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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中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法的具体运用思考 

黄 玲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江汉区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  湖北武汉 

【摘要】汽车尾气以及工业废气在排放的过程中，主要的成分以挥发性有机物为主，这种物质导致环

境遭受一定的破坏，甚至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威胁。所以要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来对该物质进行监测，尽量

使该物质得到有效管控。因此，如何采取有效的方法来监测挥发性有机物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对其开展

详细研讨。此从研究对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的重要性有效明确，确保相关监测方法得到有效应用，为环境保

护提供爆炸钩。 
【关键词】环境监测；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法；运用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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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utomobile exhaust gas and industrial exhaust gas in the process of emission, the main 
composition is mainly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which leads to certain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and even 
poses a threat to people's health. Theref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ethods should be adopted to monitor the 
substance and to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s far as possible. Therefore, how to adopt effective methods to monito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and this paper is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importance of the monitoring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monitoring methods, and to provide explosive hook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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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空气中含有一定的挥发性有机物，该物质的成

分以环芳烃为主，当浓度超过临界值时，就会危害

人体的健康，严重时甚至会增加患癌的风险。这就

需要采用有效的方法来监测挥发性有机物，相关监

测方法的有效运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从挥发

性有机物简述入手，对挥发性有机物的采集和监测

方法进行重点研究，为相关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提

供参考依据。 
1 挥发性有机物简述 
1.1 概念 
挥发性有机物指的是一种有机化合物，该化合

物常温状态下的饱和蒸汽压在 70Pa 之上，在常压条

件下，沸点保持在 260℃范围之内。从环境监测的

角度来讲，其指的是利用分析仪器测出的非甲烷烃

类检出物的总和，包含烃类、含硫烃类化合物等[1]。 
1.2 来源 
挥发性有机物的来源主要为：第一，汽车尾气。

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私家汽车的数量也

随之大幅度增加，导致汽车尾气排放量也呈现不断

增加的态势，这是挥发性有机物持续增长的原因之

一。第二，工业领域。石油化工企业在开展石油炼

制以及煤炭加工时，会产生一定的工业废气，导致

产生一定的挥发性有机物。第三，生活来源。在建

筑内部装饰装修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污染，为挥

发性有机物的产生提供助力。同时餐饮和干洗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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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产生的污染，也是挥发性有机物的主要来源之

一。 
1.3 危害 
挥发性有机物的危害性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

挥发性有机物的成分具有毒性。当挥发性有机物浓

度超过临界值时，短期之内人们就会产生头晕、恶

心等症状，严重时甚至会出现昏迷、抽搐等现象，

从而严重损伤人体的肝脏、大脑神经等。第二，对

挥发性有机物的某些成分来讲，由于具有强烈的光

化学反应活性，使得这些成分成为臭氧的重要前体

物，增大出现臭氧现象的几率。第三，挥发性有机

物也属于光化学反应物的一种产物，可能会导致出

现雾霾天气。 
2 环境监测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样品采样 
环境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样品采集是成分鉴定的

基础环节之一，挥发性有机物在大气中的含量相对

较低，并且成分复杂易挥发。所以要在实际情况的

基础上，来对采样方法进行合理化选择，为后续监

测数据的可靠性提供基础保障[2]。 
2.1 采样方法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用方法之一为直接采样法，

