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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油开采过程中,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污染。为此,应当从采取合理可行的方法,对环境中的石油污染物进行检测分析,

为污染治理提供依据。基于此点,文章从环境中石油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分析入手,提出一种超声萃取红外测定的检测分析方法,

通过实例,对该方法的可靠性进行验证。以期对石油污染物检测水平的提升有所帮助。 

[关键词] 石油；污染区；超声萃取；检测分析 

 

1 环境中石油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石油是一种烃类混合物,埋藏于地壳当中,需要通过开

采的方式来获取。在石油采、运、装卸、加工及使用等环节

中,都可能产生石油污染。一方面,石油会对地表水造成污染,

由于水体本身具有流动性和循环性,一旦受到石油污染,则

会导致污染范围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石油还会造成土壤

污染,土壤作为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受到石

油污染,相关的污染物会随着地表径流及渗透作用,造成地

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石油污染物对土壤的污染具有长期性和

累积性,当土壤被石油污染之后,其与外界环境的物种能量

交换将会中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本身的结构及性质将

会发生改变,当土壤的生产功能遭到破坏之后,其上的植物

会死亡,进而引起水土流失,严重时会形成土地沙化。 

2 环境中石油污染物的检测分析方法 

2.1污染物萃取 

石油污染物具有一定的渗透性,如果停留在土壤中的时

间过长,则会使污染物向土壤内部扩散的可能性增大,在这

一前提下,污染物则会转换成稳定的形态,由此会增大污染

物的萃取难度。想要达到理想的污染物萃取效果,一方面要

保证选用的萃取剂具有较强的吸附力,至少要超过土壤颗粒

对石油污染物的吸附力；另一方面要确保萃取剂能够与石油

污染物充分接触。鉴于此,在对环境中的石油污染物进行检

测分析时,应当对萃取剂和萃取方式进行合理选择。相关研

究结果表明,四氯化碳和三氯甲烷均可作为石油污染物的萃

取剂,而前者的萃取效果要优于后者。因此,可以选用环保型

四氯化碳作为石油污染物的萃取剂。 

2.2实验过程 

2.2.1试剂与仪器 

本次实验中,使用的主要试剂和仪器设备如表1所示： 

表1  实验试剂与仪器 

试剂 仪器

萃取剂：四氯化碳(环保型) 超声清洗仪(功率＞25W)

无水硫酸钠 红外分光光度测油仪(CHF-1100型)

硅酸镁 电子天平(常规)

正十六烷 比色管(50ml)

甲苯及石油类标准溶液 砂芯漏斗(40ml)  

2.2.2试样制备 

在对试样进行制备的过程中,可以从未被农药和有机物

污染的区域内,挖取地表以下20-30cm左右的土壤,取土重量

控制在5kg左右即可,然后将土壤中掺杂的砂砾、树根去除掉,

并将土壤混匀,采用四分法将土壤样品缩分为1kg左右,进行

风干、碾碎,过60目的筛子。筛好的样品防入加热设备中,

在500℃的高度条件下进行加热,时间控制在2h。待样品冷却

至100℃后,转入干燥箱,冷却至室温。将样品放入到四氯化

碳中浸泡,时间控制在12h,取出后,放入超声清洗仪进行萃

洗,将萃洗后的CCl4在测油仪上空白值扫描,显示值为零后

停止。最后将样品进行干燥处理后,装入玻璃瓶备用。称取

10g样品,放入比色管内,加入石油类标准溶液,并使溶液淹

没样品,当固液达到平衡后,对体积进行记录,然后密封存放,

时间为72h。 

2.2.3关键参数确定 

萃取剂的挥发情况主要取决于容器的大小,若是萃取剂

的挥发量过大,则可能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因此,必须对萃

取容器进行合理选择。通过查询相关资料,并根据类似实验的

经验,最终决定选取容量为50ml的带盖比色管作为萃取容器。 

(1)超声强度。本次实验中,选用的萃取剂为四氯化碳,

在实验过程中,超声强度对萃取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

需要对超声强度进行确定。具体做法如下：将适量的自来水

加入到超声清洗仪当中,对温度进行设定,以接近室温的温

度为宜,即20℃,然后分别在10W、20W、25W、30W、40W的超

声功率下,对样品进行超声萃取,时间均为30min,萃取后,用

测油仪对石油污染物的含量进行测定,最后分别对不同功率

下的回收率进行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不同超声功率下的回收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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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中能够清楚的看到,超声功率在25W时,回收率最

