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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具有持续污染性的有机农药-有机氯农药被禁用后,当前我国农业劳作生产中最常见的农药种类为有机磷农药,其在当前市场中的

占比非常大,由于有机磷农药对于人体的毒害作用比较大,并且在中毒后救治过程比较复杂,所以对相关水源进行有机磷农药的测定是非常必要

的,阿特拉津作为当前使用频率较高的除草剂,其化学性质决定了其也具有较强的危害作用,所以对水中阿特拉津的测量也应该进行重点关注。 

[关键词] 有机磷农药；阿特拉津；气相色谱法 

 

对水中有机磷农药及阿特拉津进行测定,我们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普遍

采用气相色谱法进行,本文我们将针对敌敌畏、乐果、马拉硫磷、甲基对

硫磷、对硫磷这五种有机磷农药进行气相色谱法测定研究,同时针对除草

剂阿特拉津也进行相关分析,分析在具体情况下以上几种农药的分离测定

相关操作,根据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对相关检测样本的具

体规格进行测定,在处理方式上我们采取的固相萃取方式来对样本进行预

处理,下面我们来对具体实验过程进行流程上的分析。 

1 仪器与试剂 

首先是主要检测仪器气相色谱仪,我们在本实验中需要使用带有

PND功能的气相色谱仪,该仪器主要针对水中的氮磷元素及其化合物进

行检测,具有灵敏度高科学方便的相关优势。色谱柱,色谱柱是一种分离

仪器,色谱本身是一种分离过程,色谱柱作为分离过程中的核心仪器其

主要作用自然也是分离,一般情况下色谱柱装有固定相用分离混合组合

的柱管,其主要形态一般是毛细玻璃管柱,我们对于色谱柱的要求是柱

效高,分离效果好和分析速度快,这样不仅能够增强实验中的数据准确

性同时也能缩短实验整体流程用时。氮吹蒸发仪,该仪器的主要作用是

将氮气吹入需要检测的样品表面来进行样品浓缩,以获取更好的检测精

确度,它的控制比较方便,整体用时较少,具有良好的实验特性,并且在

科学合理的操作下通过氮吹仪能够很好地达到预期实验效果,充分满足

了实验数据准确性的要求
[1]
。 

在实验试剂上,我们选择了五种有机磷农药以及阿特拉津进行测定,

在实际的选择上除了有出自同一公司的相关农药同时还需要用到的有用

来进行浓度稀释的正已烷,作为化学溶剂,其具有低毒性、溶解性好等相关

优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该物质仍然对人体存在一定的毒害作用,在使用

过程中应该注意相关防护工作,同时在萃取过程中还需要用到二氯甲烷,

作为良好的化学萃取剂其在实验中的主要作用时进行萃取操作,相关萃取

剂在级别上采用农残级,不仅在纯度上符合试验相关要求,同时也确保了

不会引入农残污染
[2]
。 

2 色谱条件 

在进行色谱条件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是对以下几个重要的数据

情况进行控制,首先是柱升温程序,在温度控制上我们需要进行初始温

度的保持,在五十摄氏度的初始温度上保持至少两分钟,同时进行升温

处理,升温过程中需要注意温度上升的均匀性,一般情况下我们以25摄

氏度每分钟来进行匀速升温操作,在这个升温速度下我们要将温度调至

120摄氏度,在进行升温操作时需要将温度上升速率改变为12摄氏度每

分钟,保持该加热速率让温度上升至180摄氏度,同时在温度达到180摄

氏度的情况下需要进行恒温保持,保持该温度状态下的6分钟稳定时长,

之后继续进行升温,将升温速率调整至20摄氏度每分钟,以该速率将在 

工业工艺源(化工、金属冶炼等工艺过程排放)、二次无机源(除钾离子外,

只含有二次无机离子(氨根、硫酸根、硝酸根等)的颗粒)和其它。 

由图3可见,监测期间对总颗粒物浓度贡献占比 高的为燃煤源,占比

为23.4%；其次为机动车尾气源,占比为22.7%；第三为扬尘源,占比为

21.4%；总体贡献相当；此外,工业工艺源占比为13.4%,二次无机源占8.0%,

生物质燃烧源占5.2%,餐饮源贡献为2.4%。 

2.3不同质量浓度水平的污染来源解析 

 

 

图4  不同PM2.5质量浓度水平颗粒物来源解析 

由图4可见,监测期间随着PM2.5质量浓度升高、污染程度增加,扬尘

源占比持续升高；此外由优到轻度污染时,燃煤源贡献也有小幅的增加,

且一直作为首要污染源；而达到中度污染时,工业工艺源占比也有所增

加。 

3 结语 

从监测期间单颗粒成分分析,占前三位的分别为颗粒物成分分别是有

机碳(38.8%),元素碳(22.6%),富钾(13.2%)。对总颗粒浓度贡献较大的前

三位污染源分别为燃煤源、机动车尾气源和扬尘源,占比分别为23.4%、

22.7%和21.4%。 

初步推断,监测期间PM2.5质量浓度的升高主要与扬尘源颗粒的增加有

关,此外燃煤源和工业工艺源的持续贡献也不容忽视。关于PM2.5的来源需

开展进一步的监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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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升至260摄氏度并且保持五分钟的稳定时长。其次我们需要进行控

