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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发布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等

五项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的公告

环发 ［２００４］１６９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建立监测制度，制订监测规范”的规定，规范环境监

测行为，提高环境监测质量，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等五

项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以发布。

标准编号、名称如下：

ＨＪ／Ｔ１６４—２００４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６５—２００４酸沉降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６６—２００４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６７—２００４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６８—２００４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上述五项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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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一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监测制度、

制定监测规范”的要求，制定本技术规范。

本规范规定了酸沉降监测的点位设置、采样方法、监测频次、样品的分析项目与相应的分析方

法、监测的质量保证、监测数据的处理与上报等内容。

本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规范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负责起草。

本规范委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负责解释。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９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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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沉降监测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酸沉降监测的技术要求，适用于各级环境监测站及其它环境监测机构对酸沉降进

行监测的活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和规范中的条文通过在本规范中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文，与本规范同效。

ＧＢ／Ｔ１３５８０３　大气降水电导率的测定方法
ＧＢ／Ｔ１３５８０４　大气降水ｐＨ值的测定　电极法
ＧＢ／Ｔ１３５８０５　大气降水中氟、氯、亚硝酸盐、硝酸盐、硫酸盐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ＧＢ／Ｔ１３５８０６　大气降水中硫酸盐测定
ＧＢ／Ｔ１３５８０８　大气降水中硝酸盐测定
ＧＢ／Ｔ１３５８０９　大气降水中氯化物的测定　硫氰酸汞高铁光度法
ＧＢ／Ｔ１３５８０１０　大气降水中氟化物的测定　新氟试剂光度法
ＧＢ／Ｔ１３５８０１１　大气降水中铵盐的测定
ＧＢ／Ｔ１３５８０１２　大气降水中钠、钾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３５８０１３　大气降水中钙、镁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当上述标准和规范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酸沉降

指大气中酸性污染物的自然沉降，分为干沉降和湿沉降。

３２
湿沉降

指发生降水事件时，高空雨滴吸收大气中酸性污染物降到地面的沉降过程，包括雨、雪、雹、

雾等。

３３
干沉降

指不发生降水时，大气中酸性污染物受重力、颗粒物吸附等作用由大气沉降到地面的过程。

４　湿沉降监测

４１　采样与现场监测
４１１　监测点
４１１１　监测点个数的确定

人口５０万以上的城市布设３个点，５０万以下的城市布设２个点。
４１１２　监测点位的选择和确定

点位选择和设立分为城区、郊区和清洁对照 （远郊）三种。如果只设两个点，则设置城区和郊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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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点；宜以省为单位考虑清洁对照点。

监测点位的选择应有代表性，要考虑到点位附近土地使用情况基本不变。还应考虑点位周围地

形特征、土地使用特征及气象状况 （如年降水量和主导风向）。具体要求如下：

（１）测点不应设在受局地气象条件影响大的地方，例如：山顶、山谷、海岸线等。
（２）受地热影响的火山地区和温泉地区、石子路、易受风蚀影响的耕地、受到与畜牧业和农业

活动影响的牧场和草原等都不适于选做监测点。

（３）监测点不应受到局地污染源的影响。
（４）监测点的选择应适于安放采样器，能提供采样器使用的电源，便于采样器的操作及维护。
（５）郊区点除满足上述 （１） ～（４）项外，还应注意不要受大量人类活动的影响 （如城镇），

不受工业、排灌系统、水电站、炼油厂、商业、机场及自然资源开发的影响；距大污染源２０ｋｍ以
上；距主干道公路 （５００辆／ｄ）５００ｍ以上；距局部污染源１ｋｍ以上。

（６）远郊点应位于人为活动影响甚微的地方，除满足上述 （１） ～（５）项外，还应距主要人口
居住中心、主要公路、热电厂、机场５０ｋｍ以上。
４１１３　采样器放置点的选择及采样口离支撑面的高度

湿沉降采样器的设置应保证采集到无偏向性的试样，应设置在离开树林、土丘及其它障碍物足

够远的地方。宜设置在开阔、平坦、多草、周围１００ｍ内没有树木的地方。也可将采样器安放在楼顶
上，但周围２ｍ范围内不应有障碍物，具体的安放标准如下：

（１）采样器与其上方的电线、电缆线等之间的距离应保证不影响试样的采集。
（２）较大障碍物与采样器之间的水平距离应至少为障碍物高度的两倍，即从采样点仰望障碍物

顶端，其仰角不大于３０°。
（３）若有多个采样器，采样器之间的水平距离应大于２ｍ。
（４）采样器应避免局地污染源的影响，如废物处置地、焚烧炉、停车场、农产品的室外储存场、

室内供热系统等，距这些污染源的距离应大于１００ｍ。
（５）采样器周围基础面要坚固，或有草覆盖，避免大风扬尘给采样带来影响。
（６）干湿接样器应处于平行于主导风向的位置，干罐处于下风向，使湿罐不受干罐的影响。
（７）采样器应固定在支撑面上，使接样器的开口边缘处于水平，离支撑面的高度大于１２ｍ，以

避免雨大时泥水溅入试样中。

４１２　湿沉降采样仪器
湿沉降采样器宜选用自动采样器，如不能用自动采样器，可用手动采样器替代。

４１２１　自动采样器
湿沉降自动采样器的基本组成是接雨 （雪）器、防尘盖、雨传感器、样品容器等。防尘盖用于

盖住接雨器，下雨 （雪）时自动打开。自动采样器应满足以下条件：

（１）采样器的外观设计合理，下雨时落在防尘盖或仪器其它部位上的雨滴不会溅入接雨器内。
（２）传感器最低能感应到的降雨 （雪）强度为００５ｍｍ／ｈ或不小于０５ｍｍ直径的雨滴。
（３）传感器应该有加热装置以防止雾、露水启动采样器，并融化雪和蒸发残留的湿沉降物。
（４）传感器的高度与采样筒的高度一致；为防止鸟落在传感器表面引起误动作，其上面应竖一

针状金属物。

（５）防尘盖必须在降雨 （雪）开始１ｍｉｎ内打开，在降雨 （雪）结束后５ｍｉｎ内关闭。
（６）防尘盖内沿应加由惰性材料制成的垫子以防对样品造成污染；未降雨时防尘盖和接雨

（雪）器之间要封闭严密，防止大气和气溶胶对样品的影响。

（７）接雨 （雪）器和样品容器应由惰性材料制成，如聚乙烯、有聚四氟乙烯涂层的金属等；且

易于清洗。

（８）接雨 （雪）器的口径应不小于２０ｃｍ（直径）。对于雨量偏小的地区，宜使用接雨器口径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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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采样器。

（９）如果样品由接雨 （雪）器流入样品容器，则连接接雨 （雪）器和样品容器之间的管子应由

惰性材料制成，如聚乙烯、尼龙、聚四氟乙烯硅管等。

（１０）样品容器体积应足够大，采样时遇到当地最大日降雨量也不会有样品溢出。
（１１）采样器对电源的适应性强，在１８０～２５０Ｖ电压范围内能正常工作。
（１２）采样器能在当地极端气候条件下正常工作；采样器正常工作时，不会有漏电、短路等现

象。

（１３）采样器的机械运转灵活，其内部的电机、传动机构、防尘盖等部件，必须材质好、精度
高、配合紧密。

４１２２　手动采样器
对于没有自动采样器的监测点，可进行手动采样。手动采样器一般由一只接雨 （雪）的聚乙烯

塑料漏斗、一个放漏斗的架子、一只样品容器 （聚乙烯瓶）组成，漏斗的口径和样品容器体积大小

与自动采样器的要求相同；也可采用无色聚乙烯塑料桶采样，采样桶上口直径及体积大小与自动采

样器的要求相同。

４１２３　雨 （雪）量计

在采集降雨 （雪）的同时还需要进行降雨 （雪）量的观测，以便计算出应采样品的量。雨

（雪）量计安装在采样器旁固定架子上，距采样器距离不小于２ｍ，器口保持水平，距地面高７０ｃｍ。
冬季积雪较深地区，应备有一个较高的备份架子，当雪深超过３０ｃｍ时，应把仪器移至备份架子上进
行观测。其它注意事项和用法详见仪器使用说明书。

４１２４　称重天平
用于对所采集到的样品进行称量，天平的最大称样量不小于１５ｋｇ，最小感量为１ｇ。

４１３　采样时间和频率
下雨时，每２４ｈ采样一次。若一天中有几次降雨 （雪）过程，可合并为一个样品测定；若遇连

续几天降雨 （雪），则将上午９∶００至次日上午９∶００的降雨 （雪）视为一个样品。

４１４　采样记录
采样后应立即对样品进行编号和记录，具体内容如下：

（１）采样点名称；
（２）样品编号；
（３）采样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４）样品体积或者重量；
（５）湿沉降类型 （雨、雪、冻雨、冰雹）；

