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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环境是综合和复杂的体系，环境样品千差万别，其组成又十分复杂，一般情况下，一个环境
样品包含几十甚至几百种有机物，各组分的含量不但很低，而且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从10-3g
到10-9g，甚至10-12g，而有机物中又有各种异构体或同系物之别，不但如此，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
的有机物表现的环境效应与毒性是截然不同的。
此外，环境样品中的有机物在自然条件下，受光、热、电磁辐射、微生物等外界条件的作用，会发生
诸如氧化、还原、光解、水解、生物降解等一系列变化，体系不稳定。
正因为如此，对环境样品的采样、保存、运输、处理、分析等操作过程均有一系列特殊的要求，通常
需要进行有机物提取、净化预处理后才可以进行各种仪器分析，否则，得到的数据不但不可靠，而且
还会污染测试系统，影响仪器的性能及使用。
　　一个完整的环境样品分析包括从采样开始到出报告，样品分析流程大致可以分为采样、样品处理
、分析测试、数据处理及整理报告五个阶段。
有关文献对这五个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及劳动强度进行了统计：样品采集占6.0%，样品有机物提取、净
化处理技术占61.0%，分析测试占6.0%，数据处理与报告占27.0%。
其中，样品有机物提取、净化处理技术所需的时间最长，约占整个分析时间的2/3，这是因为在过去几
十年中，分析化学的发展集中在研究方法本身，例如：如何提高灵敏度、选择性及分析速度；如何应
用物理与化学中的理论来发展新颖的分析方法与技术，以满足高新技术对分析化学提出的更高、更新
的目标与要求。
采用高新技术的成果改进分析仪器的性能、分析速度及自动化程度，却忽视了对样品有机物提取、净
化处理方法与技术的研究，从而造成以下不利因素：①目前花费在样品有机物提取、净化处理技术上
的时间比样品本身的分析测试所需的时间多达一个数量级，通常分析测试一个样品只需几分钟至几十
分钟，而样品有机物提取、净化处理技术的时间可多达几小时甚至几十小时；②样品中有机物提取、
净化处理技术有大量的溶剂消耗，特别像二氯甲烷、氯仿等有毒性的溶剂，对环境及操作者造成二次
污染；③由于消耗大量溶剂，使测试成本大大增加。
　　快速、简便、自动化的有机物提取和净化处理技术不仅可以省时、省力，而且可以减少由于不同
人员的操作及样品多次转移带来的误差，避免使用大量溶剂，对于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也有深远的意义
。
特别是在线有机物提取、净化处理等新技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必将对环境分析化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并使之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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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环境样品中有机物具有浓度低、组分复杂、干扰物质多、易受环境影响等特点，通常需要采用复
杂的提取、净化、浓缩等有机物处理技术才能进行分析测定。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经典的和现代的各种样品有机物提取、净化技术。
全书共分16章：第1章讨论了优先控制的有机污染物种类；第2章介绍了采样技术；第3章到第6章介绍
了经典的环境样品中有机物提取、净化技术；第7章到第13章介绍了固相萃取、固相微萃取、微波萃取
、超临界萃取、吹扫捕集和在线前处理等新技术；第14章结合典型的有毒有机污染物讨论了分析方法
等有关问题；第15章介绍了提取、净化、浓缩等有机物处理技术的应用实例；第16章讨论了环境样品
有机分析质量控制要求。
    本书可作为环境样品分析人员的培训教材，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及其他行业的分析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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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优先控制的有机污染物　　1.2　优先控制的有机污染物种类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
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在与日俱增：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化学品的种类已
达1000多万种，常用的化学品有8万种左右，并且每年还有上千种新化学品问世。
虽然众多化学品以其特有的性能和用途满足了人们在生产、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多种需要。
但是，由于使用不当、管理不善，大量的化学物质，特别是一些典型的有毒化学品进入环境，这类物
质中有些能够在外界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较快降解，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其化学结构与天然有机污染
物相差较大，在自然条件下较难降解，由此造成这类物质在环境中长期滞留和积累，从而对生态系统
以及人类健康造成了严重的、长时期的和潜在的危害。
　　目前有毒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已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纷纷对有毒污染物的理化性质、
毒理学性质以及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危害进行了研究。
人类对有毒化学品的认识在不断深入，随着生态学、污染化学、健康毒理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对有
毒有机污染物已经进入了深层次的研究。
　　从现有的化学品中筛选出来一些已知或怀疑对人类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物质或对环境有严重
危害的物质，并制定了环境优先控制污染物的“黑名单”。
　　1.2.1　国外优先控制的有机污染物　　目前国外发达国家已率先筛选出优先控制的有毒有机污染
物，1974年，根据“化学品审查与制定法规的要求”，日本环境厅组织了全国规模的化学品环境安全
性综合调查，于1986年底公布了600种优先控制的有毒化学品。
同年，还公布了在普查基础上对55种有毒污染物所做的重点调查结果。
在日本环境界，关于有毒有机污染物污染的研究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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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快速、简便、自动化的有机物提取和净化处理技术不仅可以省时、省力，而且可以减少由于不同
人员的操作及样品多次转移带来的误差，避免使用大量溶剂，对于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也有深远的意义
。
特别是在线有机物提取、净化处理等新技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必将对环境分析化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并使之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经典的和现代的各种样品有机物提取、净化技术。
全书共分16章。
可作为环境样品分析人员的培训教材，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及其他行业的分析技术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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