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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５１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环境管

理水平，我局批准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等８项标准为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现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９３—２００５）
二、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９４—２００５）
三、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５—２００５）
四、水质　凯氏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６—２００５）
五、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７—２００５）
六、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８—２００５）
七、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９—２００５）
八、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２００—２００５）
以上标准为推荐性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９日



ＨＪ／Ｔ１９４ ２００５

ⅱ



ＨＪ／Ｔ１９４ ２００５

ⅲ

目　　　次

前言 ⅳ!!!!!!!!!!!!!!!!!!!!!!!!!!!!!!!!!!!!!!!!

１　范围 １
!!!!!!!!!!!!!!!!!!!!!!!!!!!!!!!!!!!!!!!

２　引用标准 １
!!!!!!!!!!!!!!!!!!!!!!!!!!!!!!!!!!!!!

３　术语 １
!!!!!!!!!!!!!!!!!!!!!!!!!!!!!!!!!!!!!!!

４　采样 １
!!!!!!!!!!!!!!!!!!!!!!!!!!!!!!!!!!!!!!!

５　监测分析方法 ８
!!!!!!!!!!!!!!!!!!!!!!!!!!!!!!!!!!!

６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９
!!!!!!!!!!!!!!!!!!!!!!!!!!!!!!!!

附录Ａ（规范性附录）　气体采样器采样流量校准 １１
!!!!!!!!!!!!!!!!!!!!

附录Ｂ（规范性附录）　吸收瓶阻力测定 １３
!!!!!!!!!!!!!!!!!!!!!!!!

附录Ｃ（规范性附录）　吸收瓶吸收效率测试 １４
!!!!!!!!!!!!!!!!!!!!!!



ＨＪ／Ｔ１９４ ２００５

ⅳ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完善监测制度，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的采样频率、监测项目、采用仪器与相应的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湖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９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大气和废气部分》

中的有关内容。

本标准委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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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的技术要求，适用于各级环境监测站及其他环境监测机构采

用手工方法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的活动。

２　引用标准

以下标准和规范所含条文，在本规范中被引用即构成本规范的条文，与本规范同效。

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当上述标准和规范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３　术语

３１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　ｍａｎｕ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ａ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在监测点位用采样装置采集一定时段的环境空气样品，将采集的样品在实验室用分析仪器分析、

处理的过程。

３２　２４ｈ连续采样　２４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指２４ｈ连续采集一个环境空气样品，监测污染物日平均浓度的采样方式。

３３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ａ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在监测点位采用连续自动监测仪器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连续的样品采集、处理、分析的过程。

４　采样

４１　２４ｈ连续采样
本规范规定的２４ｈ连续采样适用于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总

悬浮颗粒物 （ＴＳＰ）、苯并［ａ］芘（Ｂ［ａ］Ｐ）、氟化物、铅（Ｐｂ）的采样。
４１１　采样频次和采样时间

根据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各项污染物数据统计的有效性规定，确定相应污染
物采样频次及采样时间。

４１２　气态污染物监测
４１２１　采样亭

采样亭是安放采样系统各组件、便于采样的固定场所。采样亭面积及其空间大小应视合理安放采

样装置、便于采样操作而定。一般面积应不小于５ｍ２，采样亭墙体应具有良好的保温和防火性能，
室内温度应维持在２５℃±５℃。
４１２２　采样系统

气态污染物采样系统由采样头、采样总管、采样支管、引风机、气体样品吸收装置及采样器等组

成，如图４１所示。
采样系统各部分技术要求：

１）采样头：采样头为一个能防雨、雪、防尘及其它异物 （如昆虫）的防护罩，其材料可用不锈

钢或聚四氟乙烯。采样头、进气口距采样亭顶盖上部的距离应为１～２ｍ。
２）采样总管：通过采样总管将环境空气垂直引入采样亭内，采样总管内径为３０～１５０ｍｍ，内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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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光滑。采样总管气样入口处到采样支管气样入口处之间的长度不得超过３ｍ，其材料可用不锈钢、
玻璃或聚四氟乙烯等。为防止气样中的湿气在采样总管中产生凝结，可对采样总管采取加热保温措