（６）降雨 （雪）量；

（７）样品污染情况 （明显的悬浮物、鸟粪、昆虫）；

（８）采样设备情况 （运转正常／不正常）；
（９）当时的气温、风向；
（１０）采样人员临时观察到的情况 （意外的环境问题、车辆活动）；

（１１）监测点状况 （监测点周围是否有异常，是否有新增的局地污染源等等）；

（１２）其它 （不寻常情况、问题、观测等）；

（１３）采样人员签名。
样品记录应连同样品一起送到分析实验室。

４１５　采样容器的准备和清洗
接雨 （雪）器和样品容器在第一次使用前需用１０％ （Ｖ／Ｖ）盐酸或硝酸溶液浸泡２４ｈ，用自来

水洗至中性，再用去离子水冲洗多次，然后用少量去离子水模拟降雨，用离子色谱法检查模拟降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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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中的Ｃｌ－含量，若和去离子水相同，即为合格；或者测其电导率 （ＥＣ），ＥＣ值小于０１５ｍＳ／ｍ
视为合格。倒置晾干后备用。

４１６　样品采集的基本步骤
（１）洗净晾干后的接雨器安在自动采样器上，如连续多日没下雨 （雪），则应３～５ｄ清洗一次。

如果是手动采样，则应将清洗后的接雨 （雪）器放在室内密闭保存，下雨 （雪）前再放置于采样

点；如接雨 （雪）器在采样点放置２ｈ后仍未下雨 （雪），则需将接雨 （雪）器取回重新清洗后方可

再用于样品采集。

（２）雨 （雪）后将样品容器取下，称重；去除样品容器的重量后得样品量，与同步监测的降雨

（雪）量进行比较。

（３）取一部分样品测定ＥＣ和ｐＨ，其余的过滤后放入冰箱保存，以备分析离子组分。如果样品
量太少 （少于５０ｇ），则只测ＥＣ和ｐＨ。

（４）将接雨 （雪）器和样品容器洗净晾干，以备下一次采样用。

如果采样点距离分析实验室较远，可考虑在采样点附近设立一简单小型的工作间，上述操作均

可在工作间完成。此外，样品保存的时间不可太久，从采样到分析，以１０ｄ左右为宜，原则上不超
过１５ｄ。
４１７　湿沉降采样的ＱＡ／ＱＣ要求

为确保采样的质量，要求：

（１）每月进行一次实际的平行采样与分析，各项分析结果的偏差不应大于１０％。
（２）样品量根据接雨 （雪）器的口径换算成降雨量，将降雨 （雪）量的计算值与雨量计的测量

值进行比较，计算值应在测量值的８０％～１２０％之间。
（３）应有专人负责检查各采样点的采样器，包括接雨 （雪）器、样品容器、管道等是否按规定

清洗干净。检查方法：用２００ｍｌ已测 ＥＣ值 （λ１）的去离子水清洗接雨 （雪）器、样品容器、管道

等，然后再测其清洗液的ＥＣ值 （λ２）。要求：（λ２－λ１）／λ１＜５０％；同时检查去离子水质量，要求
ＥＣ值 ＜０１５ｍＳ／ｍ。

（４）称样的天平应按规定定期送当地计量部门检定，在现场测量样品重量前，应用已知重量砝
码校正天平，或者使用自动可调整精度天平。

（５）定期检查湿沉降自动采样器运转是否正常，主要确保传感器和连动盖子的开启应达到要求；
同时检查雨传感器的加热部分是否正常。

（６）随时注意检查监测点周围发生的变动情况，如新的污染源、建筑工地等；做好记录，及时
上报。

（７）手动采样时应确保降雨 （雪）时及时放置接雨装置，雨 （雪）停后及时取回雨 （雪）样，

以防干沉降对湿沉降样品的影响。

（８）采样记录应完整、准确。
４２　样品的管理
４２１　样品的过滤

用０４５μｍ的有机微孔滤膜作过滤介质。该膜为惰性材料，不与样品中的化学成分发生吸附或离
子交换作用，能满足过滤样品的要求。

４２２　滤膜的前处理
滤膜在加工、运输、保存等过程中可能会玷污少量的无机物，会对样品带来影响。因此，使用

前应将滤膜放入去离子水中浸泡２４ｈ，并用去离子水洗涤３次后晾干，备用。
４３　样品的处置
４３１　样品分析前的测定及处理

取下的样品首先称重，然后取一部分测定ＥＣ和ｐＨ，其余的过滤后保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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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样品的标识与记录
在样品瓶的标签上记录下样品编号和采样时间，同时在采样记录本上作采样记录；样品瓶上的

编号要与记录本上的编号对应一致。

４３３　样品存放容器材质要求
保存湿沉降样品的容器宜用无色聚乙烯塑料瓶，不得与其它地表水、污水采样瓶等混用。塑料

瓶的清洗要求与接水容器相同，样品存放时要拧紧瓶盖。

４３４　样品保存与运输要求
样品在送到分析实验室前应在３～５℃冷藏。当样品不能用冰箱保存时，可使用防腐剂，推荐使

用百里酚 （２异丙基５甲基酚），按４００ｍｇ百里酚 （分析纯）和１０００ｍｌ样品的比率投加。
４３５　样品交接的要求

外场采样人员将样品交给实验室分析人员的过程中，应有交接记录，并在交接双方认可后签字。

交接时要注意检查核对样品编号与采样记录是否一致。

４３６　样品管理的ＱＡ／ＱＣ要求
４３６１　样品瓶的清洗

样品瓶在第一次使用前需用１０％ （体积分数）盐酸或硝酸溶液浸泡２４ｈ，用自来水洗至中性，
再用去离子水 （ＥＣ值在２５℃时应小于０１５ｍＳ／ｍ，）冲洗多次，然后加少量去离子水振摇，用离子
色谱法检查水中的Ｃｌ－含量或测其ＥＣ，若Ｃｌ－含量低于仪器检出限或 ＥＣ值小于０１５ｍＳ／ｍ，即为合
格。将样品瓶倒置晾干后盖好，保存在清洁的橱柜内。

４３６２　样品的运输
为保持样品的化学稳定性，应尽量减少运输时间，并保证样品在运输期间处于低温状态 （３～

５℃），或用防腐剂保存样品。样品运送过程中，应避免样品溢出和污染。
４３６３　样品保存的空白实验

每月均做两个空白样品以检验样品的管理情况。方法如下：取两个样品瓶装入去离子水，与雨

样进行同步处理 （放入冰箱或加防腐剂、同步运输等）、同时进行离子组分的分析，其分析结果应与

分析去离子水相同。否则，应检查去离子水是否合格、样品瓶的清洗是否达到要求、样品瓶盖是否

严密等。

４４　样品的分析
４４１　分析项目

酸沉降监测的测定项目有：ＥＣ、ｐＨ、ＳＯ２－４ 、ＮＯ
－
３、Ｆ

－、Ｃｌ－、ＮＨ＋４、Ｃａ
２＋、Ｍｇ２＋、Ｎａ＋、Ｋ＋、

降雨 （雪）量等。各级测点对 ＥＣ、ｐＨ两个项目，应做到逢雨 （雪）必测，同时记录当次降雨

（雪）的量；对其它监测项目，在当月有降雨 （雪）的情况下，国家酸雨监测网监测点应对每次降

雨 （雪）进行全部离子项目的测定，尚不具备条件的监测网站每月应至少选一个或几个降水量较大

的样品进行全部项目的测定。

各测点可根据需要选测ＨＣＯ－３、Ｂｒ
－、ＨＣＯＯ－、ＣＨ３ＣＯＯ

－、ＰＯ３－４ 、ＮＯ
－
２、ＳＯ

２－
３ 等。

４４２　分析的要求
４４２１　分析的实验室条件要求

实验室必须具备相应的实验条件，电源、温度、湿度等都必须符合分析项目及所用仪器的要求。

４４２２　分析的仪器要求
分析仪器的灵敏度、检出限等必须符合所分析项目的要求，仪器设备应按规定检定，并在有效

期内使用。用于准确测量的玻璃器皿如容量瓶、移液管等应符合相应的精度要求并定期进行检定。

４４２３　分析的试剂及用水要求
实验室用水应严格按照 《实验室用水规格》 （ＧＢ６６８２—８６）中规定的三个等级净化水的要求，

根据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分析项目选用不同等级的实验用水。试剂、标准溶液应按规定配制、标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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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用。

４４２４　分析的操作要求
分析人员根据分析项目确定相应的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时应严格按照相应的分析实施步骤开展

分析工作；涉及分析仪器的使用时，也应严格按照相应的仪器操作规程进行仪器操作。

４４２５　分析人员的要求
分析人员应持有相应分析项目的技术考核合格证，并按规定定期复查。

４４２６　分析记录的要求
原始记录一律按要求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不得随意涂改；修改数据时，应在要修改的数据上

