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界水体联合监测中总磷测定的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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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不同分析方法#去浊度手段和预处理方式对地表水总磷测定的影响" 结果表明'钼酸铵分光光度法在跨界

水体联合监测中较连续流动分析法#氯化亚锡还原光度法#孔雀绿 ,磷钼杂多酸分光光度法更为适用$在水样没有色度的

情况下!采用浊度 ,色度补偿法和离心法都能有效消除浊度干扰!相对误差 wv#$f$预处理方式的不同是导致各监测单

位测定结果可比性差的最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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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然水和废水中!磷以各种形态存在" 总磷
是指正磷酸盐#缩合磷酸盐和有机磷的总和 )#* "
水体中磷含量过高会导致藻类过度繁殖#水体溶解
氧下降#透明度降低#水质变坏 )" ,%* " 因此在水质
监测中把总磷作为重要的监测项目和水质评价指

标" 根据.跨界%省界#市界&水体水质联合监测实
施方案/进行跨界断面监测时!发现存在双方环境
监测部门总磷监测结果可比性较差的问题" 李晓
等

)+*
指出样品采集后自然沉降时间不一致是导致

分析结果差异较大的重要原因!娄保锋等 )V*
的研

究结果表明!浑样#澄清样和清样总磷浓度监测值
之间存在显著差别!但都未系统探讨可比性差
的因素"

现对水样采用不同的预处理方式#去浊度手段
及分析方法进行比对监测!从而为各实验室选择合

适的前处理及分析方法提供依据"

#!实验部分
#N#!主要仪器

((% 连续流动分析仪%德国 WH(1t_=0WW0
公司&!*"%$G型可见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析仪器
厂&#2&b,.G+) ,"'$. 手提式压力蒸汽灭菌器
%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_,V(
台式离心机%上海菲恰尔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N"!主要试剂

#$f抗坏血酸!Vf过硫酸钾!钼酸盐溶液!磷
标准使用液%" @8̂_!临用现配&!浊度 ,色度补偿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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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t#& 硫酸和 #$f抗坏血酸按照体积比 "x#
混合而成!当天配制&!氯化亚锡溶液!#N#"f孔雀
绿溶液!#f聚乙烯醇溶液!磷酸盐磷溶液标准物质
%G.\$* ,#"*$ ,"$$$!V$$ @8̂_!环保部标样所&!
实验用水均为去离子水"
#N%!样品预处理

采集不同河水样品!分别采用 + 种不同预处理
方式对同一水样进行预处理" 预处理一'静置 #' 6
取上清液$预处理二'采样现场将水样摇匀后!静置
%$ @<4!将不含沉降性固体但含有悬浮性固体的水
样移入盛样容器并加入保存剂!实验室内将水样混

匀取水样
))* $预处理三'水样混匀静置 %$ @<4 后!

取上层部分$预处理四'水样混匀后取样"
#N+!测定方法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 !连续流动分析法 )'* !氯

化亚锡还原光度法
)-* !孔雀绿 ,磷钼杂多酸分光

光度法
)#* "

"!结果与讨论
"N#!+ 种分析方法的比对测定

选取对应水样浊度最大的预处理方式四对水

样进行预处理后测定总磷!分析结果见表 #"

表 #!+ 种方法测定地表水中总磷结果比较 @8̂_

水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经浊度 ,色度补偿& 连续流动分析法 氯化亚锡还原光度法
孔雀绿 ,磷钼杂多酸

分光光度法

# $N#VV $N#+* $N#V$ $N#V#
" $N#"$ $N#$$ $N##' $N##*
% $N%VV $N%++ $N%V' $N%+#
+ $N"$' $N#') 显色后褪色 $N"#"
V $N##) $N#$" $N##" $N#$-

!!由表 # 可见!混匀后的水样用连续流动分析法
测定的结果较用浊度 ,色度补偿过的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结果偏低!可能是连续流动分析法取样量
少!未完全取到较大颗粒物所致!而颗粒物包含着
有机磷和无机磷

)#$* !直接影响到总磷的测定结果"
而采用氯化亚锡还原光度法测定部分水样时出现

显色后褪色的情况!导致显色不稳定无法准确测
定!孔雀绿 ,磷钼杂多酸分光光度法最高测定浓度
值为 $N%+# @8̂_!只适合测定环境水样的微量磷!

