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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简介：空气、水和土壤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又是不可替
代的重要自然资源，它不仅与工农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积累的环境污染问题开始显现，各类污染事
故、环境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矛盾日渐突出，如何紧
扣“说清环境质量现状及其变化趋势、说清环境污染源状况、说清环境潜在的风险”这一中心工作，
进一步加强环境质量监测、重点污染源监测以及环境监测预警体系的建设，强化环境监测的基础支撑
地位，充分有效地开展环境保护和环境监测工作，是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者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环境监测化学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气相色谱作为一种经典的分离技术和分析方法，在
过去的几十年中，以其强大的分离效能、快速灵敏的检测能力和准确有效的测定结果，极大地推动了
环境监测化学的发展，在各种常规有机污染物监测分析，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测分析等方面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已为国内外众多环境监测标准方法和技术规范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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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吸附管采样一热脱附法解吸是利用吸附剂吸附待测化合物，使其与样品基体分离以实
现富集浓缩目的的一种前处理技术。
目前，被吸附物的脱附通常有溶剂洗脱法和热脱附法两种方法。
热脱附是指利用热量和惰性气体将挥发性有机物从固体或液体样品中洗脱出来，并直接利用载气将挥
发性有机物送至气相色谱仪分离和检测，它不需要使用有机溶剂，适用于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物的
前处理。
与溶剂洗脱法相比具有可全部进样、不需要使用有机溶剂、无溶剂峰、不带入其他杂质、吸附管可重
复使用等优点。
常用的固体吸附剂有活性炭、硅胶和有机多孔聚合物吸附剂等。
一种吸附剂对某种化合物吸附能力常用穿透体积表示，可通过测定20℃时保留体积来计算吸附剂的吸
附容量。
固体吸附剂采样时，建议采样流量为10-200mL／min，流速太低会导致分析物质在吸附剂上扩散。
流速升高则会降低吸附剂的吸附容量。
样品的采样体积可根据待测所估测污染物浓度大小、相关评价标准限值和所使用方法的检出限宋决定
，同时还应考虑到所用吸附剂的吸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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