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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兰州市大气颗粒物的物理化学特征及其健康影响效应研究》利用场发射扫描电镜揭示出兰州市大气
可吸入颗粒物的主要微观形貌类型，结合图像分析技术提出兰州市大气可吸人颗粒物中不同类型颗粒
物的粒径分布特征；利用X射线衍射和带能谱的扫描电镜分析了兰州市大气颗粒物中矿物组成；利用
离子色谱研究了兰州市大气颗粒物中水溶性离子化学组成；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研究了兰州市大
气颗粒物的微量元素组成；利用质粒DNA评价法研究了兰州市大气颗粒物的健康影响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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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颗粒物中水溶性离子的组成特征 10.1.6 采用ICP—MS法较系统地研究了兰州市大气PM10中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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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研究了兰州市大气PM10健康影响效应的来源及其产生差异的原因 10.2存在问题和展望 参考文献 6兰
州市大气颗粒物中水溶性离子化学组成特征 7兰州市大气PM10中微量元素的组成特征 8兰州市大
气PM10健康影响效应研究I——时空变化规律 9兰州市大气PM10的健康影响效应研究Ⅱ——来源及其
差异原因分析 10结语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兰州市大气颗粒物的物理化学特征及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兰州市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河谷盆地中，全年静风频率大，逆温层厚，污染物
难以扩散，大气污染十分严重，且全年以颗粒物污染为主（刘吉等，2003）。
对兰州市大气颗粒物的研究过去主要集中在颗粒物的质量浓度、化学组成以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等方
面（魏复盛等，2001和2004），对大气颗粒物中的矿物物相组成及单矿物颗粒的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
白。
本书使用x射线衍射（XRD）和带能谱的扫描电镜（SEM——EDX）对兰州市PM10中的矿物物相组成
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兰州市大气中矿物物相组成的季节性变化，并对2006年的两次沙尘暴（
“2006.3.31”和“2006.4.10”）的矿物组成进行了定性和半定量分析。
 5.1 大气颗粒物中的矿物物相组成 5.1.1 X射线衍射（XRD）的基本原理 自然界中的矿物绝大部分都具
有固定的化学组成和特定的晶体结构，X射线进入矿物晶体后可以产生衍射，衍射线的特征可以用各
反射面网间距d和衍射强度I／I0来表征。
在这两个参数中，前者与晶胞的形状和大小有关，后者与质点的种类及其在晶胞中的位置有关。
所以任何一种结晶物质的衍射数据d和I／I0都是其晶体结构的必然反映，这就是单晶物相鉴别的基础
（王濮等，1982；周上祺，1991）。
当入射线进入晶体后产生衍射，不同光源射出的光线之间存在着行程差，只有行程差等于波长的整数
倍时，光波才能相互叠加而增强。
当光线产生衍射时，行程差一定是波长的整数倍。
 这就是著名的Bra99方程，式中的都可以测定，从而可以计算出品面间距d值。
 矿物的衍射强度I，不仅在理论上能够进行计算，而且在实验上也能进行测量。
理论上，当X射线衍射仪收集到某一晶面（hk1）的衍射强度后可由下面的公式求得。
但在实验中，通常是对衍射仪记录图的峰下面积进行积分或是测量衍射峰的高度来得到强度的数据（
俞旭等，1984）。
 混合物衍射图中属于某一物相的衍射峰的强度决定于该物相在样品中的含量，所以可以根据衍射强度
对混合物中存在的晶态相进行定量分析。
此外，混合物中的无定形物质会增加衍射图中的弥散散射的总量，据此可以对混合物中的无定形成分
的总量进行定量分析（俞旭等，1984；周上祺，1991）。
 在实验过程中，有时需要使用辅助实验手段来鉴定某些物相。
例如，黏土矿物的鉴定必须对样品进行一定的处理，比较其处理前后粉末衍射图的变化才能正确区别
不同种类的黏土矿物。
通常的步骤是先记录原始样品的粉末衍射图；然后使用乙二醇饱和处理样品后重新录图；为了检测绿
泥石的存在，还需要记录热处理后样品的定性试片的衍射图。
通过这三个步骤，就可以确定黏土矿物的种类。
依据SY／T 5163—2010石油行业标准，根据黏土矿物特征峰的高度可以对不同类型的黏土矿物进行定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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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兰州市大气颗粒物的物理化学特征及其健康影响效应研究》数据翔实、内容丰富，可供大气科学、
环境科学、大气环境化学及环境地质学等领域的科技人员、高等院校有荧专业师生以及从事环境保护
事业的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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