施，加热温度应在环境空气露点以上，一般在４０℃左右。在采样总管上，ＳＯ２进气口应先于 ＮＯ２进
气口。　　

１—采样头；２—采样总管；３—采样亭屋顶；４—采样支管；５—引风机；６—二氧化
氮吸收瓶；７—二氧化硫吸收瓶；８—温度计；９—恒温装置；１０—滤水井；１１—干
　燥器；１２—转子流量计；１３—限流孔；１４—三通阀；１５—真空表；１６—抽气泵

图４１　连续采样系统装置示意图

３）采样支管：通过采样支管将采样总管中气样引入气样吸收装置。采样支管内径一般为４～８
ｍｍ，内壁应光滑，采样支管的长度应尽可能短，一般不超过０５ｍ。采样支管的进气口应置于采样
总管中心和采样总管气流层流区内。采样支管材料应选用聚四氟乙烯或不与被测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

的材料。采样支管与采样总管、采样支管与气样吸收装置之间的连接处不得漏气，一般应采用内插外

套或外插内套的方法连接。

４）引风机：用于将环境空气引入采样总管内，同时将采样后的气体排出采样亭外的动力装置，
安装于采样总管的末端。采样总管内样气流量应为采样亭内各采样装置所需采样流量总和的５～１０
倍。采样总管进气口到出气口气流的压力降要小，以保证气样的压力接近于环境空气大气压。

５）气样吸收装置：气样吸收装置为多孔玻璃筛板吸收瓶（管），其结构如图４２所示。在规定采样
流量下，装有吸收液的吸收瓶的阻力应为 （６７±０７）ｋＰａ，吸收瓶玻板的气泡应分布均匀。
６）采样器：采样器应具有恒温、恒流控制装置 （临界限流孔）和流量、压力及温度指示仪表，

采样器应具备定时、自动启动及记时的功能，采样泵的带载负压应大于７０ｋＰａ。采样流量应设定在
（０２０±００２）Ｌ／ｍｉｎ之间，流量计及临界限流孔的精度应不低于 ２５级，当电压波动在 ＋１０％ ～
－１５％范围内的流量波动应不大于５％。临界限流孔加热槽内温度应恒定，且在２４ｈ连续采样条件下
保持稳定，进行ＳＯ２及ＮＯ２采样时，ＳＯ２和ＮＯ２吸收瓶在加热槽内最佳温度分别为２３～２９℃及１６～
２４℃，且在采样过程中保持恒定。要求计时器在２４ｈ内的时间误差应小于５ｍｉｎ。
４１２３　采样前准备

１）采样总管和采样支管清洗：应定期清洗，周期视当地空气湿度污染状况确定。
２）气密性检查：按图４１连接采样系统各装置，确认采样系统连接正确后，进行采样系统的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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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２　多孔玻板吸收瓶 （管）结构示意图

密性检查。

３）采样流量检查：用经过检定合格的流量计校验采样系统的采样流量，每月至少１次，每月流
量误差应小于５％，若误差超过此值，应清洗限流孔或更换新的限流孔。限流孔清洗或更换后，应对
其进行流量校准。

４）温度控制系统及时间控制系统检查：检查吸收瓶温控槽及临界限流孔，温控槽的温度指示是
否符合要求；检查计时器的计时误差是否超出误差范围。

４１２４　采样
１）将装有吸收液的吸收瓶 （内装５００ｍｌ吸收液）连接到采样系统中。启动采样器，进行采样。

记录采样流量、开始采样时间、温度和压力等参数。

２）采样结束后，取下样品，并将吸收瓶进、出口密封，记录采样结束时间、采样流量、温度和
压力等参数。

４１３　颗粒物监测
４１３１　采样系统

采样系统有颗粒物切割器，滤膜、滤膜夹和颗粒物采样器组成，或者由滤膜、滤膜夹和具有符合

切割特性要求的采样器组成，如图４３所示。
１）颗粒物粒径切割器：对ＴＳＰ采样，要求切割器的切割粒径 Ｄ５０＝１００μｍ，对 ＰＭ１０采样，要求

切割器的切割粒径Ｄ５０＝１０μｍ。
２）滤膜：一般使用超细玻璃纤维滤膜和有机纤维膜两种类型，根据监测目的选用。要求所用滤

膜对０３μｍ标准粒子的截留效率不低于９９％，在气流速度为０４５ｍ／ｓ时，单张滤膜的阻力不大于
３５ｋＰａ。在此气流速度下，抽取经高效过滤器净化的空气 ５ｈ，每平方厘米滤膜的失重不大于
００１２ｍｇ。　

