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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内容,而环境保护工作又是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做好环境监测,加大

对相关技术的研究力度,对于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目标有着重要作用。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在环境监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有助于分析环境中的化学成分含量和性质。本文就将对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在环境监测领域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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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在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可以提高监

测结果的准确性和灵敏度,通过全新的、精准的技术对环境

进行检测,从中获取检测数据,便于人们更好的开展环境保

护工作,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1 环境监测的重要性 

环境监测是对目前环境状况进行准确测定,明确其污染

情况,从而制定合理的解决措施,保护生态环境质量。随着工

业化发展的逐渐加快,人们环保意识的缺失,环境污染问题

越来越严重。工业生产中很多废弃物被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

中,这导致环境质量日益下降,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而通过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能够帮助环保人员及时了解和

掌握目前的环境状态,提出有效的治理方案,从而保护生态

环境质量,营造良好的生存空间。 

2 环境监测中常用的现代仪器分析技术 

2.1 分光光度分析法 

2.1.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简称 UV 法,其与朗伯比尔定律相

类似,是在分子选择性基础上进行光谱的吸收,保证峰值数

目、形状、波长等于分子结构之间有效连接,实现定量分析

的目的。紫外可见风光光度法在使用过程中所需的仪器设备

有单波长单光束直读式分光光度计,单波长双光束自动记录

式分光光度计和双波长双光束分光光度计。组成结构为辐射

源、单色器、式样容器、检测器、显示装置这五部分。其中

的辐射源需要具有连续、稳定的光谱特征,这样才能确保仪

器波段使用的合理性,如激光光源等；单色器主要是进行复

合光的分解,将其转变成单色光或者高纯度单色光束。一般

是由入射夹缝、出射夹缝、棱镜三部分构成的。 

式样容器分为石英池和玻璃池两种,石英池被应用在紫

外到可见区域内,而玻璃池被应用在可见区内；检测器有光

电倍增管、光电管和光导摄像管,其中光电倍增管的灵敏度

高；显示装置主要是微处理机和记录仪等设备为主,其可

以将监测到的数据信息直观的现实出来,便于工作人员检查

和分析。紫外分光光度法对于环境中含有的氮磷等营养物

质、油类、硫化物以及叶绿素等指标有着很好的监测效果。 

2.1.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简称 AAS,其属于原子定量分析法

的一种,主要是对气相中监测元素的基态原子所发出的光源

特征谱线进行吸收。其主要构成元素有光源、光源、原子化

器、单色器、背景校正系统、自动进样系统和检测系统这几

部分。其中的光源一般会利用待测元素作为阴极的空心阴极

灯；而原子化器则分为石墨炉、冷蒸气发生、火焰以及氢化

物发生原子化器这四种。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具有稳定性

好、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应用范围较广、适应性强等

特征,被广泛应用在食品、化工领域中,能够测定出污染物排

放中所含有的金属元素及含量。另外,该方法在使用过程中

存在的误差相对较小,能够有效提升监测结果的精确性与可

靠性,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助力。 

2.2 色谱分析法 

色谱分析法是目前分析速度 快、效率 高的一种环境

监测方式。色谱分析法主要利用了流动相和固定相的分配系

数以及吸附差别,来实现环境中污染物质的检测工作,并将

分析结果以色谱曲线的方式呈现出来,完成对样品的定量和

定性分析。现阶段环境监测中, 常使用的色谱分析法种类

有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以及离子色谱法这三种。主要

监测的对象为环境污染中含有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多氯

联苯、多环芳烃、有机氯农药等。 

2.2.1 气相色谱法 

简称 GC,是对多组分混合物进行分离测量的主要方式。

气相色谱法主要分为两种形式,气固色谱和气液色谱。气液

色谱属于分配色谱,气固色谱固定相为吸附剂,目前的气相

色谱法大多以气液色谱为主。 开始气相色谱法引进我国后,

主要被应用在土壤、水以及大气中污染源色的分析工作,针

对的是有机污染物,如苯、POPs 等。之后随着技术的不断发

展,其在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监测上有着显著效

果,且监测污染物的数量与种类也在不断提升,这为我国环

境监测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2.2 高效液相色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具有高压、高速、高效、高灵敏度、适

