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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烷总烃样品保存时限探讨

彭涛!陈蕾
"扬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江苏3扬州3112%%/$

摘3要!非甲烷总烃在监测过程中$废气样品保存容器的选择和保存时间的长短对分析结果有重要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使用玻璃注射器保存样品$应在 \ C 内完成分析'使用泰德拉惰性气袋保存样品$保存时间可延长至 0\ C$如废气中主要组

分为沸点高于 $2%^的高沸点化合物$则应在 \ C 内完成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关键词!非甲烷总烃'废气'样品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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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非 甲 烷 总 烃 " EM.@7KPC?.K<UONMQ?NTM.-$
E7<6#是用于监控企业排放废气中有机污染的常
用综合性指标

)$* &
在相关监测方法

)1 42*
中对废气样品的保存时

限要求不尽相同!-<I*L'\($(((.中规定样品放
置时间不超过 $1 C$-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 0 版增补版#中的+总烃和非甲烷烃测定方法
一";#,规定使用玻璃注射器保存样品$放置不超
过 $1 C'-<I/'1(1%$0.中规定使用氟聚合物薄膜
气袋保存样品$一般在 \ C 内完成分析'-<I)%0(
1%$$.中规定使用玻璃注射器保存样品$当天完成
分析& 以上标准不仅保存时间不一致$而且规定的
保存时限较短$在实际工作中常难以实施&

依据 已 发 布 的 非 甲 烷 总 烃 环 境 管 理 要

求
)) 4$2* $结合本地实际$采集部分典型行业废气样

品$同时购买 ' 种商品化标气$以监测工作中最常
用的全玻璃注射器和泰德拉惰性气袋为样品保存

容器$研究样品的保存时效$以期为废气中非甲烷
总烃的监测工作提供合理的保存时限参考&

=>实验部分
$&$3仪器与材料

)\1% 型气相色谱仪"美国 AH,FK.P公司#$具双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进样阀带 $ R]定量环& 色
谱柱!甲烷柱$不锈钢材质$长 1 R$内径 0 RR$内
填充 )% \̀% 目 5!f42%1 担体'总烃柱$不锈钢材
质$长 1 R$内径 0 RR$内填充 )% \̀% 目硅烷化玻
璃微珠& $%% R]全玻璃注射器"上海兰博贸易有
限公司#'0 ]泰德拉气袋"上海磐合科技仪器有限
公司#&

氢气"(((&((a#由 85<42%% 发生器产生'
钢瓶氮气"(((&(((a$南京特种气体厂#'无烃空
气$钢瓶空气除烃炉净化'挥发性有机物混合标气
"武汉纽瑞德气体有限公司#!]#E!:L"4$0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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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组分#和 ]#E!:L"4$2"含 )2 组分#$各组分浓
度均约为 $ !RMF*RMF'甲烷*丙烷混合标气 "南京
特种气体厂#$甲烷%丙烷浓度均约为 \ !RMF*RMF&
$&13实验方法
$&1&$3实验步骤

参照-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 0 版增
补版#中的+总烃和非甲烷烃测定方法一";#,&
$&1&13样品保存实验

将甲烷*丙烷混合标气或保存于泰德拉惰性气
袋中的废气样品充入多只玻璃注射器$针头端向下
避光保存$立即开始测定第一只样品的非甲烷总烃
浓度$记为 % C$然后每间隔数小时测定一只样品&

将 L"4$0%L"4$2 标气充入泰德拉惰性气
袋$立即取气袋中样品开始初次测定非甲烷总烃$
然后每间隔数小时测定一次&

将保存在泰德拉惰性气袋中的废气样品尽快

送回实验室开展初次测定非甲烷总烃$然后每间隔
数小时测定一次$初测时间为采样至分析的实际
时间&

以非甲烷总烃回收率表征保存效果$回收率
"a# k测定浓度*初测浓度 _$%%$非甲烷总烃浓
度以甲烷计$试样常温避光保存&

?>结果
1&$3玻璃注射器保存结果

甲烷*丙烷混合标气的非甲烷总烃初测质量浓
度为 $)&$ RH*R'$' 种实际样品的非甲烷总烃初测
质量浓度分别为 2&/%$1(&% 和 '\&$ RH*R'& 由表
$ 可知$标气和实际样品在玻璃注射器中保存 \ C
时的非甲烷总烃回收率都能保持在 \%a左右$到
$1 C 时$非甲烷总烃回收率最低已降至 )2&0a$且
随着保存时间的延长持续下降$因此将玻璃注射器
保存时限调整为 \ C 较为合适&

表 =>E7<6在玻璃注射器中的保存效果 a

保存

时间

甲烷*丙烷
混合标气

热轧炉

废气

炼焦炉

废气

制药厂

废气

% C $%% $%% $%% $%%
1 C (0&) ()&/ ($&1 (/&(
0 C (%&$ ($&1 \/&( (1&%
) C \2&1 \0&2 \1&) \2&%
\ C /(&\ \%&2 /\&2 /(&)
$1 C )2&) /$&% )2&0 /%&0
10 C 0$&) '2&) 1\&$ ''&'