３）滤膜夹：用于安放和固定采样滤膜。
４）采样器：颗粒物采样器分为大流量采样器和中流量采样器两种，前者采样流量一般为１０５

ｍ３／ｍｉｎ；后者一般为１００Ｌ／ｍｉｎ。
４１３２　采样前准备与滤膜处理

１）采样器流量校准：按照 ＧＢ／Ｔ１５４３２—１９９５《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进
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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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采样前准备与滤膜处理：总悬浮颗粒物按照ＧＢ／Ｔ１５４３２—１９９５《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测
定　重量法》、可吸入颗粒物按照 ＧＢ６９２１—８６《大气飘尘浓度测定方法》、氟化物按照 ＧＢ／Ｔ
１５４３４—１９９５《环境空气　氟化物质量浓度的测定　滤膜·氟离子选择电极法》、苯并［ａ］芘按照ＧＢ／
Ｔ１５４３９—１９９５《环境空气　苯并［ａ］芘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铅按照ＧＢ／Ｔ１５２６４—９４《环境空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进行。

１—流量记录器；２—流量控制器；３—抽气风机；４—滤膜夹；
５—铝壳；６—工作计时器；７—计时器的程序控制器

（１）ＴＳＰ大流量采样器结构示意图

（２）中流量采样头结构示意图

图４３　颗粒物采样装置示意图

４１３３　采样
１）打开采样头顶盖，取出滤膜夹，用清洁干布擦掉采样头内滤膜夹及滤膜支持网表面上的灰尘，

将采样滤膜毛面向上，平放在滤膜支持网上。同时核查滤膜编号，放上滤膜夹，拧紧螺丝，以不漏气

为宜，安好采样头顶盖。启动采样器进行采样。记录采样流量、开始采样时间、温度和压力等参

数。　　
２）采样结束后，取下滤膜夹，用镊子轻轻夹住滤膜边缘，取下样品滤膜，并检查在采样过程中

滤膜是否有破裂现象，或滤膜上尘的边缘轮廓不清晰的现象。若有，则该样品膜作废，需重新采样。

确认无破裂后，将滤膜的采样面向里对折两次放入与样品膜编号相同的滤膜袋 （盒）中。记录采样

结束时间、采样流量、温度和压力等参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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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间断采样
间断采样是指在某一时段或１ｈ内采集一个环境空气样品，监测该时段或该小时环境空气中污染

物的平均浓度所采用的采样方法。

４２１　采样频次和采样时间
对环境空气中的ＴＳＰ、ＰＭ１０、Ｐｂ、Ｂ［ａ］Ｐ及氟化物，其采样频次及采样时间应根据 《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中各污染物监测数据统计的有效性规定确定；对其它污染物的监测，
其采样频次及采样时间，应根据监测目的、污染物浓度水平及监测分析方法的检出限确定。但要获得

１ｈ平均浓度值，样品的采样时间应不少于４５ｍｉｎ；要获得日平均浓度值，气态污染物的累计采样时
间应不少于１８ｈ，颗粒物的累计采样时间应不少于１２ｈ。
４２２　气态污染物采样
４２２１　采样系统组成

采样系统由气样捕集装置、滤水井和气体采样器组成，采样系统如图４４所示：

１—吸收瓶；２—滤水井；３—流量计；４—流量调节阀；５—抽
气泵；６—稳流器；７—电动机；８—电源；９—定时器

图４４　间断采样系统装置示意图

１）气样捕集装置：根据环境空气中气态污染物的理化特性及其监测分析方法的检测限，可采用
相应气样捕集装置，通常采用气样捕集装置包括装有吸收液的多孔玻璃筛板吸收瓶（管）、气泡式吸收

瓶（管）、冲击式吸收瓶、装有吸附剂的采样支管、聚乙烯或铝箔袋、采气瓶、低温冷缩管及注射器

等。各种气样捕集装置如图４５。当多孔玻板吸收瓶装有１０ｍｌ吸收液，采样流量为０５Ｌ／ｍｉｎ时，阻
力应为 （４７±０７）ｋＰａ，且采样时多孔玻板上的气泡应分布均匀。
２）采样器：由流量计、流量调节阀、稳流器、计时器及采样泵等装置组成。采样流量范围为