高,为91.2%,功率继续增大,回收率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基

本维持在90%左右。由此可见,超声清洗仪的功率大于25W,

可以达到实验要求。 

(2)温度。在萃取过程中,温度对萃取结果具有一定的影

响。因此,确定最佳温度尤为必要。将超声清洗仪的功率设

定为25W,将水浴温度分别调节至20、30、40、50和60℃,萃

取时间为30min,通过测油仪对石油污染物的含量进行测定,

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不同水浴温度的测定结果 

从图2中能够清楚的看到,水浴温度在20-40℃时,测定

结果的变化并不明显,浮动比例非常小,而当温度达到50℃

后,测定结果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在实验过程中,应

当确保水浴温度不超过40℃。由于20℃与40℃的测量结果差

值较小,而20℃与室温相同,比较容易达到,所以水浴温度选

择室温即可满足实验要求。 

(3)萃取时间。萃取时间的长短对萃取效果具有一定的

影响。因此,必须对萃取时间进行合理确定。将超声清洗仪

的功率设定为25W,水浴温度设定为20℃,然后对样品进行超

声萃取,萃取时间分别为20、30、40、45、50、60和80min,

并用测油仪对萃取结果进行测定,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不同萃取时间下的萃取结果 

从图3中能够清楚的看到,萃取时间超过30min后,测定

结果的变化并不明显,由此说明,样品中的石油污染物在

30min内可以基本完成萃取。为确保萃取效果,在实验中可适

当延长萃取时间10-15min左右。 

(4)过滤方法。在实验过程中,需要将萃取液与土壤进行

有效分离,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砂芯漏斗进行过滤,其原理

如下：让萃取液从铺有无水硫酸钠的砂芯漏斗中通过,由此

能够使固体杂质被有效去除,并且萃取液中多余的水分也会

被过滤掉,从而降低对测油仪检测结果准确性的影响。 

(5)萃取液净化处理。样品通过四氯化碳在超声清洗仪

中进行萃取后,能够得到总萃取物,若是直接用红外测油仪

进行检测,所得进的结果为样品中所含的总油。而总油中除

了包含石油污染物之外,还有少部分动植物油。为对石油污

染物的含量进行测定,需要将杂志去除掉。对此可以采用硅

酸镁进行吸附。 

2.2.4检测步骤。通过对实验中关键参数的确定,可得出

超声萃取红外测定方法的具体实施步骤,如图4所示： 

 

图4  超声萃取红外测定的检测流程示意图 

3 应用实例 

为验证上文中提出的石油污染物检测分析方法的可靠

性,选取河北省某地区的油井作为监测对象,以抽油机作为

中心,分别在四个方向布设采样点,对地面以下20-40cm左右

的土壤进行采样,将采集到的样品进行混合。因采集到的样

品比较干燥,经测定后,含水率满足检测要求,故此直接将样

品磨碎,称取10g样品,以上文中提出的实验方法对样品中的

石油污染物进行检测分析。 

3.1检测步骤 

Step1：称取样品10g,装入50ml的比色管当中,向管内加入

四氯化碳40ml,拧紧管塞,放入超声清洗仪中进行超声萃取； 

Step2：将超声功率设定为25W,水浴温度调节为20℃,

超声振荡时间设置为30min,振荡完毕后,将比色管取出,轻

轻摇晃,使样品与四氯化碳充分接触,借此来增加萃取效率,

之后再萃取10-15min左右即可； 

Step3：将萃取液倒入装有无水硫酸钠的砂芯漏斗当中,

用四氯化碳对比色管及漏斗进行洗涤,同时洗涤液一并加入

到容量瓶内,定容至标线； 

Step4：将萃取液静置15min左右,用硅酸镁将其中的杂

质去除掉,然后使用测油仪对样品中的石油污染物含量进行

测定。 

3.2结果分析 

通过实验检测后发现,该油井附近的土壤受石油污染非

常严重,影响范围集中在抽油机附近,且土壤表层污染要比

下层土壤的污染更加严重。实践表明,本文提出的超声萃取

红外法测定合理可行,能够作为环境中石油污染物的检测方

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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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医院普遍存在人流量大,保洁任务重,用人成本负担重,服务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通常医院会选择外包社会化。

