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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聚乙二醇6 000柱气相色谱法分离测定车间空气中苯。

    本标准适用于测定苯生产和使用场所空气中苯的浓度。

2 原理

    用活性炭采集空气中苯，热解吸后进样，经聚乙二醇6 000柱分离后，用氢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以
保留时间定性，峰高定量。

3 仪器

3.1 活性炭管:用长150 mm、内径3. 5-4. 0 mm、外径约6 mm的玻璃管，装人100 mg 20̂-40目椰子

壳活性炭，两端用少量玻璃棉固定，此管可供短时间内使用。也可装入长250 mm、内径同上的玻璃管，
此管可长期保存应用。在装管前，应先将活性炭于300̂ 350℃通氮气处理 3̂-4 h。装管后再用氮气于相

同温度下吹2̂-3 min，也可装管前不处理，装管后用氮气于上述温度下吹5̂ 10 min,短时间内应用或
熔封保存。

3.2 采样泵，0-1 L/min,

3.3 注射器，100 mL, l mL,

3.4 微量注射器，10 pL, l pL,
3.5 热解吸装置:热解吸装置主要由加热器、控温器、测温表及气体流量控制器等部分组成，控温范围

为100-350'C，解吸气体为氮气，流量控制范围为50̂ 100 mL/min。所用热解吸装置的结构应使活性
炭管能方便地插入加热器中，并使通过管中气体先经预热，活性炭受热均匀。

3.6 气相色谱仪，氢焰离子化检测器，0. 5 ng苯给出的信噪比不低于3 } 10色谱柱:柱长2m、内径

4 mm不锈钢柱。
      聚乙二醇6 000:6 201红色担体=5:100;

      柱温:90'C;

    汽化室温度:1400C ;
    检测室温度:1400C;

    载气(氮气):30 mL/min,

4 试剂

4.， 苯，色谱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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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聚乙二醇6 000，色谱固定液。

4.3  6 201红色担体 ，60-80目。

5 采样

    在采样地点打开活性炭管，两端孔径至少为2 mm，垂直放置，以。.1̂-0.2 L/min的速度抽取1 I,

空气。采样后将管的两端套上塑料帽，带回实验室分析。

6 分析步骤

6.1 对照试验:将带到现场但未采样的活性炭管与样品同时分析，作为对照。

6.2 样品处理:采完样品后，应套好塑料帽。如不能即时分析样品，可将炭管置冰箱冷藏。

6.3 标准曲线的绘制:用微量注射器准确抽取一定量的笨(于20℃时1 WL苯质量为。. 878 7 mg)，注

入100 mL注射器中配成一定浓度的苯标准气。取一定量的苯标准气，用清洁空气稀释成。. 02 , 0. O5 ,
0. 1,0. 2,0. 4 pg扭L的苯标准气，分别取1 mL进样，测量保留时间及峰高，每个浓度重复3次，取峰高

的平均值，以苯的含量对峰高作图，绘制标准曲线。保留时间为定性指标。

6.4 测定:把样品管与 100 mL注射器相联，放热解吸装置上，用氮气以50̂"60 mL/min的速度于300

-3500C解吸，解吸体积为100 MI，取1 MI解吸气进样，用保留时间定性，峰高定量，色谱图见下图。

  时间，min

苯标准色谱图

计算

7.1 按式(1)将样品体积换算成标准状况下的体积。

V。二 V X
273

273+ t _P101.3 (1)

式中:V}— 标准状况下的样品体积，L;

      V— 样品体积，L;

        t— 温度，℃;

      P— 大气压力，kPa.

7.2 按式(2)计算苯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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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
X 100 (2)

式 中:X一 空气中苯的浓度,mg/m';
— 所取解吸气中苯的含量,pg;

— 标准状况下的样品体积，I;

— 解吸效率 。

c

玖

刀

说明

8. 1本法的检测限为。. 5 x I o-0 pg(进样1 mL解吸气样品)。
8. 2  GH-1型活性炭较适合苯采样及热解吸的要求。

8.3 因使用的热解吸仪器不同，解吸温度可略有差异，一般苯在300'C时解吸即接近完全，当苯、甲苯、

二甲苯共存时应于350℃下解吸。

8.4 在应用热解吸方法时，应首先试验被测有机化合物在该解吸温度下的解吸效率，解吸接近完全时

方可使用。如解吸效率低，但结果尚稳定，在用标准气定量计算结果时应于校正。

8.5 采样现场的共存物，其保留时间与苯相近时，干扰苯的测定，此时可变换色谱等操作条件予以排

除。

8.6 为简化日常工作中的配气操作，可在使用动态配气法配制一定浓度该有机气体的同时，采集一定

体积的标准气体通过活性炭管，使活性炭管吸附一定量的有机化合物，作为标准管熔封保存。气相色谱

分析时，标准管可与样品管一起解吸，以进行样品管的定性、定量。使用活性炭标准管进行定量是很方便

的，计算结果时一般不用校正，但标准管与样品管应为同一批活性炭。如保存得当，许多化合物标准管的

使用 时间可达一年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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