对于高浓度的水样只能取微量体积水样!使样品缺
乏代表性!因此在跨界水体联合监测中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更为适用"
"N"!不同去浊度方式对水质测定结果的影响

同一水样分别采取预处理三和四的方式进行

处理后!各取 % 份!一份不进行浊度 ,色度补偿!一
份进行浊度 ,色度补偿!一份消解显色 #V @<4 后
离心 #$ @<4!然后统一采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进行
测定!所得结果见表 ""

表 "!浊度 ,色度补偿与离心法去浊度分析结果对比 @8̂_

去浊度方式
预处理四 预处理三

# " % + V # " % + V
无浊度 ,色度补偿 $N#)$ $N"'# $N+"# $N"*" $N#V" $N#%# $N""" $N%)- $N"#- $N#"-
浊度 ,色度补偿 $N#"% $N"%$ $N%+" $N"## $N#"# $N##$ $N#V' $N"-$ $N#)* $N#$*

离心法 $N##+ $N"%# $N%V" $N"$* $N### $N#$$ $N#+% $N"*' $N#V' $N##"

相对误差! f̂ ,*N% $N+ "N- ,#N- 'N% -N# ,-NV ,+N# ,VN+ +N*

!浊度 ,色度补偿与离心法进行比较"

!!由表 " 可见!采用浊度 ,色度补偿和离心法都
能有效消除浊度干扰!测定结果相对误差 wv#$f!
当水样有色度干扰时!应选择浊度 ,色度补偿法去
除干扰

)##* "
"N%!不同预处理方式对水质测定结果的影响

同一断面水样!按 #N% 中 + 种预处理方式进行

处理!采取浊度 ,色度补偿来消除浊度干扰!钼酸
铵分光光度法测定!所得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见!不同预处理方式对总磷测定结果
影响显著!随着预处理方法 # 到 + 所取水样颗粒物
浓度的逐渐升高!总磷测定结果逐渐增大!补偿前
后的测定结果差值也逐渐增大!即浊度逐渐加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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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浊度 ,色度补偿后总磷的测定结果也逐渐升高!
说明颗粒物中的磷含量对水中总磷的贡献很大"

相比分析方法和去浊度方式!预处理方式的不同才
是决定总磷测定结果的最关键因素"

表 %!不同预处理方式下的总磷测定结果 @8̂_

预处理方式
水样 # 水样 " 水样 % 水样 + 水样 V

未补偿 补偿 未补偿 补偿 未补偿 补偿 未补偿 补偿 未补偿 补偿

预处理一 $N#"% $N#$) $N"$# $N#'# $N#)" $N#+$ $N%## $N"') $N")* $N"+'
预处理二 $N#%- $N##$ $N""V $N#-) $N#'* $N#V- $N%%' $N%$) $N"-$ $N")%
预处理三 $N#*V $N#%) $N")- $N""+ $N""V $N#*V $N%'$ $N%"* $N%%V $N"'V
预处理四 $N"+% $N#'* $N%V) $N"-$ $N%$% $N"%" $N+V$ $N%** $N+$* $N%%"

%!结语
在同一断面的同步监测中!分析方法#去浊度

方式以及预处理方式的不同均是导致各单位总磷

测定结果可比性差的原因" 在跨界水体总磷联合
监测中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最为适用$采用浊度 ,色
度补偿法和离心法都能消除浊度的干扰!但是在水
样有色度时!只能采用浊度 ,色度补偿法$预处理
方式的不同是导致测定结果可比性不强的最主要

原因!颗粒物浓度差异直接影响总磷测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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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江苏省环保厅召开*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解读通气会
近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 年 # 月 + 日下午!省环保厅召开新闻通气会!江苏

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王水!对.方案/进行了详细解读"

江苏+土十条,出台背景!国务院于 "$#) 年 V 月 "' 日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纲领" 为切实加强我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根据国务院要求!立足江苏省情和土壤污染防治

实际需要!省政府制定了.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了我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措施"

江苏+土十条,的作用和意义!土好才能粮好!土安方能居安" 江苏+土十条,的出台!是江苏省委#省政府深入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系统开展污染治理的又一重大举措"

主要目标和措施!总体目标是!到 "$"$ 年!全省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

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 到 "$%$ 年!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

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 到本世纪中叶!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主要举措包括十个方面!一是摸底数" 即开展土壤污染调查" 二是防新增" 即严控新增土壤污染" 三是控来源" 即

严格管控现有污染源" 四是安全用" 即加强农用地安全利用" 五是防风险" 即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六是减存量" 即

逐步开展治理与修复" 七是严执法" 即推进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建设" 八是强科技" 即加强科技研发" 九是共参与" 即发

挥政府主导作用" 十是严考核" 即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责任追究"
摘自 LLLNZB6SN87MNA4 "$#*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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