划一条横线并加盖记录人的印章或签字，修改后的数据写在原始数据的右上方，同时保留原数据字

迹清晰可辨；原始记录必须有分析人、校对人、实验室负责人审核签字。

４４３　分析方法
湿沉降ＥＣ、ｐＨ以及离子成分的测定，全部采用标准分析方法或国际通用分析方法，见表１。

表１　分析方法一览表

监测项目 分　析　方　法 标　准　号

ＥＣ 电极法 ＧＢ１３５８０３—９２

ｐＨ 电极法 ＧＢ１３５８０４—９２

ＳＯ２－４

离子色谱法

硫酸钡比浊法

铬酸钡 二苯碳酰二肼光度法

ＧＢ１３５８０５—９２
ＧＢ１３５８０６—９２
ＧＢ１３５８０６—９２

ＮＯ－３

离子色谱法

紫外光度法

镉柱还原光度法

ＧＢ１３５８０５—９２
ＧＢ１３５８０８—９２
ＧＢ１３５８０８—９２

Ｃｌ－
离子色谱法

硫氰酸汞高铁光度法

ＧＢ１３５８０５—９２
ＧＢ１３５８０９—９２

Ｆ－
离子色谱法

新氟试剂光度法

ＧＢ１３５８０５—９２
ＧＢ１３５８０１０—９２

Ｋ＋、Ｎａ＋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离子色谱法

ＧＢ１３５８０１２—９２
见本规范附录Ｂ

Ｃａ２＋、Ｍｇ２＋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离子色谱法

ＧＢ１３５８０１３—９２
见本规范附录Ｂ

ＮＨ＋４

纳氏试剂光度法

次氯酸钠水杨酸光度法
离子色谱法

ＧＢ１３５８０１１—９２
ＧＢ１３５８０１１—９２
见本规范附录Ｂ

　　阴离子的分析建议用离子色谱法；金属阳离子的分析建议用离子色谱法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ＮＨ＋４ 的分析建议用离子色谱法或纳氏试剂光度法。
４４４　实验室环境条件监控与记录要求
４４４１　实验室环境条件的监控

每次分析前都应检查实验室的环境条件，如有无酸碱气体，实验室的温度、湿度等是否符合仪

器要求，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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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２　实验记录要求
每次进行实验 （分析）时，均应做好以下记录：

（１）实验 （分析）用水的ＥＣ值记录；
（２）配制标准溶液的详细记录；
（３）实验室条件的详细记录；
（４）实验 （分析）仪器的条件、有关参数等的详细记录；

（５）实验 （分析）结果的原始记录；

（６）实验 （分析）结果上必须有实验 （分析）人员、校对人员、审核人员等的签名。

４４５　原始记录与分析结果的表示
（１）原始记录如谱图或记录到计算机硬盘上的数据应妥善保存，以便查阅。
（２）雨水中各离子的浓度用ｍｇ／Ｌ表示，雨水的ＥＣ值用ｍＳ／ｍ表示。

４４６　样品分析的ＱＡ／ＱＣ
４４６１　测试仪器

（１）实验室内所用的ｐＨ计、电导仪、分析天平、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离子色
谱仪、各类玻璃量器等按规定定期送当地计量部门检定，严禁使用不合格的测试仪器。

（２）测试人员应备有所使用测试仪器的说明书，便于随时查阅。
４４６２　测试分析用水

配制标准溶液或缓冲溶液应用二次去离子水，ＥＣ值在２５℃时应小于０１５ｍＳ／ｍ，ｐＨ在５６～
６０之间。配好的溶液储于聚乙烯瓶中，有效期一个月。
４４６３　实验室空白实验

（１）除ＥＣ值和ｐＨ外，所有离子成分分析项目在每次测定时均应带实验室空白，实验室空白的
分析结果应小于各项目分析方法的检出限。每分析１０个样品做一空白分析，结果合格后才能继续分
析样品。如果实验室空白的分析结果达不到要求，则不能继续进行分析，而且这以前的１０个样品也
应重新进行分析。

（２）每季度测定一次从采样到样品过滤等操作的全程序空白试验，所检测离子浓度结果应不大
于该离子分析方法的检出限。

４４６４　工作曲线及线性检验
进行离子组分分析时，要求每批样品分析前先绘制工作曲线，其相关系数绝对值≥０９９９，否则

要查找原因，重新制作工作曲线。用离子色谱法进行离子组分分析时，阴离子工作曲线要求至少四

个浓度点，各点浓度值的确定以当地湿沉降的各阴离子平均浓度为依据；阳离子工作曲线要求至少

五个点，各点浓度值的确定以当地湿沉降的各阳离子的平均浓度为依据。

４４６５　密码样 （质控样）的分析

每分析一批样品时，均要求对各离子的密码样进行分析，如果分析结果不合格，则不能进行样

品的分析。

４４６６　仪器稳定性检验
４４６６１　ｐＨ计和电导仪的稳定性检验

ｐＨ计 （电导仪）校正完毕后，应测定一已知溶液的ｐＨ（ＥＣ）值，要求测定值与真值相差不大
于±００２（±０１％），否则应重新校正ｐＨ计 （电导仪）；如果合格则可进行样品的测定。样品测定

完毕后，再一次测定这一已知溶液的ｐＨ（ＥＣ）值，如果合格，则可认为此批样品的测定结果有效；
否则，需重新进行ｐＨ计 （电导仪）的校正并对样品重新进行测定。如果样品个数比较多，则应在

每测定１０个样品后测定一已知溶液，合格则继续；如果不合格，则必须重新进行 ｐＨ计 （电导仪）

的校正，并且此前１０个样品的测定结果无效，需重新测定。
４４６６２　离子组分分析时仪器的稳定性检验

７



ＨＪ／Ｔ１６５ ２００４

进行离子组分分析时，每分析１０个样品，应分析一已知标准溶液，其分析值与标准值相差不大
于５％，否则应重新做工作曲线，并且这以前的１０个样品也应重新进行分析。
４４６７　加标回收率的测定

每次样品分析时，应随机抽取１０％的样品进行加标回收率测定，加标量为样品中原物质量的
０５～２倍。要求加标回收率的范围为８５％ ～１１５％，用离子色谱分析阳离子，其加标回收率合格范
围可放宽为８０％～１２０％。
４４６８　准确度和精密度控制

（１）精密度控制
凡可以进行平行双样分析的测定项目，在样品分析时，要求做１０％的平行双样。平行双样实验

室内最大偏差应在允许范围内。见表２。

表２　平行双样测定值的精密度和准确度允许差

项　目
样品含量

范围／
（ｍｇ／Ｌ）

精密度 （％） 准确度 （％）

室　内 室　间
加标回

收率

室内相

对误差

室间相

对误差

适用的监测分析方法

ｐＨ １～１４
±００４
ｐＨ单位

±０１
ｐＨ单位

　玻璃电极法

ＥＣ／
（ｍＳ／ｍ）

＞１ ０３ １０ 　电极法

ＳＯ２－４
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１０～１００ ±５ ±１０ ８５～１１５ ±５ ±１０

　铬酸钡光度法、硫酸钡比浊法、
离子色谱法

ＮＯ－３
＜０５ ±１０ ±１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０５～４０ ±５ ±１０ ８５～１１５ ±５ ±１０
　离子色谱法、紫外分光光度法

Ｃｌ－
＜１０ ±１０ ±１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１～５０ ±１０ ±１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离子色谱法

ＮＨ＋４
０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０ ±１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纳氏试剂光度法、次氯酸钠 水

杨酸光度法、离子色谱法

Ｆ－
≤１０ ±１０ ±１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０ ±１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离子选择电极法、离子色谱法

Ｋ＋、Ｎａ＋

Ｃａ２＋、Ｍｇ２＋
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８５～１１５ ±１０ ±１５

１０～１００ ±５ ±１０ ８５～１１５ ±５ ±１０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离子色
谱法

（２）准确度控制
实验室内的准确度控制，应通过质控样进行。质控样的室内最大相对误差应在允许范围内。还

可采用加标回收率测定作为准确度控制手段，各项目加标回收率应在合格范围内。

４４６９　阴、阳离子浓度平衡和电导率平衡检验
湿沉降样品理论上是呈电中性的，当对湿沉降样品进行阴、阳离子浓度和 ＥＣ、ｐＨ值测定后，

可通过下面两个方程分别计算相应的平衡参数Ｒ１和Ｒ２值，再结合国内外有关资料推荐的Ｒ１和Ｒ２参
考标准来判断湿沉降样品阴阳离子浓度平衡和 ＥＣ值平衡的好坏 （是否漏测了重要离子）。当 Ｒ１和
Ｒ２值偏离参考值范围，一般应重新对样品进行分析，如仍然偏差较大，应对引起偏差的原因进行分
析并作说明。两个计算方程分别为：

Ｒ１＝（ｃ－Ａ）／（ｃ＋Ａ）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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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Ｒ１———表示湿沉降中阴阳离子微摩尔总数的平衡情况。
Ａ＝１０－３×ΣＡｉ×Ｎｉ／Ｍｉ

Ａｉ———第ｉ个阴离子的浓度，单位为ｍｇ／Ｌ；
Ｎｉ———第ｉ个阴离子的价态数；
Ｍｉ———第ｉ个阴离子的摩尔质量。

ｃ＝１０（６－ｐＨ）／１００８＋１０－３×Σｃｉ×Ｎｉ／Ｍｉ
ｃｉ———第ｉ个阳离子的浓度，单位ｍｇ／Ｌ；
Ｎｉ———第ｉ个阴离子的价态数；
Ｍｉ———第ｉ个阴离子的摩尔质量。

Ｒ２＝（（λ计算 －λ实测）／（λ计算 ＋λ实测）） ×１００％
式中：Ｒ２———表示湿沉降中阴阳离子的ＥＣ值 （电荷）平衡情况；

λ计算———在２５℃时，理论上计算出的湿沉降溶液的ＥＣ值；
λ实测———湿沉降样品的实测ＥＣ值 （应换算成２５℃时的ＥＣ值）。单位为ｍＳ／ｍ。
对于稀溶液 （＜１０－３ｍｏｌ／Ｌ）来说，总 ＥＣ值可以由各个离子的摩尔浓度和摩尔 ＥＣ值求得，计

