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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ech 3603自动进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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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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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曲线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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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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Έ֜ .2 αVOC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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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采集

由于臭氧极易与衍生剂DNPH及衍生后的腙类化合物发生反应，影响测

量结果，所以采样时在采样管前串联KI除臭氧柱，消除干扰。具体采样

示意图见下图。



✓ 采样时，铝箔包裹采样管和除臭氧柱。

✓ 采样期间应不时地观察采样器流量，若

采样结束时的流量与开始时流量相差超

过15%，此次样品作废应重新采样。

✓ 采样结束用密封帽将管口密封并用铝箔，

DNPH滤纸包裹放入袋中密封，带回实

验室后放入4℃以下冰箱保存等待处理。

样品采集



样品的运输和保存

− 低温（＜4℃）运输，放置在4℃

以下冰箱

− 如不能及时分析，2周内洗脱、采

样后30天内完成分析

采样记录

✓ 醛酮类化合物采样记录表

✓ 醛酮采样器使用流量记录

✓ 醛酮样品交接记录



样品的预处理



洗脱前准备

按样品量取适量乙腈洗脱备用

烧杯（废液缸）、滴管、容量瓶、注射
器、胶头、样品

➢ 放入真空手套箱合适的位置
➢ 第一次抽空气到0.6，充入氮

气到0.1

➢ 第二次重复上述步骤
➢ 第三次抽空气到0.7，充入氮

气到0

空白样品单独洗脱



洗脱过程

按顺序打开样品
注射器与样品连接，

下接5ml容量瓶
注射器中加入

3.5ml乙腈
注射器中加入



样品的分析过程3



参考色谱条件

✓ 流动相：乙腈/水/四氢呋喃。梯度洗脱，初始

60%水，20%乙腈，20%四氢呋喃；0-34min，

乙腈从20%增至85%，四氢呋喃从20%线性减

至15%；34-36min，乙腈从85%减至20%，四

氢呋喃从15%增至20%，并保持6min。

✓ 检测波长：360nm

✓ 流速：1.2mL/min

✓ 进样量：10μL



校准—标准系列的制备

新采购标液宜采用不同标液进行校准曲线中间浓度点准确性测试（如新采购标
液与原标液比较），偏差应小于等于20%，如不合格，应查找相关原因。

100ppm×0.1ml=2ppm×5ml

2ppm×1ml=1ppm×2ml

2ppm



①先配制2ppm标样，先在5ml容量瓶加少许乙腈润洗，在

5ml㕭氀



校准—标准曲线的绘制

通过自动进样器取10µl标准系列，注入液相色谱进行测定，以色谱响应值为
纵坐标，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校准曲线（曲线相关系数≥0.995，否则重新绘
制校准曲线）。



单点质控

每日测定样品前，以校准曲线中间点进行校准，每个目标化合物的测定结果
与理论浓度值的相对偏差应≤20%。

进样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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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酮类VOCs监测报告

醛酮类VOCs质控报告



概况

监测结果与分析

监测

根据《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
方案》（监测函 [2019] 11号）要求，特开展太原市VOCs手工
监测。

××××年××月在太原市桃园、上兰、晋源区和小店区四
个监测点进行了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DNPH管采集）样品采
集，采样时间分别为××××××××，并对采样管上的13种醛酮
类化合物进行测定。

浓度水平及各组分变化

来源分析

臭氧生成潜势（OFP）





前言

结果与评价

质控概况

根据《 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
方案》（监测函 [2019] 11号）要求，特开展太原市VOCs手工
监测。

现场平行样、实验室平行样的采集时间，标曲的绘制时间、
实验室空白测定时间，结果显示本月质控数据均符合《 ××××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案》（环办监
测函 [××××] ××号）要求。



1 检出限

结果如表X所示，13种醛
酮化合物的方法检出限范
围为X~Xnmol/mol，所
有物质的方法检出限均低
于《环境空气醛、酮类化
合物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
法》（HJ683-2014）中
目标化合物的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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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行样测定

♪ᶊẇ ≡Ḧ
在同一个采样点，选用
同一批采样管，设定相
同的流速和采样时间，
采集两个DNPH管样品，
与同批次采集的样品一
同送到实验室分析。四
个监测点位的两次平行
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范
围为X-X%，均小于
25%。





6 连续校准
每日测定样品前，以校准曲线中间点进行校准，每个目标化合物的测定结果与理论
浓度值的相对偏差应≤20%，本月连续校准相对偏差结果如下，均小于20%。



气大气NMHCs







标准曲线绘制

根据样品浓度范围，配置不同梯度的标准样品。
分别抽取20.0mL、50.0mL、100.0mL、200.0mL、400.0mL标准使用气（200 
mmol/mol，正己烷），配制目标物浓度分别为10 nmol/mol、25nmol/mol、
50nmol/mol、100mmol/mol、200nmol/mol的标准系列。校准曲线的相关
系数≥0.999。

定性分析
根据标准色谱图的保留时间定性。用作定性的保留时间窗口宽度以当天测定标
样的实际保留时间变化为基准。

定量分析
非甲烷总烃定量采用色谱峰面积外标法定量。进样之后，根据物质的峰面积，
对照非甲烷总烃的标准曲线可计算出非甲烷总烃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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