０１０～１００Ｌ／ｍｉｎ，流量计应不低于２５级。
４２２２　采样前准备

１）根据所监测项目及采样时间，准备待用的气样捕集装置或采样器。
２）按要求连接采样系统，并检查连接是否正确。
３）气密性检查，检查采样系统是否有漏气现象。若有，应及时排除或更换新的装置。
４）采样流量校准，启动抽气泵，将采样器流量计的指示流量调节至所需采样流量。用经检定合

格的标准流量计对采样器流量计进行校准。

４２２３　采样
１）将气样捕集装置串联到采样系统中，核对样品编号，并将采样流量调至所需的采样流量，开

始采样。记录采样流量、开始采样时间、气样温度、压力等参数。气样温度和压力可分别用温度计和

气压表进行同步现场测量。

２）采样结束后，取下样品，将气体捕集装置进、出气口密封，记录采样流量、采样结束时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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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５　部分气样捕集装置结构示意图

气样温度、压力等参数。按相应项目的标准监测分析方法要求运送和保存待测样品。

４２３　颗粒物采样
间断采样时有关颗粒物采样的采样系统、采样前准备及采样方法同本标准４１３１、４１３２和

４１３３规定。
４３　无动力采样

无动力采样是指将采样装置或气样捕集介质暴露于环境空气中，不需要抽气动力，依靠环境空气

中待测污染物分子的自然扩散、迁移、沉降等作用而直接采集污染物的采样方式。其监测结果可代表

一段时间内待测环境空气污染物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或浓度变化趋势。

４３１　采样时间及采样频次
污染物无动力采样时间及采样频次，应根据监测点位环境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水平，分析方法的

检出限及不同监测目的确定。通常，硫酸盐化速率及氟化物采样时间为７～３０ｄ。但要获得月平均浓
度值，样品的采样时间应不少于１５ｄ。
４３２　硫酸盐化速率

将用碳酸钾溶液浸渍过的玻璃纤维滤膜 （碱片）曝露于环境空气中，环境空气中的二氧化硫、

硫化氢、硫酸雾等与浸渍在滤膜上的碳酸钾发生反应，生成硫酸盐而被固定的采样方法。

４３２１　采样装置
采样装置由采样滤膜和采样架组成，采样架又由塑料皿、塑料垫圈及塑料皿支架构成。如图４６

所示。

———塑料皿，高１０ｍｍ，内径７２ｍｍ；
———塑料垫圈，厚１～２ｍｍ，内径５０ｍｍ，外径７２ｍｍ；
———塑料皿支架，由两块聚氯乙烯硬塑料板 （１２０ｍｍ×１２０ｍｍ）成９０°角焊接，下面再焊接一

个高３０ｍｍ、内径为７８～８０ｍｍ的聚氯乙烯短管，在其管壁上互成１２０°处，钻三个螺栓眼，距支架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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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片采样架

１—塑料皿支架；２—塑料皿；３—塑料垫圈

图４６　无动力采样装置示意图

面１５ｍｍ，用三个铜螺栓固定塑料皿。
４３２２　采样滤膜 （碱片）制备

将玻璃纤维滤膜剪成直径７０ｍｍ的圆片，毛面向上，平放于１５０ｍｌ的烧杯口上，用刻度吸管均
匀滴加３０％碳酸钾溶液１０ｍｌ于每张滤膜上，使其扩散直径为５ｃｍ。将滤膜置于６０℃下烘干，贮存
于干燥器内备用。

４３２３　采样
将滤膜毛面向外放入塑料皿中，用塑料垫圈压好边缘；将塑料皿中滤膜面向下，用螺栓固定在塑

料皿支架上，并将塑料皿支架固定在距地面高３～１５ｍ的支持物上，距基础面的相对高度应＞１５ｍ，
记录采样点位、样品编号、放置时间等。

采样结束后，取出塑料皿，用锋利小刀沿塑料垫圈内缘刻下直径为５ｃｍ的样品膜，将滤膜样品
面向里对折后放入样品盒（袋）中。记录采样结束时间，并核对样品编号及采样点。

４３３　氟化物
空气中的氟化物的采样方法详见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石灰滤纸·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ＧＢ／Ｔ１５４３３—１９９５）。
４４　采样系统气体状态参数观测