算公式如下：

λ计算 ＝Σｃｉλ
０
ｉ×１０

－３

式中：λ计算———溶液ＥＣ值，ｍＳ／ｍ；
ｃｉ———第ｉ个离子浓度，μｍｏｌ／Ｌ；
λ０ｉ———２５℃无限稀溶液摩尔ＥＣ值，Ｓ·ｃｍ

２／ｍｏｌ。
所以：λ计算 ＝｛３４９７×１０

（６－ｐＨ）＋８００×２ｃ（ＳＯ２－４ ） ＋７１５ｃ（ＮＯ
－
３） ＋７６３ｃ（Ｃｌ

－） ＋５５５ｃ
（Ｆ－） ＋７３５ｃ（ＮＨ＋４） ＋５０１ｃ（Ｎａ＋） ＋７３５ｃ（Ｋ＋） ＋５９８×２ｃ（Ｃａ２＋） ＋５３３×２ｃ
（Ｍｇ２＋）｝／１００００
式中：ｃ———某种离子的微摩尔浓度，μｍｏｌ／Ｌ。

Ｒ１和Ｒ２值的推荐参考标准分别见表３和表４。
表３　Ｒ１值的参考标准

Ｃ＋Ａ（μｅｑ／Ｌ） Ｒ１ （％）

＜５０ ±３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５

＞１００ ±８

表４　Ｒ２值的参考标准

λ测定值／（ｍＳ／ｍ） Ｒ２ （％）

＜０５ ±３０

０５～３ ±１３

＞３ ±９

　　湿沉降中各离子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值见表５。

表５　各离子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值

离　　子 摩尔质量 （Ｍ） 摩尔ＥＣ值 （λ）／（Ｓ·ｃｍ２／ｍｏｌ）

Ｈ＋ １００８ ３４９７

ＮＨ＋４ １８０４ ７３５

Ｃａ２＋ ４００８ ５９８×２

Ｋ＋ ３９１０ ７３５

Ｍｇ２＋ ２４３１ ５３３×２

Ｎａ＋ ２２９９ ５０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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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离　　子 摩尔质量 （Ｍ） 摩尔ＥＣ值 （λ）／（Ｓ·ｃｍ２／ｍｏｌ）

ＮＯ－３ ６２０１ ７１５

ＳＯ２－４ ９６０６ ８００×２

Ｃｌ－ ３５４５ ７６３

ＨＣＯ－３ ６１０２ ４４５

ＨＣＯＯ－ ４５０ ５４６

ＣＨ３ＣＯＯ
－ ５９１ ４０９

Ｆ－ １９００ ５５５

Ｂｒ－ ７９９０ ７８２

ＮＯ－２ ４６０１ ７１８

ＰＯ３－４ ９４９７ ６９０×３

　　当ｐＨ＞６时，Ｒ１远远大于０，计算Ｒ１、Ｒ２时，应考虑ＨＣＯ
－
３ 的影响。当测定甲酸、乙酸或二者

被同时测定时，计算Ｒ１和Ｒ２时应包括这两种离子，这些弱酸的浓度 （μｅｑ／Ｌ）由其离解常数 Ｋａ和
样品的ｐＨ计算：

［ＨＣＯ－３］＝ＰＣＯ２ＨＣＯ２Ｋａ／［Ｈ
＋］＝（３６０×１０－６）（３４×１０－２）１０ｐＨ－６３５＋６

＝１２４×１０ｐＨ－５３５

［ＨＣＯＯ－］＝［ＨＣＯＯＨ］Ｋａ／［Ｈ－］＝［ＨＣＯＯＨ］×１０ｐＨ－ｐＫａ

＝［ＨＣＯＯＨ］×１０ｐＨ－３５５

［ＣＨ３ＣＯＯ
－］＝［ＣＨ３ＣＯＯＨ］Ｋａ／［Ｈ

＋］＝［ＣＨ３ＣＯＯＨ］×１０
ｐＨ－ｐＫａ

＝［ＣＨ３ＣＯＯＨ］×１０
ｐＨ－４５６

　　有关ＨＣＯ－３、ＨＣＯＯ
－和ＣＨ３ＣＯＯ

－的常数，见表５。
４４６１０　实验室间质量控制

（１）统一分析方法。
（２）统一数据处理方法和计算方法。
（３）加强湿沉降监测人员的技术培训和交流。
（４）湿沉降监测的所有采样与分析原始记录要求单列，不与其它监测原始记录相混，所有质控

数据均要记录在原始记录本上以便于检查。

４４６１１　质控考核
（１）每年应定期对各点进行质控考核，包括样品采集、样品分析和数据处理等方面。
（２）质控考核除采用定期考核外，还可与抽查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抽查的内容主要有：
ａ）检查采样桶是否清洗干净、符合要求。
ｂ）检查水样保存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有专用的湿沉降样品瓶，瓶子是否干净、符合要求。
ｃ）雨天可对有关测点进行同步采样、测定，检查该测点的平行采样结果是否符合要求。
ｄ）检查各类原始记录表。

４５　数据处理与报告的形成
４５１　监测点、采样、运输、实验室操作、分析等信息
４５１１　监测点位的情况描述

各监测点位的情况描述应作为年报的内容之一，如果有所变动，应于变动的次月上报上级主管

监测网络中心，具体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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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现场情况：应该记录采样器周围半径１００ｍ范围内的情况。如采样器、雨量计放置情况，
树木、空中的电线、附近建筑物、道路情况、地上植被、坡度、耕地状况等。同时绘出采样器和采

样器周围情况草图。

（２）本地情况：记录农产品、燃料种类、交通工具、道路状况、停车场及修理厂、饲料堆等有
可能对采样带来影响的情况。同时记录半径１００ｍ～１０ｋｍ内的动物饲养情况、局部污染情况，城市
地区应反映出受污染状况。

（３）地区情况：给出５０ｋｍ范围内固定源和流动源的种类及排放强度。人口多于１万的城市，应
给出人口量。

４５１２　采样器的描述
采样器的描述为年报内容之一，如果采样器有所改变，应于改变的次月上报上级主管监测网络

中心，内容包括：湿沉降采样器的生产厂家、型号、接雨器直径和材料、盖子衬里、管子等的材料

描述；同时给出采样器的一些技术指标，如盖子的开关时间、灵敏度等。

４５１３　样品的保存及运输描述
样品的保存及运输描述为年报内容之一，如果情况有所改变，应于改变的次月上报上级主管监

测网络中心，内容包括：保存样品的方法 （如冰箱保存等），装样品的瓶子等；样品的包装过程和运

输频次等。

４５２　采样及测定结果报告格式及内容要求
４５２１　采样点位、采样人员等有关信息 （年报表）

每年应将采样点位、采样人员、采样仪器、分析仪器等有关信息以表格的形式上报上级主管监

测网络中心，见表６。

表６　湿沉降采样点情况表

监测站名称

采样点名称 采样点地址

采样点类型 经　度

纬　　度 海拔高度／ｍ

采样器型号 接雨器直径／ｍ

采样点距离地面高度／ｍ

接雨口距支撑点高度／ｍ

采样人员情况１
姓名 年龄 职称

工作年限 参加本工作年限

采样人员情况２
姓名 年龄 职称

工作年限 参加本工作年限

　　注：采样点类型按照城区、郊区、远郊填写。

４５２２　分析项目、分析人员等有关信息 （年报表）

每年应将样品的分析项目及对应方法、仪器名称及型号、检出限、分析人员情况等以表格的形

式上报上级主管监测网络中心，见表７、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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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监测站 （中心）湿沉降样品分析条件表

单位：ｍＳ／ｍ；ｍｇ／Ｌ（ｐＨ无量纲）

项　目 分析 （测定）方法 仪器名称及型号 仪器检出限 分析人员 备　　注

ＥＣ

ｐＨ

Ｆ－

Ｃｌ－

ＮＯ－３

ＳＯ２－４

Ｎａ＋

Ｋ＋

Ｍｇ２＋

Ｃａ２＋

ＮＨ＋４

　　注：保留两位小数。

表８　＃＃监测站 （中心）湿沉降分析 （测定）人员情况表

姓　名 年　龄 职　称 工作年限 参加本工作年限 备　　注

４５２３　ＱＡ／ＱＣ数据表 （季报表）
每个季度应将样品分析的ＱＡ／ＱＣ数据以Ｅｘｃｅｌ表格的形式上报到上级主管监测网络中心，见附

表１～附表４。
４５２４　监测结果报表 （月报表）

次月１０日前，应将当月的监测结果以 Ｅｘｃｅｌ表格的形式上报到上级主管监测网络中心。见附表
５。
４５３　监测报告的制度要求
４５３１　审核要求

上报的材料及数据均需通过逐级审核，并有操作 （分析）人员签字、审核人员签字、项目负责

人签字。

４５３２　时间要求
月报表应于次月１０日前以数据传输的方式上报到上级主管监测网络中心；季报表应于次月１５

日前以数据传输的方式上报到上级主管监测网络中心；年报表应于次年１月底以前以数据传输的方
式上报到上级主管监测网络中心。

４５４　其它注意事项
如有监测点位的变动、采样仪器的变动、分析方法的变动、分析仪器的变动、分析人员的变动

等，应于变动的次月上报到上级主管监测网络中心。

５　干沉降监测

５１　干沉降监测的内容
ＳＯ２、Ｏ３、ＮＯ、ＮＯ２、ＰＭ１０、ＰＭ２５、气态ＨＮＯ３、ＮＨ３、ＨＣｌ、气溶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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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干沉降监测的方法
ＳＯ２、Ｏ３、ＮＯ、ＮＯ２、ＰＭ１０、ＰＭ２５等均为自动站监测，气态 ＨＮＯ３、ＮＨ３、ＨＣｌ、气溶胶等则用

