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年第 ! 期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二硫化碳的主要来源，分析了二硫化碳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筛选了 #$ 余种净化

材料，进行了动态和静态吸附试验对比，初步认定改性活性炭纤维对二硫化碳具有较好的净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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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化碳的污染特征与净化材料的筛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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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F$ 年代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的出现为契

机，节约能源受到各行业的重视，在城市建筑领域，

一方面采用大量人工合成的节能材料和尽可能的降

低建筑层高。另一方面，随着建筑物内空间气密化，

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大型办公设备的使用等，

给作业、生活环境带来了新的有机污染，较典型的如

二硫化碳的污染。以下笔者结合近几年对密闭环境

中二硫化碳污染净化治理的工作实践，就二硫化碳

污染特征及净化措施提出粗浅的看法，供商榷。

# 二硫化碳的污染表征及危害

#? # 二硫化碳的性质及来源

二硫化碳 I 78 9 J 纯品为无色、有折射的流动性

液体，具有芳香气味，带甜味与氯仿相似。工业品为

黄色液体，具有烂萝卜的难闻气味。不易挥发且靠

近地面累积，是典型的工业化学毒物。

二硫化碳在工业上应用非常广泛，常用作溶解

剂及制造粘胶纤维、石蜡、玻璃纸和四氯化碳及石

油精制等。工业上用作粮食熏蒸杀虫剂和除草剂。

人们在生活和工作过程中，经常接触一些由二硫化

碳作为溶剂加工的产品，像人造棉、人造毛、玻璃

纸、粘胶薄膜、橡胶、海绵、光学玻璃等。这些材料都

有可能释放出二硫化碳，特别在密闭空间里污染将

加剧，如卫生间随着使用人数和频率的增加，二硫

化碳的浓度将升高，电站在开启后比开启前二硫化

碳浓度增高 # 倍以上。

#? 9 二硫化碳的危害

二硫化碳可经呼吸道吸入体内，也可由消化道

摄入或经皮肤吸收。进入机体的二硫化碳一部分从

呼吸、汗、乳汁中排出，而 F$ K E$L 则在体内代谢后

随尿排出。二硫化碳在体内由血液中红细胞和血浆

吸收，并经血液循环送至全身，很快溶解在脂肪和

脂类中，与氯基酸、蛋白质结合，所以体内的二硫化

碳大多存在于组织和器官中，血液较少。其体内蓄

积较强。二硫化碳的毒性，因吸收途径、接触浓度和

暴露的时间的不同而异。日本、德国、英国、瑞士等

国家规定二硫化碳最高容许浓度为 !$5= M 5!，前苏

联为 #5= M 5!，我国规定车间空气中二硫化碳的最

高 容 许 浓 度 为 #$5= M 5!， 长 期 吸 入 G N #$5= M 5!

浓度的二硫化碳可能引起慢性中毒。一般表现为

神经衰弱症状、多发性周围神经炎、植物神经功

能 紊乱 和 其他 如 性 欲减 退 、妇 女 月经 不 调 、早

产、流产及眼部疾患等。急性中毒症状一般为神

经麻痹，乃至昏迷、甚至呼吸衰竭。二硫化碳是

否具有致癌和致突变性的作用目前尚未报道，但

有实验证明，在硫化氢和二硫化碳低浓度联合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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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静态净化效率（$ ）

! 结果与讨论

!% # 静态试验

取容积为 &% & ’ "% ( 升的三个实验瓶，将一定浓

度的 !)* 二硫化碳标准使用液加入瓶内，让其在静

止状态下充分挥发，然后排水采样，其结果见表 #。

!% + 动态试验

在 !( 升的配气袋中，以 & 升 , 分的流速通入钢

瓶的压缩气，同时将一定浓度的二硫化碳标准液

(% +)* 加入“-”型管中，通过吹入的空气使二硫化

碳标准液挥发为二硫化碳气体，并使之在配气袋中

混匀，通过采样泵以 (% + 升 , 分的速度采样 +& 分

钟，其结果见表 +。

!% ! 净化剂效果分析

从上述两种方法的实验结果看出，纤维类滤料

对二硫化碳的消除效果较好，光触媒次之，其结果

见表 !。

结果表明，同一种滤料对二硫化碳的消除率有

所不同，动态条件下的消除率较静态条件下的消除

率高，同时 # 号改性纤维、./ 材料的消除效果较

好，# 号改性纤维的综合去除效果最好。

图 # 静态实验工艺流程

图 + 动态实验工艺流程

采样管 流量计净化材料含二硫化碳的空气 采样泵

贮气罐 净化材料 采样管 流量计 采样泵

毒时，大鼠呈现弱致畸作用。

#% ! 作用机理

二硫化碳的中毒机制迄今认识还不充分。一般

认为，一是代谢产物时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会发生

螯合作用，它与血液或组织中的蛋白质、氨基酸化

合，生成硫化氨基甲酸脂和噻唑烷酮，这些化合物与

铜、锌等整合，使机体微量金属平衡失调，妨碍人体

细胞的正常生理机能，甚至细胞死亡和组织损坏。二

是直接抑制酯类的活性，它可以与单胺氧化酶结合

降低酸的活性，干扰脑组织中的色氨酸代谢，使与

& ’ 羟色胺在脑内聚集，产生中毒症状。其它还有影

响维生素 0" 和菸硷酸的代谢、干扰儿茶酚的代谢、引

起脂肪的代谢紊乱。与线粒体的药物代谢系统的相

互作用，干扰药物代谢、引起肝脏中毒等。

+ 净化材料筛选实验

+% # 测定方法的选择

环境空气中二硫化碳测定方法主要有气体检

测管法、比色法、气相色谱法及气体分析器法四种，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本实验选择灵敏度较高的液体

吸收采样——— 二乙胺比色法测定二硫化碳。

+% + 净化材料的筛选

净化材料的种类很多，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

经过理论对比，选择了以活性炭纤维为代表的 #!
种净化材料和课题组自行研制的加催化剂改性活

性炭纤维材料，用静态和动态两种实验方案进行筛

选试验。

+% ! 实验工艺流程

静态和动态实验流程分别如图 # 和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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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动态净化效率（$ ）

表 ! 净化材料对二硫化碳净化效果比较

% 结论与建议

%& ’ 二硫化碳气体是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有

机污染源，应加强对其在密闭环境中的浓度变化

和有害作用的生化机理研究。

%& # 采用改性纤维对二硫化碳具有明显的净化

效果，去除率较高，建议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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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国内广大用户对健康空调器的需要，国内有关空调器生产厂商均在积极开发、研制、生

产具有灭菌保健功能的配套设备、材料。

（’）据海尔集团介绍，该集团与日本三菱重工合作生产的“空气清新机”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功能：

强力杀菌酶杀菌，杀菌率达 ))& #$；纳米二氧化钛解毒，解内毒素率 ))& *"$；+,-. 高效过滤网除

尘，除尘率 ))& )"$；活性炭去味除臭，去味率 )!$；健康负离子活化氧气；/0 紫外光，!1 分钟杀菌解毒。

（#）北京红金石科技有限公司介绍生产的“红金石环境净化宝”涂料，据该公司介绍具有以下性能：

材料粒度 #1$以上达到纳米级；远红外辐射达到 1& )#；负离子发射能力为 *& ! 2 ’1# 个 3 45#；放射性

安全指标达到国家 . 类标准；对装修造成超标 ’1 倍的甲醛、苯、氨的去除率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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