物业公司一般采用人工保洁,根据工作量情况,配备一定数量的保洁员,采用传统的常规化管理方式,缺乏标准化操作流程、科学

化监管及变革动力,保洁质量和后勤管理水平受到限制。如何做好医院的环境卫生、医疗废物处置工作,如何将原来复杂、面

广、人多的医院后勤保洁服务做得更精细,本文就此进行阐述。 

[关键词] 医院；卫生保洁；管理 

 

近几年医院感染在感染源、感染途径和易感人群等方面

都发生了变化,使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医院保洁是感控状态的直接体现,规范的医院保洁是做好感

控的基础,没有规范的医院保洁,感控就像建立在空中的楼

阁,因此医院卫生保洁工作尤为重要。保洁员是医院不可缺

少的角色,担负全院各科的清洁、消毒工作,工作质量的优劣

是衡量医院病房管理水平的指标。随着社会的发展医院卫生

保洁工作实行社会化管理后,医院各护理单元、总务科和感

控科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来严格要求保洁公司,每月进行考核,

通过护士长的日常指导、监督保洁员工作,不断提高病房管

理质量,使保洁工作更规范,流程更优化,重要的是符合卫生

学标准,有效预防医院感染的发生,为患者创造一个安全、舒

适、优美的治疗环境。 

1 医院卫生保洁的现状分析 

目前医院后勤服务市场有待成熟,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地

了解现状,这里罗列了以下比较突出的问题： 

1.1文化程度低,接受能力差。保洁人员均是农民工及下

岗工人,因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接受能力差,对自身要求

低,把医院保洁等同于简单的“搞卫生”。且所有人员在工作

前从未接触过医院的工作环境、工作流程,不了解消毒隔离

的重要性,不能很快地适应医院的工作环境。 

1.2由于医院保洁工作与其他单位保洁性质不同,经常

碰到呕吐物、排泄物、体液、血迹,还有死亡患者等,而且工

资低,造成了人员的不稳定性,保洁员刚刚培训上岗就要辞

职,重新招新员工培训,流动性大,因此保洁员培训知识掌握

不牢固,效果不理想。 

1.3医院感染意识淡薄对医院感染知识掌握甚少,防患

意识不强,对环境卫生缺乏重视,为尽快完成工作任务,常常

办公室、处置室、病房用一条毛巾擦拭,拖地时办公室、病

房、走廊、卫生间公用一个拖把,不严格按区域划分进行清

洁工作,不严格执行垃圾分类存放制度,增加了医院感染的

机会。 

1.4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保洁人员工作时经常不戴口罩、

帽子,接触污染物时不戴手套,经常带着污染手套到处抓门

手,擦桌面,清洁与污染手套通用,脱用套后不及时洗手便接

触其他清洁物品或自己的物品,处理损伤性垃圾意外被扎伤

时不懂得进行处理,易感染传染性疾病。 

1.5劳动强度大工作积极性不高。由于保洁工作又脏又

累,而承包的保洁公司需有一定的经济利润,因此对保洁人

员配备不足、工作量大、工资低,难以发挥保洁员的积极性,

造成人员的不稳定性,工作时间短,经常换岗。 

1.6保洁工作社会化保洁公司没有达到专业化。管理层

不懂专业,后勤参与,但也不专业,感控人员专业,但不参与

管理,职能部门管理没力度,医务人员对保洁及职能部门都

不满意,护士长不满意,感控人更不满意,病人不满意,还常

把这种情绪转嫁到一线医务人员。 

1.7制度不健全,检查、监督不到位。保洁员由保洁公司

管理,保洁人员只听老板的,在制度的制定和落实上不能按

照医院综合管理目标方案和控制院内感染的要求,执行标准

不明确,监督、考评脱节。 

 

4 结论 

综上所述,石油污染物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坏非常严

重,对此类污染的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为给污染治理提

供详实可靠的依据,应当选取可行的方法,对环境中的石油

污染物进行检测分析。本文提出的超声萃取红外测定,是一

种较为可靠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推广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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