气体状态参数指采样气路中气样的状态参数，用以计算标准状态下采样体积。主要有：

温度观测，观测采样系统中的温度计量仪表的指示值。其精度为±０５℃。
压力观测，观测采样系统中压力计量仪表的指示值。其精度为±０１ｋＰａ。

４５　采样点气象参数观测
在采样过程中，应观测采样点位环境大气的温度、压力，有条件时可观测相对湿度、风向、风速

等气象参数：

气温观测，所用温度计温度测量范围一般为－４０～４５℃，精度为±０５℃。
大气压观测，所用气压计测量范围一般为５０～１０７ｋＰａ，精度为±０１ｋＰａ。
相对湿度观测，所用湿度计测量范围一般为１０％～１００％，精度为±５％。
风向观测，所用风向仪测量范围一般为０°～３６０°，精度为±５°。
风速观测，所用风速仪测量范围一般为１～６０ｍ／ｓ，精度为±０５ｍ／ｓ。

４６　采样记录及要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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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人员应及时准确记录各项采样条件及参数，采样记录内容应完整，字迹清晰、书写工整、数

据更正规范。常用采样记录的内容及格式如表４１所示。

表４１　气态污染物现场采样记录表
市 （县） 测点 污染物：

日 期

采样时间

开始 结束

样品号
气温／
℃

大气压／
ｋＰａ

采样流量／
（Ｌ／ｍｉｎ）

采样体积／
Ｌ

天气状况

采样人： 审核人：

４７　采样体积计算
１）气态污染物采样体积计算，如式 （４１）所示。

Ｖｎｄ ＝Ｑｎ×ｎ＝Ｑｓ×ｎ×
ＰＴ０
Ｐ０Ｔ

（４１）

式中：Ｖｎｄ———标准状况下采样体积，Ｌ；
Ｑｎ———标准状况下的采样流量，Ｌ／ｍｉｎ；
Ｑｓ———采样时，未进行标准状况订正的流量计指示流量，Ｌ／ｍｉｎ；
Ｔ———采样时流量计前的气样温度，Ｋ；
Ｔ０———标准状况下气体的温度，２７３Ｋ；
Ｐ———采样时气样的气压，Ｐａ；
Ｐ０———标准状况下气体的压力，１０１３ｋＰａ；
ｎ———采样时间，ｍｉｎ。

２）颗粒物采样体积计算，如式 （４２）所示。

Ｖｎｄ ＝Ｑｎ·ｎ （４２）

Ｑｎ ＝Ｑ１×
Ｐ１Ｔ３
Ｐ３Ｔ槡 １

×
２７３×Ｐ３
１０１３×Ｔ３

（４３）

式中：Ｖｎｄ———标准状况下采样体积，Ｌ；
Ｑｎ———标准状况下的采样流量，Ｌ／ｍｉｎ；或ｍ

３／ｍｉｎ；
ｎ———采样时间，ｍｉｎ；
Ｑ１———孔口校正器流量，Ｌ／ｍｉｎ或ｍ

３／ｍｉｎ；
Ｔ１———孔口校准器校准时的温度，Ｋ；
Ｔ３———采样时大气温度，Ｋ；
Ｐ１———孔口校准器校准时的大气压，ｋＰａ；
Ｐ３———采样时大气压力，ｋＰａ。

５　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首先选择国家颁布的标准分析方法，其次选择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标准分析方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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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没有标准分析方法的监测项目，可采用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中推荐的方法。表５１为常用
环境空气监测分析方法。

表５１　环境空气监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序 号 污 染 物 监测分析方法 备　　　注

１ 　二氧化硫 　四氯汞盐、盐酸副玫瑰苯胺比色法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ＧＢ８９７０—８８
　ＧＢ／Ｔ１５２６２—９４

２ 　氮氧化物 　Ｓａｌｔｚｍａｎ法 　ＧＢ／Ｔ１５４３６—１９９５

３ 　二氧化氮 　Ｓａｌｔｚｍａｎ法 　ＧＢ／Ｔ１５４３５—１９９５

４ 　臭氧 　靛蓝二磺酸钠分光光度法
　紫外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４３７—１９９５
　ＧＢ／Ｔ１５４３８—１９９５