应范围广的特征,在对有机污染物的监测上有着较大优势,

且能够确保监测结果的精确性,保证环境监测工作质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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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法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性,不过在监测

效果上,高效液相色谱法要略胜一筹,其弥补了气相色谱法

监测中存在的不足,提升了水、土壤等样品中有机污染物的

监测效率。同时该方法的回收效率较高、色谱柱可反复使用,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监测的便利性。不过高效液相色谱

法在使用中很容易出现柱外效应,降低了柱效率。 

2.2.3 离子色谱法 

离子色谱是在高效液相色谱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新

型分析方式。在实际工作中,首先会将阴离子和阳离子样品

通过阴阳离子交换柱进行有效分析,之后利用泵将分离后的

阴阳离子输送到色谱柱中,并置换成色谱柱所需的离子类型,

然后再通过检测器完成基线转换。接下来再将样品离子传输

到树脂柱中,加入适量的洗脱液来实现离子的有效转换,这

一过程中,如果离子浓度大于洗脱液,总离子的浓度则会明

显上升,进而产生脉动效应,生成相应的正峰值,反之则会生

成负峰值。通过对峰值的分析来确定污染物质的含量。 

进样后,洗脱液离子会被输送到色谱柱中,沿柱移动,根

据样品离子移动速度的不同来实现离子的有效分离。在离子

交换色谱分离时,淋洗液具有相当高的背景电导。通过新技

术的有效应用,离子色谱的淋洗背景得到了显著降低,提高

了被测样品的电导值,增强了分析灵敏度。 

离子色谱法主要分为抑制型离子色谱和非抑制型离子

色谱两种模式,其对硝酸根、硫酸根、氟、氯等阴阳离子有

着很好的分析作用。该技术在目前化学品、农业、城市用水

以及电子工业等领域中有着显著应用。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

和发展,淋洗液生成器得到了广泛推广,大大提高了离子色

谱法的检测效率和检测的专业性,改善了环境监测的质量,

加强了操作的便捷性。同时通过离子交换色谱分离离子的良

好效果与检测限更低的质谱相融合,强化了交换色谱与质谱

之间的连用效果,为离子交换色谱的发展提供了助力。 

2.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法简称ICP-MS,主要由五部分

构成,即四极质谱仪、等离子体发生器、炬管、雾化室和离

子探测器或收集器。具体工作原理为：利用雾化器进行样品

收集,并将收集到的样品置入到光源中,进行离子化气体的

解离,将解离后的离子收集起来形成分子束。然后再采用四

极质谱分析器完成分析工作,并传输到离子探测器中,实现

定量分析。该分析方法的发展时间相对较长,且通过 ICP 的

高温电离特性以及 MS 的灵敏、快速扫描特定的有效结合,

实现了对地球上各种元素的分析和监测,满足了线性范围

宽、检出限低、谱线简单,且可实行多元素分析的要求。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法的优势有：检出限极相对较

低、基体效应小、动态线性范围宽、谱线简单及能快速测定

同位素比值。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法在环境监测中

的应用,可以对土壤、水、生物中含有的锌、锡、锶、钒、

锰等金属元素含量予以准确掌握,为后续治理措施的建立提

供更多精准的数据支持。 

2.4 色谱-质谱联用法 

该方法用以区分色谱系统而分为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和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两种类型。通过合适的接口把气相色谱

与质谱相接合,质谱定性鉴定的优越性和气相色谱显著的分

离效能将充分融合而完成未知物的分离定性,并极大地应用

到初始分析有机污染物中。但 GC-MS 法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

得以运用,其原因在于:必须气化分析样品几乎不能分析处

理极性、热不稳定和大分子化合物。相对于 GC-MS,LC-MS 的

诞生略迟,分离手段采用了高效液相色谱,这有效地增强了

分析处理复杂组分的能力,并很成为测热不稳定性污染物和

定极性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如今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不论是污

染物的数量还是忠烈都在大大增加,而这无疑会对生态环境

造成严重威胁,故而我们就应通过对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的良

好应用来 大程度的保障环境监测效果,进而推进我国生态

环境的更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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