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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饮用水水源中优先检测有机污染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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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饮用水有机污染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日益污染的水质对人类健康

造成极大威胁. 针对建设部城镇供水水质标准 (CJöT 20622005)中新增 63 项有机物

指标的特点, 采用色质联用分析技术对以松花江中段水为原水的北方某城市供水

水源中的优先检测有机污染物进行识别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松花江原水中检测到

新增指标中的有机物有 19 种. 因此应加强对这些有机污染物的长期监测并研究其

水处理去除技术, 以确保饮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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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水中有机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 其中对南京市水源水、Z 流域水质、广州市水源水及自来水中有机污染物进行了鉴定和分

析, 结果表明水源中有机污染物种类多样〔1～ 3〕. 据有关资料报道在世界各种水体中, 已检出各种有机化

合物 2221 种, 在饮用水中也已检出 765 种, 而其中有 117 种被认为或被怀疑为致癌物. 在美国环保局

(EPA )规定的129 种优先污染物划分名单中, 有机化合物为114 种, 我国环保局公布的水中优先控制污

染物黑名单中共有 15 类 69 种有害化学污染物, 其中有机毒物为 58 种, 这些污染物大多具有“三致性”,

且具有长效性和不可逆性〔4, 5〕. 为研究北方某市饮用水水源中有机物的污染状况, 了解松花江流域有机

物污染现状, 利用色谱2质谱 (GCöM S) 联用技术分析了松花江原水中有机物的种类, 识别优先控制污染

物并确定该地区水质检测中应重点关注的非常规检验有机物指标项目.

1　仪器条件和样品的制备

　　取20 L 水样, 以20 mL öm in 的流速通过装有纯化过的XAD 22 树脂的柱子吸附, 用30 mL 二氯甲烷

洗脱液分三次洗脱, 收集洗脱液, 加适量硫酸钠干燥过夜后, 置于K2D 浓缩液中, 在35 ℃水浴中, 减压浓

缩至1 mL , 送GCöM S 分析, 分析条件如表1 所示.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采集的松花江水样经GCöM S 分析后, 将水样谱图与标准谱库比较, 确定水样中有机化合物种类和

名称, 进行分析和讨论.

图1 是松花江原水的GCöM S 分析结果. 将图 1 的实验结果与标准谱库进行分析比较, 确定松花江

原水中有机的种类和名称, 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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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CöM S 分析条件

项目 条件

仪器条件 GC H P 6890öM S H P 5893

柱箱温度条件 程序升温 40℃ (保持 5m in) , 然后以 4℃öm in, 升温至 280℃ (保持 5m in)

色谱条件 H P25M S 30m 250m ×0. 25Λm

进样口温度 280 ℃

GCöM S 接口温度 280 ℃

进样方式 手动进样

载气流速 1 mL öm in

离子源类型 E I

离子源温度 230 ℃

四级杆温度 150 ℃

质量扫描范围 50～ 600

阈值 100, 扫描 2 次ö秒

调谐 标准物质调谐方式

图 1　松花江中段原水GC2M S 分析的总离子流图

　　我国新发布的《城市供水水质标准》在有机物种类的设定方面已与国际接轨, 虽然某些指标的限值

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但是可以预见, 随着仪器分析的不断发展, 水质标准所规定的污染物种

类和含量必将越来越严格. 通过分析实验结果并与《城市供水水质标准》中新增水质指标进行对照,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松花江原水中检测到的新增指标中的有机物有19 种 (表2 中 + 所示) , 其中有醚、酮、醇、

酚、酯、卤代物和芳烃等各类有机物. 在检出的有机物中, 有三甲苯、二甲苯、酞酸二丁酯、酞酸二辛酯等

10 余种我国优先控制污染物及卤代烃、酚、各种芳烃等潜在危害物质. 这表明松花江原水中所含有机组

分非常复杂, 松花江原水受到了严重的有机物污染, 今后应加强有机污染物的监测和饮用水处理技术的

革新, 以确保饮用水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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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松花江中段原水 GCöM S 分析重点峰的计算机检索与比对结果