５ 　一氧化碳 　非分散红外法 　ＧＢ／Ｔ９８０１—８８

６ 　铅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２６４—９４

７ 　总悬浮颗粒物 　重量法 　ＧＢ／Ｔ１５４３２—１９９５

８ 　可吸入颗粒物 　重量法 　ＧＢ６９２１—８６

９ 　氟化物 　滤膜·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石灰滤纸·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ＧＢ／Ｔ１５４３４—１９９５
　ＧＢ／Ｔ１５４３３—１９９５

１０ 　苯并［ａ］芘 　高效液相色谱法
　乙酰化滤纸层析荧光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４３９—１９９５
　ＧＢ８９７１—８８

１１ 　降尘 　重量法 　ＧＢ／Ｔ１５２６５—９４

１２ 　氨
　纳氏试剂比色法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离子选择电极法

　ＧＢ／Ｔ１４６６８—９３
　ＧＢ／Ｔ１４６７９—９３
　ＧＢ／Ｔ１４６６９—９３

１３ 　硫化氢 　气相色谱法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４６７８—９３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１４ 　二硫化碳 　二乙胺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４６８０—９３

１５ 　硫酸盐化速率
　碱片—重量法
　碱片—铬酸钡分光光度法
　碱片—离子色谱法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１６ 　甲醛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酚试剂分光光度法
　离子色谱法

　ＧＢ／Ｔ１５５１６—１９９５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１７ 　总烃 　气相色谱法 　ＧＢ／Ｔ１５２６３—９４

１８ 　甲苯、二甲苯 　气相色谱法 　ＧＢ／Ｔ１４６７７—９３

１９ 　苯乙烯 　气相色谱法 　ＧＢ／Ｔ１４６７０—９３

２０ 　硝基苯类 　锌还原—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０１—１９９５

２１ 　苯胺类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０２—１９９５

６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６１　监测人员要求
凡承担监测工作，报告监测数据者，必须参加合格证考核，并取得合格证。

６２　监测仪器管理与定期检查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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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凡属应强制性检定的计量器具，应按计量法规定，定期送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检定合格
后方可使用。

２）非强制性检定的计量器具，可依法自行检定，或送有授权对社会开展量值传递工作资质的计
量检定机构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３）量器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应参照有关计量检定规程定期校验和维护。
６３　监测分析方法选用和适用性检验

１）对不同的监测项目选用方法除遵循本规范第５节的要求外，还应考虑监测对象的浓度水平和
分析方法的检出限。

２）当实验室不具备采用标准方法的条件，或采用标准方法不能获得合格的测定数据时，必须对
选用非标准的方法进行验证和对比实验，并报省级以上环境监测部门审核、批准。

３）分析人员在承担新的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时，应对该项目的分析方法进行适用性检验。进行
全程序空白值测定，分析方法的检出浓度测定，标准曲线的绘制，方法的精密度、准确度及干扰因素

等实验。

６４　采样质量保证
６４１　连续采样质量保证

１）采样总管及采样支管应定期清洗，干燥后方可使用。采样总管至少每６个月清洗１次；采样
支管至少每月清洗１次。
２）吸收瓶阻力测定应每月１次，当测定值与上次测定结果之差大于０３ｋＰａ时，应做吸收效率测

试 （测试方法见附录３），吸收效率应大于９５％。不符合要求者，不能继续使用。
３）采样系统不得有漏气现象，每次采样前应进行采样系统的气密性检查。确认不漏气后，方可

采样。

４）临界限流孔的流量应定期校准，每月１次，其误差应小于５％，否则，应进行清洗或更换新的
临界限流孔，清洗或更换新的临界限流孔后，应重新校准其流量。

５）使用临界限流孔控制采样流量时，采样泵的有载负压应大于７０ｋＰａ，且２４ｈ连续采样时，流
量波动应不大于５％。
６）定期更换尘过滤膜，一般每周１次，及时更换干燥器中硅胶，一般干燥器硅胶有１／２变色者，