多层滤膜法对样品进行采集，然后分析测定；多层滤膜法同时也可以监测空气中的ＳＯ２等。
５３　干沉降监测点位的设置
５３１　监测点个数的确定

与湿沉降监测要求相同。

５３２　监测点位的选择和确定
与湿沉降监测要求相同，建议与湿沉降监测点位一致。

５４　干沉降的测定、采样及分析
５４１　监测项目及频率的确定

干沉降监测仪器的资金投入较大，操作也比较复杂，各级监测站可根据具体情况和要求，选定

其中的某些项目进行。附近有空气自动监测站的点 （直线距离不超过１０００ｍ），可直接利用空气自
动站的有关监测数据。其监测频率、质量控制要求等参照自动站的有关规定执行。气态 ＨＮＯ３、
ＮＨ３、ＨＣｌ、气溶胶等的监测为每周一次的连续采样。各类监测点的具体监测项目见表９。

表９　干沉降监测项目表

点位类型 监　测　项　目 采　样　方　法

城区点 ＳＯ２、Ｏ３、ＮＯ２、ＰＭ１０ 见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规范”

郊区点 ＳＯ２、Ｏ３、ＮＯ２、ＰＭ１０ 见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规范”

远郊点 ＳＯ２、ＨＮＯ３、ＮＨ３、ＨＣｌ、气溶胶 多层滤膜法

５４２　自动仪器法
参照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规范”的有关规定及方法。

５４３　多层滤膜法
５４３１　原理

多层滤膜法是将事先处理过的滤膜安装在采样头上，用一抽气泵抽吸空气，使空气通过这些滤

膜；采样完毕后将滤膜取下，分析测定滤膜中各种物质的含量的一种方法。多层滤膜法的采样头是

由四个安有滤膜的滤膜夹组成，其示意图见图１。

图１　多层滤膜法示意图
图中，Ｆ０为聚四氟乙烯膜，孔径为０８μｍ，用于采集空气中的气溶胶。

Ｆ１为聚酰胺膜，孔径为 ０４５μｍ，用于采集空气中的气态 ＨＮＯ３及部分 ＳＯ２、气态 ＨＣｌ、

ＮＨ３。

Ｆ２为碱性溶液处理后的纤维膜，用于采集剩余的ＳＯ２和气态ＨＣｌ。

Ｆ３为酸性溶液处理后的纤维膜，用于采集剩余的ＮＨ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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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３２　样品的采集
５４３２１　采样装置

采样装置示意图见图２。

图２　多层滤膜采样法示意图
图中：１　采样头；２　塑料漏斗；３　气管；４　抽气泵；５　流速计；６　气体累计流量计

５４３２２　滤膜及安装顺序
由外到内，安装顺序为：Ｆ０、Ｆ１、Ｆ２、Ｆ３。
Ｆ０：聚四氟乙烯膜
Ｆ１：聚酰胺膜
Ｆ２：用Ｋ２ＣＯ３ （或Ｎａ２ＣＯ３）等处理过的纤维膜
Ｆ３：用Ｈ３ＰＯ４等处理过的纤维膜

５４３２３　采样器放置点的选择及采样口离支撑面的高度
采样器放置点的选择与湿沉降监测的要求相同，采样口离支撑面的高度为３ｍ。

５４３２４　采样流量
采样流量通常为１Ｌ／ｍｉｎ，采样时间为一周；如果采样点污染物的浓度太低，也可以将采样流量

定为２Ｌ／ｍｉｎ。也可将采样时间定为一天，但流量需加大到１５Ｌ／ｍｉｎ左右。各监测点可根据要求或具
体情况而定。

５４３２５　采样仪器的准备
多层滤膜法采样的主要设备如下：

（１）抽气泵：要求性能稳定、故障率低、噪音小、流量稳定，能长期连续使用。
（２）气管：由惰性材料制造，对空气中的污染物不产生吸附或物质交换作用，建议用尼龙管。
（３）气体累计流量计：用于测定采样体积，要求精度为００００１ｍ３。
（４）流速计：用于调整采样时气体流速，要求精度为０１Ｌ／ｍｉｎ。
（５）滤膜夹、滤膜架。
（６）干燥箱：用于滤膜的前处理，为避免空气中的酸、碱性气体等的污染，干燥箱中应通纯氮，

并保持氮气的流通。若无通氮气的条件，可在干燥箱的进气口处安一活性炭过滤装置，同时在干燥

箱的出气口装一抽气泵，使箱外的空气经过滤后进入干燥箱，以保证箱内的空气流动和空气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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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真空干燥器。

５４３２６　采样滤膜的准备
５４３２６１　Ｆ０滤膜 （聚四氟乙烯膜）

聚四氟乙烯膜用去离子水洗涤即可，如果滤膜保存完好，则可以不用洗涤而直接用于采样。洗

涤处理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取三个烧杯，分别装入去离子水，并将三个烧杯编为１、２、３号。
（２）将滤膜置于１号烧杯中浸泡１０～３０ｍｉｎ，然后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３）从１号烧杯中取出滤膜放入２号烧杯中，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４）从２号烧杯中取出滤膜放入３号烧杯中，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５）将３号烧杯中的滤膜用去离子水浸泡３０ｍｉｎ，浸泡时要将烧杯口用保鲜膜封好，以免空气中

污染物的影响。测定浸泡水的ＥＣ，ＥＣ值应小于０１５ｍＳ／ｍ，否则，应重复步骤（３）～步骤（４）。
（６）将洗涤完毕的膜放在滤膜架上，置于干燥箱中，干燥后放入滤膜盒备用。
（７）随机取５张处理后的滤膜，分析其离子浓度 （分析方法及分析项目与湿沉降监测相同），分

析结果的平均值即为该膜的本底浓度。

５４３２６２　Ｆ１滤膜 （聚酰胺膜）

Ｆ１滤膜的处理方法和步骤如下：
（１）将滤膜放入装有２％的 Ｋ２ＣＯ３ （或 Ｎａ２ＣＯ３）溶液的烧杯中浸泡３０ｍｉｎ，然后用玻璃棒搅动

滤膜１～３ｍｉｎ。
（２）取三个烧杯，分别装入去离子水，并将三个烧杯编为１、２、３号。
（３）将滤膜置于１号烧杯中浸泡１０～３０ｍｉｎ，然后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４）从１号烧杯中取出滤膜放入２号烧杯中，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５）从２号烧杯中取出滤膜放入３号烧杯中，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６）将３号烧杯中的滤膜用去离子水浸泡３０ｍｉｎ，浸泡时要将烧杯口用保鲜膜封好，以免空气中

污染物的影响。测定浸泡水的ＥＣ，ＥＣ值应小于０１５ｍＳ／ｍ，否则，应重复步骤（４）～步骤（５）。
（７）放入干燥箱干燥，干燥后放入滤膜盒备用。
（８）随机取５张处理后的滤膜，分析其离子浓度 （分析方法与湿沉降监测相同，分析项目为

Ｆ－、Ｃｌ－、ＮＯ－３、ＳＯ
２－
４ 、ＮＨ

＋
４），分析结果的平均值即为该膜的本底浓度。

５４３２６３　Ｆ２滤膜 （纤维膜）

Ｆ２滤膜的处理方法和步骤如下：
（１）将滤膜放入装有２％的 Ｋ２ＣＯ３ （或 Ｎａ２ＣＯ３）溶液的烧杯中浸泡３０ｍｉｎ，然后用玻璃棒搅动

滤膜１～３ｍｉｎ。
（２）取三个烧杯，分别装入去离子水，并将三个烧杯编为１、２、３号。
（３）将滤膜置于１号烧杯中浸泡１０～３０ｍｉｎ，然后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４）从１号烧杯中取出滤膜放入２号烧杯中，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５）从２号烧杯中取出滤膜放入３号烧杯中，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６）将３号烧杯中的滤膜取出，用去离子水浸泡３０ｍｉｎ，浸泡时要将烧杯口用保鲜膜封好，以免

空气中污染物的影响。测定浸泡水的ＥＣ，ＥＣ值应小于０１５ｍＳ／ｍ，否则重复步骤（２）～步骤（５）。
（７）取三个烧杯分别装入６％的Ｋ２ＣＯ３ （或Ｎａ２ＣＯ３）与２％的丙三醇混合液 （等体积混合），并

将烧杯编为４、５、６号。
（８）将滤膜放入４号烧杯中浸泡约１０ｍｉｎ，然后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９）用塑料镊子从４号烧杯中取出滤膜放入５号烧杯中，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１０）用塑料镊子从５号烧杯中取出滤膜放入６号烧杯中，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１１）用塑料镊子将６号烧杯中的滤膜取出，放在干净的滤纸上并用滤纸将滤膜上多余的溶液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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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放入塑料滤膜盒中，再将滤膜盒放入聚乙烯袋内备用。