序号 化合物名称 松花江原水

1 苯乙烯 +

2 1, 3, 52三甲苯 +

3 1, 42二乙苯 +

4 12乙烯基242乙苯 +

5 12甲基242(12甲基乙氧基)苯 +

6 (12乙基丁基)苯 +

7 12甲基232(12甲基乙基)苯 +

8 (2 氯222丁烯基)苯 +

9 丙烯基甲基硫化物 +

10 12甲氧基222戊苯 +

11 酞酸二甲酯 +

12 丁基2羟基甲苯 +

13 2, 42二乙氧基21, 52甲酸苯 +

14 2, 3, 4, 62四甲氧基苯乙烯 +

15 酞酸二丁酯 +

16 42环已基羰基212乙苯 +

17 酞酸二辛酯 +

18 莠去津 +

19 溴氰菊酯 +

　　+ 表示机检和标样比对为CJöT 20622005 中规定检测

3　结　论

　　通过对松花江原水的色质联用分析, 确定出松花江原水中含有苯乙烯、1, 3, 52三甲苯、1, 42二乙苯、

12乙烯基242乙苯、12甲基242(12甲基乙氧基) 苯、(12乙基丁基) 苯、12甲基232(12甲基乙基) 苯、(2 氯222丁
烯基) 苯、丙烯基甲基硫化物、12甲氧基222戊苯、酞酸二甲酯、丁基2羟基甲苯、2, 42二乙氧基21, 52甲酸

苯、2, 3, 4, 62四甲氧基苯乙烯、酞酸二丁酯、42环已基羰基212乙苯、酞酸二辛酯、莠去津、溴氰菊酯等 19

项新增指标中的有机污染物. 哈尔滨地区今后重点应监测松花江原水中有机物, 并要求水处理控制技术

和水质分析技术的全面革新, 进一步提高供水水质, 为广大居民的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新的技术保

障.

参考文献:

[1 ]　方东, 梅卓华, 楼霄. 南京市主要饮用水源水中有机污染物的遗传毒性研究 [J ]. 中国环境监测. 2001, 17 (1) : 2～ 7.

[2 ]　吴南翔, 杨寅楣, 金锋, 等. Z 流域水质致突变性研究 [J ]. 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1, 18 (4) : 227～ 230.

[3 ]　陈红红, 杨华可, 郭楚君. G 市水源水及自来水中有机污染物的鉴定与分析 [J ]. 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0, 17 (4) : 200

～ 201.

[4 ]　庄颖, 江城梅, 赵红. 淮河N 段水有机物潜在危害评估 [J ].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02, 26 (2) : 171～ 172.

[5 ]　邓良利, 丁汉平, 李荣江, 等. 某市生活饮用水致突变性检验 [J ]. 卫生毒理学杂志, 2000, 14 (4) : 246.

131第 2 期 霍天瑞等　松花江饮用水水源中优先检测有机污染物研究



A STU D Y ON PR EFERR EN T IAL D ET ERM INA T ION

O F O R GAN IC POLLU TAN T S IN PO TABL E W A T ER SOU RCE

O F SON GHU A R IV ER

HUO T ian2ru i1, 2, J I Feng2, CU I Chong2w ei2,L I Gu i2bai2

(1. Inner M ong olia U n iversity of T echnology , H ohhot 010051, Ch ina;

2. Colleg e of M un icip a l and E nv ironm en ta l E ng ineering ,

H a rbin Institu te of T echnology , H a rbin 150008, Ch ina)

　　Abstract: M odern society is confron ted w ith severe cha llenges from drink ing w ater po llu t ion by

o rgan ic con tam inan ts, w h ich is endangering the hea lth of hum an beings. O rgan ic po llu tan ts in the

Songhua R iver are ana lyzed w ith GCöM S. T he analysis g ives p rio rity to the exam inat ion of

characterist ics of 63 o rgan ic po llu tan ts, new ly listed in the w ater standard ( CJ öT 20622005 ) ,

p rom u lga ted by the M in ist ry of Con struct ion. It is concluded tha t 19 ou t of the 63 o rgan ic po llu tan ts

are found in the Songhua R iver. T herefo re, a t ten t ion shou ld be paid to the m on ito ring of o rgan ic

po llu tan ts and the trea tm en t techno logy of po tab le w ater shou ld be developed in o rder to en su re the

safety of po tab le w ater in the city of H arb in.

Keywords: o rgan ic po llu tan ts; w ater sou rce; po tab le w 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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