1&13泰德拉气袋保存结果
1&1&$3标气保存结果

挥发性有机物混合标气在泰德拉气袋中保存$
非甲烷总烃回收率随时间变化趋势见图 $& L"4
$0 标 气 初 次 检 测 非 甲 烷 总 烃 质 量 浓 度 为
/)&( RH*R'$保存 $1 C 时回收率为 \0&(a$保存
/1 C 时回收率为 /\&%a'L"4$2 标气初次检测非
甲烷总烃质量浓度为 /$&' RH*R'$保存 $1 C 时回
收率为\%&1a$保存 /1 C 时回收率为 /2&)a& 1
种标气在 % $̀1 C 非甲烷总烃回收率下降显著$在
$1 /̀1C 下降趋势趋缓$并在 /1C 时$非甲烷总烃
回收率仍维持在 /%a以上$处于可接受范围&

图 =>非甲烷总烃在泰德拉气袋中的保存效果

1&1&13实际样品保存结果
选择 ' 家本地企业和 ' 家异地企业进行废气

样品采集$分别于采集后 $ C 和 10 C 进行初次测
定$' 家本地企业废气中非甲烷总烃质量浓度的初
测值分别为 0&2'$$ ')\ 和 2&%/ RH*R'$' 家异地
企业废气中非甲烷总烃质量浓度的初测值分别为

2&\1$1(&\ 和 '(&2 RH*R'& 表 1 和表 ' 分别给出
了本地企业和异地企业废气保存在泰德拉气袋中

时非甲烷总烃回收率随样品保存时间的变化情况&

表 ?>本地实际样品中 E7<6在

泰德拉气袋的保存效果 a

保存时间 石化废气 油库废气 喷漆废气

$ C $%%&% $%%&% $%%&%
1 C (2&) (\&1 \)&1
) C /\&0 (%&\ 2)&/
$2 C /2&$ \\&/ 20&'
$( C /1&0 (%&1 22&\
12 C /'&) \(&2 2/&)
0' C /$&\ (%&$ 22&0
/1 C /$&2 \(&2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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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异地实际样品中 E7<6在

泰德拉气袋的保存效果 a

保存时间 热轧炉废气 炼焦炉废气 制药厂废气

10 C $%%&% $%%&% $%%&%

00 C ((&/ ((&) (/&2

/1 C $%0&\ $%$&$ (/&2

$%0 C $%'&0 $%$&\ (/&/

$10 C $%'&\ $%$&0 (/&/

$0\ C $%1&) $%1&$ (\&1

$/2 C $%'&$ ((&' (\&%

$(( C ((&% (\&( (/&2

1$( C $%1&1 ((&) (\&2

1($ C $%1&) $%%&0 (/&%

结果显示$' 种本地实际样品在 ) C 内非甲烷
总烃回收率显著下降$然后趋于稳定'' 种异地实
际样品在 10 /̀1 C 非甲烷总烃回收率保持稳定$
基本没有损失&

F>讨论
玻璃注射器价格低%易清洗%可多次重复使用$

且操作简单$在工作中使用最多& 但样品保存效果
较差$在 \ C 内非甲烷总烃回收率结果尚可接受&
据分析$玻璃注射器的回收率下降与气密性不
佳

)$)* %样品组分的冷凝吸附有关&
泰德拉惰性气袋价格高$但气密性好%惰性强&

样品保存于泰德拉惰性气袋中$/1 C 内非甲烷总
烃回收率基本可保持在 /%a以上"表 1 中喷漆废
气因二甲苯等组分的沸点较高$在 $0%^左右$所
以使得非甲烷总烃回收率略低#$样品达到平衡后
稳定状态甚至可达 $% O 以上"见表 '#&

样品回收率的高低除了与保存装置的气密性

有关$还与所包含化合物的沸点有关$沸点越高回
收率越低& 谭培功等 )$/*

研究指出$泰德拉惰性采
样袋保存效果与化合物沸点相关$沸点在 $2%^以
下的化合物$吸附不明显&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
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I/'1(1%$0#的附录
表 A&$ 中列出的在泰德拉气袋中保存 10 C 回收率
低于 2%a的二氯苯%三氯苯%六氯丁二烯等几种化
合物$经分析$沸点均高于 $2%^&

综合考虑气袋保存实验结果%实际监测可操作
性$同时兼顾不可知样品$测定非甲烷总烃时$泰德
拉惰性气袋保存时限定为 0\ C 较为合适& 在监测
中$如发现排放废气中主要组分为二氯苯%三氯苯%

六氯丁二烯等沸点高于 $2%^的高沸点化合物$则
应在 \ C 内完成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在非甲烷总烃实际监测工作中$若想达到监测
结果与废气原始排放一致$采用在线监测方式最
佳& 采用现场采样然后送实验室分析的方式$则时
间越短$测定结果越接近原始排放浓度& 由于分析
时间不一致会导致分析数据不可比$为了增强数据
的可比性$建议等样品平衡稳定后测定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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