（１２）随机取５张处理后的滤膜，分析其离子浓度 （分析方法与湿沉降监测相同，分析项目为

Ｃｌ－、ＳＯ２－４ ），分析结果的平均值即为该膜的本底浓度。
５４３２６４　Ｆ３滤膜 （纤维膜）

Ｆ３滤膜的处理方法和步骤如下：
（１）将滤膜放入装有２％的Ｈ３ＰＯ４溶液的烧杯中浸泡３０ｍｉｎ，然后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２）取三个烧杯，分别装入去离子水，并将三个烧杯编为１、２、３号。
（３）将滤膜置于１号烧杯中浸泡１０～３０ｍｉｎ，然后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４）从１号烧杯中取出滤膜放入２号烧杯中，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５）从２号烧杯中取出滤膜放入３号烧杯中，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６）将３号烧杯中的滤膜取出，用去离子水浸泡３０ｍｉｎ，浸泡时要将烧杯口用保鲜膜封好，以免

空气中污染物的影响。测定浸泡水的 ＥＣ，ＥＣ值应小于 ０１５ｍＳ／ｍ，否则重复步骤 （２） ～步骤
（５）。

（７）取三个烧杯分别装入５％的Ｈ３ＰＯ４与２％的丙三醇混合液 （等体积混合），并将烧杯编为４、
５、６号。

（８）将滤膜放入４号烧杯中浸泡约１０ｍｉｎ，然后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９）用塑料镊子从４号烧杯中取出滤膜放入５号烧杯中，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１０）用塑料镊子从５号烧杯中取出滤膜放入６号烧杯中，用玻璃棒搅动滤膜１～３ｍｉｎ。
（１１）用塑料镊子将６号烧杯中的滤膜取出，放在干净的滤纸上并用滤纸将滤膜上多余的溶液吸

干，放入塑料滤膜盒中，再将滤膜盒放入聚乙烯袋内备用。

（１２）随机取５张处理后的滤膜，分析其离子浓度 （分析方法与湿沉降监测相同，分析项目为

ＮＨ＋４），分析结果的平均值即为该膜的本底浓度。
５４３２７　样品采集的仪器安装

采样装置的安装及管路连接等，见图２所示。
５４３２８　监测记录

采样前后应对样品进行编号和记录，具体内容如下：

（１）采样点名称和点位环境；
（２）样品编号，对应的滤膜号，滤膜的安装位置；
（３）采样开始日期、时间，结束日期、时间；
（４）气体累计流量计的起始、结束读数，采样体积；
（５）流速计读数；
（６）采样设备情况 （运转正常／不正常）；
（７）当时的气温、气压、风速、风向；
（８）采样员临时观察到的情况 （意外的环境问题、车辆活动）；

（９）采样人员签名。
监测记录应连同样品一起送到分析实验室。

５４３２９　采样的ＱＡ／ＱＣ要求
为确保采样的质量，应做到以下几点：

（１）采样用的管子、滤膜架、滤膜夹要清洗干净，以免对样品造成污染。
（２）应避免处理好的滤膜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处理后的滤膜应每张分别装入塑料盒内，并分

别用聚乙烯袋密封，３～５℃保存。
（３）安装滤膜应在实验室内，戴好聚乙烯手套，用干净的镊子进行安装，将装好滤膜后的采样

头放入聚乙烯袋中密封，然后送到采样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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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采样完毕后将采样头取下，也应立即放入聚乙烯袋中密封，送回实验室处理。
（５）采样装置及采样头安装好后需要检查系统是否漏气，如有漏气应找出原因妥善处理。
（６）采样用的流速计、气体累计流量计要按规定定期进行校正，以免造成采样体积的误差。
（７）随时检查抽气泵运转是否正常。
（８）注意观察流速计和气体累计流量计的读数是否一致。
（９）注意观察样品受污染情况 （明显的被污染痕迹等）。

（１０）随时观察监测点状况 （监测点周围是否有异常，是否有新增的局地污染源等等）。

（１１）采样记录应完整、准确。
５４３３　样品的处置及保存
５４３３１　样品的处置

取下的样品装入聚乙烯滤膜盒内，放入３～５℃的冰箱中保存，以备做化学组分的分析。
５４３３２　样品的标识与记录

在样品盒的标签上记录下样品编号和采样时间，同时在采样记录本上作采样记录。注意样品盒

的编号要与记录本上的编号对应一致。

５４３３３　样品存放容器材质要求
保存样品的滤膜盒应用惰性材料制成，建议用聚乙烯盒；装好样品后要用不干胶将盒盖固定好，

以免盖子脱落；然后用聚乙烯袋将其密封。

５４３３４　样品保存与运输要求
样品在送到分析实验室前应在３～５℃的温度冷藏；如采样点距实验室较远，送样途中也应将样

品放在加冰的冰桶中。

５４３３５　样品交接、处置等的记录要求
外场采样人员将样品交给实验室分析人员的过程中，应有交接记录，并在交接双方认可后签字。

交接时要注意检查核对样品编号与采样记录是否一致等。

５４３３６　样品管理的ＱＡ／ＱＣ要求
５４３３６１　样品盒的清洗

样品盒在第一次使用前需用１０％ （Ｖ／Ｖ）盐酸或硝酸溶液浸泡２４ｈ，用自来水洗至中性，再用去
离子水冲洗多次，然后加少量去离子水振摇，用离子色谱法检查水中的 Ｃｌ－含量，若和去离子水相
同，即为合格；或测量其ＥＣ，若ＥＣ值小于０１５ｍＳ／ｍ即为合格。晾干后盖好，备用。
５４３３６２　滤膜架、滤膜夹、气管等的清洗

滤膜架、滤膜夹、气管等在第一次使用前需用１０％ （Ｖ／Ｖ）的盐酸或硝酸溶液浸泡２４ｈ用自来
水洗至中性，再用去离子水冲洗多次，用离子色谱法检查最后冲洗水中的Ｃｌ－含量，若和去离子水相
同，即为合格；或者测量其ＥＣ，ＥＣ值小于０１５ｍＳ／ｍ即为合格。晾干后备用。
５４３３６３　样品的运输

为保持样品的化学稳定性，应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时间，并保证样品在运输期间处于低温状态

（３～５℃）。样品运送过程中，应避免样品被污染。
５４３３６４　样品保存的空白实验

每季度均做两个空白样品以检验样品的管理情况。做法如下：取两个样品盒装入空白膜，与样

品进行同步处理，然后对其进行离子组分的分析，其分析结果应与膜的本底浓度一致。

５４３４　样品的分析、分析项目与分析方法
５４３４１　分析项目

各层滤膜的分析项目见表１０：
５４３４２　滤膜的分析前处理

（１）将滤膜放入５０ｍｌ的聚丙烯试管中，加入提取液２０ｍｌ；Ｆ０、Ｆ１、Ｆ３滤膜所加提取液为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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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水；Ｆ２滤膜所加提取液为００５％ （Ｖ／Ｖ）的Ｈ２Ｏ２溶液。

表１０　多层滤膜法分析项目表

分　析　项　目 提 取 液

Ｆ０ Ｆ－、Ｃｌ－、ＮＯ－３、ＳＯ
２－
４ 、Ｎａ

＋、ＮＨ＋４、Ｋ
＋、Ｍｇ２＋、Ｃａ２＋ ２０ｍｌ水

Ｆ１ Ｆ－、Ｃｌ－、ＮＯ－３、ＳＯ
２－
４ 、ＮＨ

＋
４ ２０ｍｌ水

Ｆ２ Ｃｌ－、ＳＯ２－４ ２０ｍｌ００５％的Ｈ２Ｏ２

Ｆ３ ＮＨ＋４ ２０ｍｌ水

（２）将试管放在振摇架上振摇２０ｍｉｎ，或放入超声清洗槽中超声清洗２０ｍｉｎ。
（３）将样品提取液用孔径为０４５μｍ的滤膜过滤，滤液密封后３～５℃保存，以备分析。

５４３４３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分析仪器等要求与湿沉降监测分析相同。

５４３４４　实验室环境条件监控与记录要求
与湿沉降监测相同。

５４３４５　原始记录与分析结果的表示
与湿沉降监测相同。

５４３４６　样品分析的ＱＡ／ＱＣ
（１）样品用提取液提取后应尽快分析，以免受到污染或发生成分变化。
（２）如样品用提取液提取后不能立即分析，应倒入样品瓶内，盖好后３～５℃保存。
（３）其它分析注意事项及ＱＡ／ＱＣ要求与湿沉降监测相同。

