧΓΛ ; Μ 6 5 Β Χ
1 , Θ� ϑ2

1

%3 7 , Σ 9 3 Δ Β 5 3 Ζ 9 Β 4Σ Γ6 Μ 6 5 6 ,
·

Δ Γ7 Β 5Γ 3 7 3 ⊥ ∗ 5Δ 3 , Η Σ 6 9 Γ6 . Φ Χ⊥Φ 9

Μ Γ3 Θ ΓΝ 6
1

%3 7 , Σ 9 3 Δ Β 5 3 Ζ 9 Β 48 Γ6 ∗ 7 Β Χχ 2 Γ2 3 ⊥ ∀ 7 α Γ9 3 7 Δ 6 7 5 Β Χ 4 3 ΧΧΦ 5Β 7 5 2 ,  >一? 0 ,

∗ # #

∗ & Ξ ∋ & .,%∀ # , ∀ 4 Φ 8 ΧΓ2 Σ 6 9 2 %# ,
1

� � � �年一 =刁ϑ 日收到
1



! 期 陈乐恬等
<

二氧化硫被动菜洋器的研制和应用 ϑ >

. ) ⎯ Μ / ∋# .⎯ %
;

4− ⎯ & Μ %∋ ι %Μ ∀ 4 ∗ . . %∃ ∀ .∗ ( 4+ ∀ &

,触灯 + 时艺删 ) 胡 Ζ 肠呷碗

:& 6 , 6 Β 9 Κ Σ , 6 7 56 9 ⊥ 3 9 ∀ 6 3 一
∀ 3 α Γ9 3 3 Δ 6 7 5Β Χ

Τ 无Β ”Ζ Ξ 邝肥标 Τ无Β 3 Μ 公枷留怀

. 6 ϕ。。 6 6 2 ,

∗ 3 Β Ν 6 Δ Γ Β . Γ7 Γ3 Β ,

Ξ 6 主ϕΓ
7 Ζ

,  0 0 0 Α ! =

∗ Ξ . ) & ∗ , )

∗ 2 6 7 2 Γ5 Γα 6 ! 0
 

4 Β 2 2 Γα 6 2 Β Δ 4Χ6 9 ⊥3 9 Β Δ 8 Γ6 7 5 Β Γ9 Σ Β 2 8 6 6 7 Ν 6 α 6 β

Χ3 46 Ν
1

%7 3 9 Ν 6 9 53 Β α 3 ΓΝ 5 Φ 9 8 Φ Χ6 7 5 Ν Γ⊥⊥Φ 2 Γ3 7 Γ7 2 ΓΝ 6 5 Σ 6 2Β Δ 4Χ6 9 , 5 Σ 6

Γ7 Χ6 5 �! 6 3 α 6 9 6 Ν 8 χ Β 5 Σ Γ7 4 3 9 3 Φ 2 Δ 6 Δ 8 9 Β 7 6 ⊥ ΓΧ5 6 9 1

Ε Β 2 6 2 Β 9 6 5 9 Β 7 2 β

43 9 5 6 Ν 8 χ Δ 3 Χ6 6 Φ ΧΒ 9 Ν Γ⊥⊥Φ 2 Γ3 7 Γ7 5 Σ 6 ΧΒ Δ Γ7 Β 9 8 3 Φ 7 Ν Β 9 χ ΧΒ χ 6 9 Γ7

⊥9 3 7 5 3 ⊥ 5Σ 6 Δ 6 Δ 8 9 Β 7 6
1

) Σ 6 2 Δ Β ΧΧ Ν 6 α Γ6 6 �! 2 ΓΔ 4 Χ6 Β 7 Ν Γ7 6 Θ 46 7 2Γ α 6
1

) Σ 6 4 6 9 ⊥3 9 Δ Β 7 6 6 3 ⊥ 5 Σ 6 2Β Δ 4Χ6 9 Σ Β 2 8 6 6 7 5 6 25 6 Ν Γ 7 5Σ 6 ⊥Γ6 ΧΝ
1

) Σ 6

Κ 3 7 6 6 7 59 Β 5 Γ3 7 2 3 ⊥ ! 0
 

Γ7 Β Γ9 3 8 5 Β Γ7 6 Ν 8 χ 5Σ 6 4 Β 2 2Γ α 6 Δ 6 5 Σ 3 Ν Β 9 6

Γ 7 Ζ 3 3 Ν Β Ζ 9 6 6 Δ 6 7 5 φ Γ5 Σ 5Σ 3 2 6 3 8 5 Β Γ7 6 Ν 8 χ 5Σ 6 Β 6 5 Γα 6 Δ 6 5Σ 3 Ν :4Φ Δ 4β

8 Β 2 6 Ν =
1

) Σ 6 6 3 9 9 6 ΧΒ 5Γ3 7 6 3 6 ⊥⊥Γ6 Γ6 7 5 3 ⊥ ! 0
。 6 3 7 6 6 7 59 Β 5 Γ3 7 2 Δ 6 Β 2 Φ 9 6 Ν

8 χ 4Β 2 2 Γα 6 Δ 6 5Σ 3 Ν , , ! 5Σ 3 26 Δ 6 Β 2 Φ 9 6 Ν 8 χ Β 6 5 Γα 6 Δ 6 5Σ 3 Ν �! ⊥3 Φ 7 Ν 5 3

8 6 0
1

� � 0续
1

) Σ 6 9 6 ΧΒ 5 Γα 6 2 5Β 7 Ν Β 9 Ν Ν 6 α ΓΒ 5 Γ3 7 ⊥3 9 κ Φ Γ7 5 Φ 4ΧΓΚ Β 56 26 5 2

3 ⊥ 4 Β 2 2 Γα 6 2 Β Δ 4Χ6 9 �! ⊥ 3 Φ 7 Ν 5 3 8 6  
1

Α Υ
1

) Σ 6 6 Θ 43 2 Φ 9 6 5 ΓΔ 6 3 ⊥ 5 Σ 6

2 Β Δ 4 6 9 6 Β 7 8 6 ΧΒ 25 6 Ν 3 α 6 9 4 6 9 Γ3 Ν 3 ⊥ 3 7 6 Δ 3 7 5 Σ
1

∴ 6 χφ 3 9 Ν 2 < 4 Β 2 2 Γα 6 2 Β Δ 4Χ6 9 , 2Φ Χ4 Σ Φ 9 Ν Γ3 Θ ΓΝ 6 , Β 7 Β Χχ 2 Γ2
, Β 5 Δ 3 24 Σ 6 9 6

, 1 1 1 �月 1 1 1 , 1 1 1  , 侧1 1 匀1 1 1 二州 1 1 1 〔 ,门1 1 , 1 1 1 ‘

“

环境化学学科发展战略
”

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国字自然千卜学基金
一

奏员会化 学部 于� � �  
一

午ϑ 月 � 日至 Α 月� 日在北京召开 了 “环境化

学学科 发展战略
” 研讨 会

。

来 自中国科学院
、

国 家环保局
、

化工部
、

轻工部
、

卫生部
、

北京大学
、

南京大学
、

南开 大学
、

北京工业 大学
、

北京农业 大学以 及 北 京
、

长 沙
、

兰

州
、

沈阳等环境保护科学研 究单位 的 !0 多位专家出席 了会议
。

会议主要村
“环境化学学

科 发展战略
” 研 完报告 :初稿 = 提 出修改意 见

,

并对环境化学的国内外 发展 现 状 和 趋

势
、

本学科在我国的战略地位
、

中近期战略方向和 目标
、

应 优先资助 发展的前沿课题
、

应采取的战略措施和政 策等问题进行研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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