需更换。

６４２　间断采样质量保证
１）每次采样前，应对采样系统的气密性进行认真检查，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进行采样。
２）应使用经计量检定单位检定合格的采样器。使用前必须经过流量校准，流量误差应不大于

５％；采样时流量应稳定。
３）使用气袋或真空瓶采样时，使用前气袋和真空瓶应用气样重复洗涤３次；采样后，旋塞应拧

紧，以防漏气。

４）在颗粒物采样时，采样前应确认采样滤膜无针孔和破损，滤膜的毛面应向上。
５）滤膜采集后，如不能立即称重，应在４℃条件下冷藏保存；对分析有机成分的滤膜采集后应

立即放入－２０℃冷冻箱内保存至样品处理前，为防止有机物的分解，不宜进行称重。
６）使用吸附采样管采样时，采样前应做气样中污染物穿透试验，以保证吸收效率或避免样品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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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气体采样器采样流量校准

Ａ１　转子流量计的校准

可用已检定合格的皂膜流量计进行校准。转子流量计校准装置如图 Ａ１所示，用皂膜流量计校
准转子流量计的方法和步骤如下：

１）按图Ａ１安装校准装置，检查并保证校准系统不漏气：
２）记录校准时的室温和大气压力；
３）启动采样泵，调节流量直到转子流量计的转子稳定在某一刻度，通常为满量程２０％的位置；
４）捏橡皮球使皂膜计进气口与皂液面接触形成皂膜，气体推动皂膜缓缓上升，使皂膜能通过皂

膜计管而不破裂，用秒表记录皂膜通过皂膜计上下刻度线内运行的时间，计算皂膜流量计上下刻度线

之间的体积。重复三次，并记录校准温度及其对应的水的饱和蒸汽压 （见附表Ａ１）。

１—秒表；２—皂液；３—皂膜计；４—皂液捕集器；５—吸收瓶；
６—干燥器；７—转子流量计；８—缓冲瓶；９—针阀；１０—抽气泵

图Ａ１　用皂膜计校准采样系统中的转子流量计

５）取三次测量的平均体积和平均时间，并将平均体积换算到标准状况下的体积，重复步骤，依
次校准满量程的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处刻度或处在使用流量对应的刻度处。校准标准状况下转
子流量计的流量按式 （Ａ１）及式 （Ａ２）计算：

Ｖｎｄ ＝Ｖｍ
Ｐｂ－Ｐｖ
１０１３２５·

２７３
２７３＋ｔｍ

（Ａ１）

Ｑｎｄ ＝
Ｖｎｄ
ｔ （Ａ２）

式中：Ｖｎｄ———标准状况下皂膜流量计两刻度间的体积，ｍｌ；
Ｖｍ———校准时皂膜流量计两刻度的体积，ｍｌ；
Ｐｂ———校准时环境大气压力，ｋＰａ；
Ｐｖ———皂膜流量计内水的饱和蒸汽压，ｋＰａ；
ｔ———校准时，三次的平均时间，ｓ；
ｔｍ———校准时皂膜流量计气体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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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ｎｄ———标准状况下，转子流量计的流量，ｍｌ／ｍｉｎ。

Ａ２　临界限流孔的校准

临界限流孔是一定孔径的毛细管，以控制小流量采样器的流量装置，用已校准的皂膜流量计校准

临界限流孔的流量校准装置如图Ａ２所示，其校准方法和步骤如下：
１）按图Ａ２连接校准装置，检查并保证校准系数不漏气；
２）启动采样泵，使临界限流孔两端压力比Ｐｄ／Ｐｕ＜０５，关闭采样泵，然后将皂膜流量计接到校

准系统中；

３）启动采样泵，使皂膜计进气口与皂液面接触，让皂膜慢慢上升，直至通过整个皂膜计而不破
裂；

４）用秒表准确记录皂膜通过皂膜计两刻度之间的时间及皂膜流量计上、下两刻度线之间的体
积。重复此操作三次，求出时间的平均值，计时误差应小于±０２５ｍｉｎ。临界限流孔流量计算，同式
（Ａ１）和式 （Ａ２）。