５４３５　结果计算
５４３５１　提取液浓度的计算

提取液中各污染物浓度按下式进行计算：

ｃ液 ＝ｃ１－ｃ０
式中：ｃ液———样品的实际提取液浓度，单位为ｍｇ／Ｌ；

ｃ１———分析出的样品提取液浓度，单位为ｍｇ／Ｌ；
ｃ０———采集样品膜的本底浓度，单位为ｍｇ／Ｌ。

５４３５２　采样体积的计算
采样体积按下式进行计算：

Ｖ样 ＝Ｖ×（２０＋２７３）／（Ｔ＋２７３）

式中：Ｖ样———２０℃状态下的采样体积，单位为ｍ
３；

Ｖ———气体累计流量计测量出的采样体积，单位为ｍ３；
Ｔ———采样期间的平均空气温度，单位为℃。

５４３５３　空气中污染物浓度计算
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按下式进行计算：

ｃ气 ＝ｃ液 ×Ｖ提取液／Ｖ样

式中：ｃ气———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单位为μｇ／ｍ
３；

Ｖ提取液———加入的提取液量，单位为ｍｌ；
Ｖ样———２０℃状态下的采样体积，单位为ｍ

３。

５４３５４　干沉降中各污染物浓度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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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沉降中各污染物浓度的计算见表１１。

表１１　多层滤膜法分析结果计算公式表

污 染 物 公　　　　式

气溶胶

Ｆ－

Ｃｌ－

ＮＯ－３

ＳＯ２－４

Ｎａ＋

ＮＨ＋４

Ｋ＋

Ｍｇ２＋

Ｃａ２＋

ｃ气 ＝ｃ液，Ｆ０×Ｖ提取液／Ｖ样

ＳＯ２ ｃ气 ＝（ｃ液，Ｆ１＋ｃ液，Ｆ２） ×Ｖ提取液／Ｖ样

气态ＨＮＯ３ ｃ气 ＝ｃ液，Ｆ１×Ｖ提取液／Ｖ样

气态ＨＣｌ ｃ气 ＝（ｃ液，Ｆ１＋ｃ液，Ｆ２） ×Ｖ提取液／Ｖ样

气态ＮＨ３ ｃ气 ＝（ｃ液，Ｆ１＋ｃ液，Ｆ３） ×Ｖ提取液／Ｖ样

表中：ｃ气 为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单位为μｇ／ｍ
３；

ｃ液，Ｆ０为样品膜Ｆ０的实际提取液浓度，单位为ｍｇ／Ｌ；
ｃ液，Ｆ１为样品膜Ｆ１的实际提取液浓度，单位为ｍｇ／Ｌ；
ｃ液，Ｆ２为样品膜Ｆ２的实际提取液浓度，单位为ｍｇ／Ｌ；
ｃ液，Ｆ３为样品膜Ｆ３的实际提取液浓度，单位为ｍｇ／Ｌ；

Ｖ样 为２０℃状态下的采样体积，单位为ｍ
３；

Ｖ提取液为加入的提取液量，单位为ｍｌ。

５５　数据处理与报告的形成
５５１　监测点、采样、运输、实验室操作、分析等信息 （年报）

５５１１　监测点位的情况描述
与湿沉降监测相同。

５５１２　采样器的描述
与湿沉降监测相同。

５５１３　样品的保存及运输描述
与湿沉降监测相同。

５５１４　实验室操作描述
与湿沉降监测相同。

５５２　测定结果报告格式及内容要求
５５２１　采样人员、分析人员等有关信息 （年报表）

与湿沉降监测相同。

５５２２　分析项目及对应方法、仪器名称及型号、检出限、分析人员等列表 （年报表）

与湿沉降监测相同。

５５２３　ＱＡ／ＱＣ数据表 （季报表）
与湿沉降监测相同。

５５２４　监测结果报表 （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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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２４１　自动站监测结果
参照自动站的数据上报格式。

５５２４２　多层滤膜法监测结果
多层滤膜法监测结果的月报表见附表６。

５５３　监测报告的制度要求
与湿沉降监测相同。

５５４　其它注意事项
如有监测点位的变动、分析方法的变动、分析仪器的变动、分析人员的变动等，应于变动的当

月上报上级主管监测网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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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资料性附录）

湿沉降监测操作程序

Ａ１　采样

Ａ１１　采样人员及相应管理人员的指定
采样人员及管理人员分别负责样品的采集、管理和采样过程中的ＱＡ／ＱＣ措施的执行；所有人员

需经过专门的培训。

Ａ１２　检查监测点周围发生的变化
采样人员要随时观察采样点周围发生的变化，并对此进行记录：

（１）采样点周边局部环境的变化，如是否有新的污染源等。
（２）采样点现场环境的变化，如附近是否出现新的其它可能影响采样的物体等。

Ａ１３　采样器的检查
采样人员要随时对采样器进行检查，如有问题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作好记录：

（１）采样器外观检查。如锈蚀、变形等；应及时将锈蚀部分用油漆涂覆，矫正变形等。
（２）采样器性能检查。如雨感器是否灵敏、接雨器盖子开关是否灵活等，如有故障应尽快排除。
（３）接雨器的检查。随时检查接雨器的清洁情况，并保持接雨器始终处于清洁状态。
（４）建立采样器档案，包括采样器制造厂名，采样器型号、制造日期、操作方法，采样器使用

说明书等。

Ａ１４　现场采样
每２４ｈ采样一次。若一天中有几次降雨 （雪）过程，可合并为一个样品测定；若遇连续几天降

雨 （雪），可收集上午９∶００至次日上午９∶００的降雨 （雪）。

Ａ２　样品的现场测试及处理

Ａ２１　样品的外观观察
是否有明显的被污染情况，如明显的悬浮颗粒、昆虫、鸟粪等。

Ａ２２　样品量的测定
对样品进行称重，并记录。

Ａ２３　如果是降雪，则要等雪在室温下融化后进行以下操作。
Ａ２４　降雨 （雪）量的测定。

Ａ２５　测定样品的ＥＣ值。
Ａ２６　测定样品的ｐＨ值。
Ａ２７　样品过滤，然后在冰箱保存 （或加入防腐剂）。

Ａ３　样品的运输及保存

Ａ３１　样品的运输
一般情况下要求冷藏运输，运输过程中要保证样品不泄漏或污染。

Ａ３２　样品的保存
样品取下后，无论是在现场工作室还是送到实验室，均应储存在聚乙烯瓶中，放置于冰箱内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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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４　样品的测定和化学分析

Ａ４１　样品分析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指定
应明确指定样品的分析人员和管理人员，并保持一定的人员稳定性。

Ａ４２　人员培训
对指定的样品分析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相关知识及规定的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才能承担相应的

工作。

Ａ４３　去离子水
所使用去离子水的ＥＣ值在２５℃时应小于０１５ｍＳ／ｍ，并在每次使用前测定其实际ＥＣ值。

Ａ４４　分析仪器
样品分析所涉及到的仪器均应符合 “规范”的要求，并严格按照仪器本身的操作程序进行操作。

具体注意以下几点：

（１）仪器的定期检定：由国家技术监督部门对仪器进行检定。
（２）仪器操作条件，如预热时间等。
（３）仪器的校正。
（４）最低检出限和最低测定限的测定和计算。
（５）仪器使用、维护记录及档案。

Ａ４５　分析的操作程序
（１）配制标准溶液：配制标准溶液系列，要求其浓度范围基本上能涵盖样品的浓度；阴离子标

准溶液的浓度点不少于４个，阳离子标准溶液的浓度点不少于５个。
（２）做工作曲线：要求工作曲线的相关性不小于０９９９，否则应重新测定或重新配制标准溶液。
（３）样品测定：工作曲线合格后即可进行密码样的分析，密码样的分析结果合格后方可进行样

品的测定。样品测定过程中注意按规定的比例做平行、加标回收等；每分析１０个样品后分析一标准
样品和空白，其结果必须符合 “规范”的要求，否则应查明原因或重新做工作曲线。

（４）样品的重复测定：对可疑样品如明显的离群浓度或Ｒ１、Ｒ１不合格，应重复测定，直至两次
的测定结果吻合。

Ａ４６　分析结果的处理
（１）样品的浓度计算。
（２）平行样品的标准偏差计算。
（３）样品的加标回收率计算。
（４）离子平衡计算。

Ａ５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ＱＡ／ＱＣ）

Ａ５１　玻璃器皿和聚乙烯容器的管理
（１）清洗：有关的玻璃器皿和聚乙烯容器在第一次使用前，均应用１０％的硝酸或盐酸浸泡过

夜，然后用大量自来水冲洗，最后用去离子水清洗三次；以后每使用一次，都要用自来水冲洗，然

后再用去离子水清洗三次。

（２）保存：洗净的容器分类保存于干净的橱柜内备用。
Ａ５２　样品收集的评价

要求实际收集到的样品量在应收集样品量的８０％以上。应收集样品量根据测定的降 （雪）雨量

及接雨 （雪）器的口径算出。

Ａ５３　可靠性评价
（１）灵敏度偏差评价：使用同一浓度系列的标准溶液，在基本相同的实验条件下，测定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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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一是可以通过两条工作曲线的斜率ａ、截距ｂ、剩余标准差 Ｓ等的统计检验，了解其是否为同一
曲线来判断其灵敏度的变化；二是若同一浓度的各响应值偏差均不超过２０％，也可认为其灵敏度变
化是可以接受的；若灵敏度太低，已不能满足分析要求，可重新选择最佳分析条件或更换仪器的某

些元件。

（２）平行双样测定结果的评价：见本 “规范”的具体要求。

（３）全程序空白的评价：全程序空白的测定结果，一般要求各离子的响应值为零，便认为合格。
（４）测量数据与最低检出限：测量数据一般应在最低检出限以上，当测定结果低于最低检出限

