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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提要：

 二氧化硫的来源

 二氧化硫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目的要求：

 熟悉空气中SO2浓度的测定方法

 熟悉气象条件的卫生学意义及测定方法

 熟悉大气污染的评价方法





二氧化硫的物理性状：

 二氧化硫（化学式：SO2）,大气主要污染物
之一，无色气体，有强烈刺激性臭味，比重
1.4337，易溶于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6%E5%AD%A6%E5%BC%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1%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7


二氧化硫的测定方法

 盐酸副玫瑰苯胺比色法

 吸收液：四氯汞钾或甲醛溶液



甲醛溶液吸收－盐酸副玫瑰
苯胺比色法



实验原理

大气中的二氧化硫被甲醛溶液吸收后，生成
稳定的羟基甲基磺酸，加碱后与盐酸副玫瑰苯
胺（PRA）作用，生成玫瑰紫红色化合物，根
据颜色深浅来比色定量。



实验仪器及器材

小流量气体采样器，流量范围（0.2-1.0L/min）

棕色气泡吸收管

具塞比色管（25ml）

分光光度计



所需试剂：

甲醛吸收液

 0.025％PRA

0.3％氨基磺酸钠

2M 氢氧化钠

重蒸水



实验步骤

采样
1

制备标准系列
2

按顺序加样
3

分光光度计比色
4



采样步骤：

吸取8ml吸收液至气泡吸收管中，安装在小流
量气体采样器上，以0.5L/min 流量采气30分
钟（?），并记录采样现场的气压和气温。





采样步骤：

采气完毕后吸收液倒入25ml比色管中。

再吸2ml吸收液对气泡吸收管润洗，合并于比
色管中，定容至10ml，与标准管同步操作。



制备标准系列：

取6根25ml比色管，按表格制备标准系列，液
体总量均为10ml

管号 0 1 2 3 4 5

标准工作液（ml） 0.00 0.50 1.00 2.00 5.00 8.00

吸收液（ml） 10.0 9.50 9.00 8.00 5.00 2.00

SO2含量（ug） 0 0.50 1.00 2.00 5.00 8.00



按顺序加样

0.3％
氨基磺酸钠
混匀置10 

分钟

2M   

氢氧 化钠 重蒸水
0.025％

PRA

快速

分别向各比色管中依次加入



分光光度计比色：

盖塞颠倒混匀，室温下放置20分钟，于577nm
波长下测定吸光度。



计算方法：

以二氧化硫含量（ug）为横坐标，吸光度值

（A）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查标准曲线
得二氧化硫含量 C (ug）。

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mg/m3=ug/L)＝C/V0

——C为样品管中二氧化硫含量（ug）

——V0为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L）



二氧化硫标准曲线：

浓度（ug）

吸光度



计算：

换算成标准状态下体积的公式为：

式中：V0  ——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 L )

Vt ——现场状态下的采样体积(  L )

t ——采样时的温度( ℃ )

P ——采样时的大气压力(mmHg)

V0 
760)273(

273






t

P
tV  

1L=1dm3



气象条件的测定



气温的测定：

气温：即空气的温度，是不断变化的

气温的测定：应在室内的测定地点1.5
米处高度垂直固定温度计，温度计放
置5min后进行读数，眼睛和水银柱上
端保持水平



气湿的测定：
气湿：空气中含有水气的量

气湿的测定：将干湿球温度计垂直固定于测
定地点1.5m高度处，5-10min后即可读数。先
读湿球温度，再读干球温度，计算二者的差
数

转动干湿球温度计的圆滚筒直至显示出差数

与干球摄氏度的相交点的读数即为相对湿度
百分数



气湿的测定：

干湿球温度计 即读式温湿度计



气压的测定：

空盒气压计：使用前用水银气压计进行校正
，使用时，轻轻叩打2-3下，待指针稳定后，
再记下读数。





分组情况：

5人一组，分6组，在室外选择采样地点（食
堂、浴室或交通要道……）。

携带采样器材，包括采样仪，装了吸收液的
吸收管、空白管、温湿度计、空盒气压计，
标签、记号笔。检测完毕填写采样记录单。

每组需带一套标准。

一般在45min以内检测完毕，



卫生学评价：

SO2日平均最高容许浓度0.15mg/m3

SO2一次最高容许浓度0.5mg/m3



重庆南路校区采样点参考



气泡吸收管应接在球体一侧，切勿倒吸，损
坏机器

流量计预先调到所需范围，再开始采气

用分光光度计比色时，用吸收液调零

实验完毕后立即冲洗比色管



实验开始！



编号 采样点 SO2浓度
（mg/m3）

1 西院操场 0.038

2 老红楼 0.032

3 图书馆 0.064

4 南北高架 0.048

5 食堂 0.047

6 7楼天台 0.035

重庆南路校区各个采样点SO2浓度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