制的条件是气体流量,这里我们对空气、氢气以及氮气三种气体流量进行

分析。首先是空气,这是非常重要的常规充入气体,在实验过程中对于空气

的充入应该保持一个稳定的速率,一般情况下我们将空气充入速率控制在

100ml/min,其次是氢气,氢气作为极为活跃的气体成分一定要注意其安全

性,在该实验中我们需要的氢气流量为120ml/min,切记不可擅自增多或者

减少氢气的充入量和充入速率, 后是氮气,作为稳定性气体,我们对于

氮气的利用比较少,在该实验中氮气的充入速率保持在3ml/min即可满

足实验要求。 后要进行控制的是无分流进样,对于进样量的控制比较

关键,一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将进样量控制在1μL,并且控制气化

室的温度,将温度保持在240摄氏度,检测仪器温度要相较于其华氏温度

更高一些,一般控制在310摄氏度
[3]
。 

3 具体实验流程 

3.1标准曲线绘制 

进行标准曲线绘制之前,我们需要对待测相关物质进行标准浓度系列

的配置,在本实验中我们对于敌敌畏、乐果、马拉硫磷、甲基对硫磷、对

硫磷和阿特拉津集中物质分别进行了标准浓度系列配置,其相关的标准系

列浓度分别为：0.05、0.10、0.20、0.50以及1.00μg/ml,在进行精确配

置后,我们将上述物质进行上机测定,相关试验标准遵照上文相关色谱测

定条件来进行,各个过程中必须保持对相关操作的严格准确执行,在气相

色谱仪的分析检测下绘制相关农药含量与色谱峰面积的相关曲线,进而得

出有机磷标准色谱图供实验参考
[4]
。 

3.2样品处理与分析 

进行样品处理是保障整个实验过程数据精确的重要环节,由于实验方

式及相关实验技术的限制,我们对于相关样品必须进行一些列的适应化处

理才能将其应用于相关实验测定之中,在该实验的整个样品处理过程中,

我们需要用到分液漏斗、氯化钠、二氯甲烷、干燥柱(相关干燥剂为无水

硫酸钠)、正已烷、氮吹蒸发仪,整体处理流程如下,首先将1000ml自然沉

淀水样(不需任何特殊处理)倒入分液漏斗中,在其中计入氯化钠,轻摇至

完全溶解,下一步需要加入60ml的二氯甲烷进行萃取操作,该操作为液液

萃取,整个萃取时长需要持续十分钟,同时完成液萃取后将其放置十分

钟,之后将萃取后的有机相分离出来,对有机相继续进行同样的液液萃

取操作,再重复进行两次之后,将所有有机相整合,将这些有机相进行干

燥处理,通过无水硫酸钠干燥柱,过程中不要进行任何人为干扰,静置放

置等待所有有机相通过干燥柱完成干燥操作,之后进行有机相萃取液的

浓缩处理,以四十摄氏度的温度持续对有机萃取相进行浓缩处理,之后

在其中加入正已烷,浓缩至总体量为1ml,之后进行氮气吹干操作,将正

已烷定容在1ml,之后将其进行上机测定对样本进行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并记录相应结果
[5]
。 

4 结果分析 

4.1标准样品谱图 

通过对不同检测物质的不同保留时间控制,我们得出相应的检测物响

应值与保留时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实验结果我们可以了解到,相关实验方

式对于水中集中有机磷农药都能做到较好的分离检测,能够达到良好的分

离效果,这说明了我们对于相关测定方式的选择没有问题,在对上述集中

物质进行分离的过程中都能达到完全分离,实现了精准的数值测量,保障

了相关实验数据的准确定和实验整体的科学性
[6]
。 

4.2水样分析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一共对六处不同区域的地表水进行取样检测,在完

全遵照以上实验规则和相关操作流程的情况下,我们对相关检测结果与国

家相关饮用水标准进行了比对,发现六处取样点地表水都能符合相关的饮

用水标准,目标检测无均未发现,检出限为0.005～0.01μg/L,从检测结果

上来看,我们整体采用的实验方式和相关实验技术能够对取样水样进行良

好的分离,进而使之达到相关饮用水标准,整体效果良好,时长短,能够满

足我们对于上述用水的检测要求,达到了 初的实验目的并且获得了较为

科学的实验数值
[7]
。 

5 结束语 

文中所提及的几种有机磷农药及阿特拉津都属于现阶段我们在农业

种植过程中使用比较广泛的农药品种,它们在农业种植中有很高的现实应

用意义,但是其毒性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所以我们要重视相关水资

源的有机磷农药及阿特拉津的检测,重视水资源尤其是饮用水资源的相关

农药污染情况,确保相关水资源的整体成分符合国家相关用水标准,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的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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