时，应报 “未检出”（ＮＤ）或报检出限，并注明 “Ｌ”字样。当用于特定目的的统计计算时，可以
检出限的一半报出数据。

Ａ５４　结果评价
（１）采样点的代表性：采样点的选择应基本符合本 “规范”的相关要求。

（２）采样时间完整性：一般以２４ｈ为一采样时间单位，采集从降雨 （雪）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

样品。

（３）样品有效性：采样量、样品保存条件、样品运输条件、样品保存时间等应符合本 “规范”

的相关要求。

Ａ６　监测结果报告

（１）填写监测 （分析）结果报告。

（２）有关人员审核。
（３）监测结果上报上级主管监测网络中心或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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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附录）

离子色谱法对阳离子的测定

离子色谱广泛用于测定湿沉降中的阴阳离子。利用溶液中各种离子通过离子交换柱时的保留时

间不同，可以分别将它们进行分离；然后利用溶液电导与离子浓度的正比关系，可测得离子的浓度。

Ｂ１　仪器与设备

（１）带电导检测器的离子色谱仪。
（２）阳离子分离柱 。
（３）阳离子抑制柱或阳离子微膜抑制器。
（４）积分仪、记录仪或电脑工作站。
（５）过滤装置及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
（６）注射器：用于进样的１ｍｌ注射器。
（７）烧杯：５０ｍｌ若干个。
（８）刻度移液管：１ｍｌ、２ｍｌ、５ｍｌ移液管若干支。
（９）具塞塑料桶，３Ｌ的１个，用于配制淋洗液。
（１０）聚乙烯塑料瓶：２Ｌ的４个，用于装淋洗液；５００ｍｌ的１０个，用于装标准储备溶液；２５０ｍｌ

的１个，用于装混合标准溶液。
（１１）２５０ｍｌ容量瓶：用于混合标准溶液的配制。

Ｂ２　试剂和溶液

（１）淋洗液：不同分离柱对淋洗液的具体要求不一样；应按照分离柱的说明书进行淋洗液的配
制。

（２）再生液：按离子抑制柱的说明书进行配制。
（３）标准溶液的储备液：用标准样品或高纯试剂配制混标溶液。在冰箱里的保存时间不超过三

个月。

（４）标准溶液系列：取储备液稀释到所需要的浓度，待测样品的浓度应在标准溶液系列的范围
内。

Ｂ３　测定过程

仪器操作以仪器说明书为准，下面举例说明：

（１）开机后使淋洗液和再生液通过柱子，直到系统平衡稳定。
（２）制作５个点以上的工作曲线，一般来说，工作曲线的相关性应大于０９９９。
（３）样品测定。

Ｂ４　结果计算

（１）工作曲线的绘制 （或计算）

以标准溶液的浓度为横坐标，谱图的峰高 （或峰面积）为纵坐标作图，可得一工作曲线图；或

将浓度与峰高 （或峰面积）进行回归计算，得一回归方程；如果数据采集部分为计算机工作站，则

此部分工作由计算机工作站自动完成。

（２）样品浓度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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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样品中各组分谱图的峰高 （或峰面积）代入工作曲线图，或代入回归公式进行计算，即可得

出该组分的浓度值；如果数据采集部分为计算机工作站，则此部分工作由计算机自动完成。

Ｂ５　注意事项

（１）离子色谱法所用去离子水的ＥＣ值应小于０１５ｍＳ／ｍ。
（２）注射标准溶液时，应按浓度由高到低的顺序，否则有可能影响第一个样品的分析结果；也

可以从低到高进行，但在分析样品前应用去离子水作一空白样，以降低其可能对样品测定带来的影

响。

（３）样品分析完后，应继续通２０ｍｉｎ以上的淋洗液，以免样品中的一些物质残留在柱子中，对
柱子的性能带来一定的影响。

（４）每次进行样品分析均应做好实验室的条件记录，同时对离子色谱仪的有关情况也应做好记
录，具体记录内容如下：

●分析人员

●开机时间

●关机时间

●淋洗液及浓度

●淋洗液流速

●分析前系统压力

●分析后系统压力

●实验室温度、湿度

●第一个样品的Ｃａ２＋的保留时间
●最后一个样品的Ｃａ２＋的保留时间
●其它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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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　湿沉降分析阴离子加标回收率测定结果

省 （自治区、直辖市） 监测时间 （年月）：

采样点位 采样时间

Ｆ－ Ｃｌ－ ＮＯ－３ ＳＯ２－４

加标量
本底

浓度

回收率

（％）
加标量

本底

浓度

回收率

（％）
加标量

本底

浓度

回收率

（％）
加标量

本底

浓度

回收率

（％）

填写说明：（１）保留两位小数。
（２）加标量单位：μｇ；浓度单位：ｍｇ／Ｌ。
（３）如果行数不足，可以自行增加本表电子版的行数，但请不要改变本表的其它结构。

　　填写人：　　　　　　　　　　　　复核人：　　　　　　　　　　　单位盖章：

附表２　湿沉降分析阳离子加标回收率测定结果

省 （自治区、直辖市） 监测时间 （年月）：

采样

点位

采样

时间

Ｎａ＋ ＮＨ＋４ Ｋ＋ Ｍｇ２＋ Ｃａ２＋

加标

量

本底

浓度

回收率

（％）
加标

量

本底

浓度

回收率

（％）
加标

量

本底

浓度

回收率

（％）
加标

量

本底

浓度

回收率

（％）
加标

量

本底

浓度

回收率

（％）

填写说明：（１）保留两位小数。
（２）加标量单位：μｇ；浓度单位：ｍｇ／Ｌ。
（３）如果行数不足，可以自行增加本表电子版的行数，但请不要改变本表的其它结构。

　　填写人：　　　　　　　　　　　　复核人：　　　　　　　　　　　单位盖章：

附表３　湿沉降分析阴离子平行双样测定结果

省 （自治区、直辖市） 监测时间 （年月）：

采样

点位

采样

时间

Ｆ－ Ｃｌ－ ＮＯ－３ ＳＯ２－４

一次 二次
相对偏差

（％）
一次 二次

相对偏差

（％）
一次 二次

相对偏差

（％）
一次 二次

相对偏差

（％）

填写说明：（１）保留两位小数。
（２）浓度单位：ｍｇ／Ｌ。
（３）如果行数不足，可以自行增加本表电子版的行数，但请不要改变本表的其它结构。

　　填写人：　　　　　　　　　　　　复核人：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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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４　湿沉降分析阳离子平行双样测定结果

省 （自治区、直辖市） 监测时间 （年、月）：

采样

点位

采样

时间

Ｎａ＋ ＮＨ＋４ Ｋ＋ Ｍｇ２＋ Ｃａ２＋

一次 二次

相对

偏差

（％）
一次 二次

相对

偏差

（％）
一次 二次

相对

偏差

（％）
一次 二次

相对

偏差

（％）
一次 二次

相对

偏差

（％）

填写说明：（１）保留两位小数。
（２）浓度单位：ｍｇ／Ｌ。
（３）如果行数不足，可以自行增加本表电子版的行数，但请不要改变本表的其它结构。

　　填写人：　　　　　　　　　　　　复核人：　　　　　　　　　　　单位盖章：

附表５　湿 沉 降 分 析 报 表

省 （自治区、直辖市） 监测时间 （年、月）：

行政

代码

市

（县，

区）

采样

点

采样开始时间采样结束时间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降水

类型

降水

量／
ｍｍ

ｐＨ
电导

率／
（ｍＳ／ｍ）

离子组分／（ｍｇ／Ｌ）

ＳＯ２－４ ＮＯ
－
３ Ｆ－ Ｃｌ－ＮＨ

＋
４Ｃａ２＋Ｍｇ２＋Ｎａ＋ Ｋ＋

备注

填写说明：（１）本表中 “月”、“日”、“时”、“分”采用２位数字表示，不足２位数者在前面补零，如５月８
日应写成 “０５”和 “０８”；小时按２４小时制计，如上午７时应写成 “０７”。

（２）ｐＨ值、离子组分浓度数据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电导率、降雨量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３）降水类型栏填入雨、雪或冰雹。
（４）如有稀释，应在备注栏注明稀释倍数。
（５）如果行数不足，可以自行增加本表电子版的行数，但请不要改变本表的其它结构。

　　填写人：　　　　　　　　　　　　复核人：　　　　　　　　　　　单位盖章：

７２



书书书

附表６　多层滤膜法监测报表

省 （自治区、直辖市） 监测时间 （年月）：

行政

代码
市（县，区）

采样

点

采样开始时间 采样结束时间 气态污染物／（μｇ／ｍ３） 气溶胶／（μｇ／ｍ３）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ＳＯ２ ＨＮＯ３ ＨＣｌ ＮＨ３ ＳＯ２－４ ＮＯ－３ Ｆ－ Ｃｌ－ ＮＨ＋４ Ｃａ２＋ Ｍｇ２＋ Ｎａ＋ Ｋ＋
备注

填写说明：（１）本表中 “月”、“日”、“时”、“分”采用２位数字表示，不足２位数者在前面补零，如５月８日应写成 “０５”和 “０８”；小时按２４小时制计，
如上午７时应写成 “０７”。

（２）保留两位小数。
（３）如果行数不足，可以自行增加本表电子版的行数，但请不要改变本表的其它结构。

　　填写人：　　　　　　　　　　　　复核人：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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