１—皂液；２—皂膜计；３—皂液捕集器；４—吸收瓶；５—滤水井；６—干燥器；
７—恒温装置；８—临界限流孔；９—负压表；１０—真空泵

图Ａ２　临界限流孔流量校准示意图

附表Ａ１　在１０１３ｋＰａ压力下，不同温度时空气中水的饱和蒸汽压

温度／℃
水的饱和蒸汽压

ｍｍＨｇ ｋＰａ

９ ８６ １１５
１０ ９２ １２３
１１ ９８ １３１
１２ １０５ １４０
１３ １１２ １４９
１４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５ １２８ １７１
１６ １３６ １８１
１７ １４５ １９３
１８ １５５ ２０７
１９ １６５ ２２０
２０ １７５ ２３３
２１ １８７ ２４９
２２ １９８ ２６４

温度／℃
水的饱和蒸汽压

ｍｍＨｇ ｋＰａ

２３ ２１１ ２８１
２４ ２２４ ２９９
２５ ２３８ ３１７
２６ ２５２ ３３６
２７ ２６７ ３５６
２８ ２８３ ３７７
２９ ３００ ４００
３０ ３１８ ４２４
３１ ３３７ ４４９
３２ ３５７ ４７６
３３ ３７７ ５０３
３４ ３９９ ５３２
３５ ４２２ ５６２
３６ ４４６ 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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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吸收瓶阻力测定

吸收瓶阻力测定装置如图Ｂ１。
吸收瓶内注入与采样吸收液等体积的水，按实际采样流量采样，测定多孔玻板吸收瓶阻力。

１—吸收瓶；２—滤水井 （内装棉泡沫塑料）；３—干燥器；
４—临界限流孔；５—负压表；６—真空泵

图Ｂ１　吸收瓶阻力测定装置 （采用临界限流孔计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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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吸收瓶吸收效率测试

１　在有条件获取标准气体时，可将标气通入装有吸收液的吸收瓶，以正常采样流量采样，并分
析吸收液中的气体浓度。采样时间可根据标气浓度、采样流量确定，保证吸收液中的污染物浓度在方

法检出下限１０倍以上。将其与标气的标准值比较，按下列公式计算其吸收瓶的吸收效率：
ＣＥ％ ＝ｃ１／ｃ０×１００％ （Ｃ１）

式中：ＣＥ％———吸收瓶的吸收效率；
ｃ１———实验室分析的气体质量浓度，μｇ／ｍ

３；

ｃ０———标气质量浓度，μｇ／ｍ
３。

２　在没有条件获取标准气体时，可在采样系列中，串联安装两个装有吸收液的吸收瓶，进行正
常采样后分别分析两个吸收瓶的污染物浓度的方式测定吸收瓶的吸收效率。当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较

高时，可将空气直接通入装有吸收液的吸收瓶，以正常采样流量采样，并分析吸收液中的气体浓度。

当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较低时，应通过适当方法发生较高浓度的气体作为气源进行采样，以保证采样

系统中第二个吸收瓶吸收液中的气体浓度大于方法规定的检出下限。具体操作如下：

将两个吸收瓶分别标记为１号和２号吸收瓶。设１号吸收瓶的吸收效率为ｋ１；２号吸收瓶吸收效
率为ｋ２。

第一次测定时，使气样先通过１号吸收瓶再进入２号吸收瓶，采样后测定出１号吸收瓶样品浓度
为Ｍ１；２号吸收瓶样品浓度为Ｍ２；计算比值：

Ａ＝Ｍ２／Ｍ１ （Ｃ２）
第二次测定时，将１号和２号吸收瓶对调，使气样先通过２号吸收瓶再进入１号吸收瓶，采样后

测定出１号吸收瓶样品浓度为Ｎ１；２号吸收瓶样品浓度为Ｎ２；计算比值：
Ｂ＝Ｎ１／Ｎ２ （Ｃ３）

两次测定完成后；按下述公式计算１号吸收瓶的吸收效率ｋ１和２号吸收瓶吸收效率ｋ２。
ｋ１ ＝（１－Ａ×Ｂ）／（１＋Ａ）×１００％ （Ｃ４）
ｋ２ ＝（１－Ａ×Ｂ）／（１＋Ｂ）×１００％ （Ｃ５）

在实际测定时，上述公式中的浓度值Ａ和Ｂ也可直接用仪器测定的吸光度值代替 （注意，Ａ和Ｂ
必须同时使用吸光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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