该种方法中又包含以下几种方法：第一，聚合物袋

法。该方法的优点是成本低且效果好，但由于存在

渗漏现象，会导致样品出现污染的现象，从而损失

大量的样品成本。第二，玻璃容器采样法。该方法

存在体积限制，盛放样品的容器以玻璃材质为主，

这样在运输和存放时需要实施必要的防护，以此来

使容器破碎现象的发生几率明显降低。清洗的过程

相对复杂，这就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除此之外，样

品在针筒中进行保存，会发生附着在内壁的现象，

使得样品出现明显的计量损失。第三，不锈钢采样

罐补集法，该种方法在美国中使用频率相对较高，

当上微孔过滤采样头安装完完毕之后，打开气罐阀

门，大约半分钟之后关闭阀门，此时罐内气压与大

气压相类似，需要开展加压采样操作，该过程要利

用额外泵来供应正压。在进行定时采样时，要对流

速控制阀进行安装，之后打开罐阀，并对流量采样

实施必要的控制，从而让使用吸附剂产生的穿透和

解析问题得到避免。该中采集方法不会受到光照和

渗透现象的影响，使得样品的完整度得到确保，为

取得良好回收率奠定保障。但是该种方法的价格昂

贵，标样制备和罐体清洗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甚

至操作步骤具有明显复杂性[3]。 
2.2 吸附剂的选用 
直接采样法的操作相对简单，无须实施富集气

体，通常被用于测量浓度较高的气体成分，并且效

果相对较高。有动力采样和被动采样都要对吸附剂

进行应用，吸附剂会对后续结果产生直接影响。一

般情况下，吸附采样方法在室外环境中测量挥发性

有机物相对适宜。 
吸附剂可以大致分为有机吸附剂和无机吸附剂

两种，吸附剂的特点以吸附容量大、稳定性强等为

主，这样就会使吸附剂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的几率

显著降低。常见的无机吸附剂以活性炭、硅胶等为

主，这些物质的比表面积巨大、吸附性强等性质，

但对极性化合物进行使用或脱附不完全时，就会导

致吸附或分解不可逆。 
2.3 样品预处理 
在监测分析过程中，样品预处理的地位相对重

要。常见的预处理方法有：第一，溶剂解析法。该

种方法的解析溶液以 CS2 为主，在对该方法进行应

用时，解析溶液体积要明显大于样品体积，以此来

使解析灵敏度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在对该方法进行

应用时，则要富集环境中采集的样品，使得分析结

果受到严重一个向，并且存在较大误差。第二，热

解析法。该方法的解析效果相对明显，并具备较高

灵敏度，同时回收性与重复性也相对较好，有利于

该种方法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大。但是该方法无法实

施重复分析，并且样品回收率相对偏低。第三，固

相微萃取法。该方法的操作简单，无须大量使用容

积，有利于成本的降低。但操作步骤具有明显的复

杂性，并且会存在被分析物流失现象。第四，超临

界流体萃取法。该方法要对纯度较高的二氧化碳进

行大量应用，步骤相对简单，所以要对相关技术进

行不断的研究发展，使得传统技术缺陷得到有效消

除[4]。 
3 环境监测中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方法 
3.1 气相色谱法 
利用气相色谱法来监测挥发性有机物时，能够

对该物质在大气中的占比进行精准监测。在应用气

相色谱法进行监测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样品采集阶段。在采集样品时，通过吸附管来收集

部分空气，吸附剂可以有效保存空气中的挥发性有

机物。第二，样品监测阶段。在实施样品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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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吸附管的温度进行不断增加，以此来持续解

析挥发性有机物。解析之后的物质进入到气相色谱

仪器之中，通过气象测谱仪来科学监测。需要注意

的是，该种方法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并存在一定的

滞后性，同时该方法的应用范围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另外，样品采集阶段的复杂程度相对较高，并且在

监测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化学药品，这导致该种

方法的成本比较昂贵[5]。 
3.2 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技术 
（1）在线气相色谱监测技术 
对在线气相色谱监测技术进行应用时，无须通

过吸附管来采集样品，利用环路或浓缩罐使得空气

在微压力状态下进入到试管之中，以此来使样品收

集工作有效完成。对预浓缩管中的样品来讲，当温

度提升之后，样品的脱附操作效率也随之提高。空

气进入到预缩管之中时，会直接进入到分离柱之中，

分离柱中存在双色谱，有利于空气分离效率的全面

提升。与此同时，在不同沸点的差异性基础上，使

得气体得到有效的分离处理。 
（2）飞行时间质谱分析法 
飞行时间质谱分析法也称之为 TOFMS，其指的

是在质子和电荷不同的情况下来控制电场，并对离

子在电场中的运动时间进行全面统计，以此来对挥

发性有机物实施精准监测。利用该种方法来监测挥

发性有机物时，监测时间得到大幅度缩短，且精准

性明显提升。但该技术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即会被

离子所干扰，导致质谱图的复杂程度明显增加，继

而使得监测人员的工作难度系数显著提高[6]。 
（3）质子转移反应质谱法 
质子转移反应质谱法也被叫做 PTR-MS，在监

测大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时，电离和流动模型是关键

所在。该技术的优点体现在灵敏度高、监测效率快

等方面，同时在监测过程中，可以对监测样本采集

和处理过程进行科学简化。除此之外，该技术能够

准确监测汽车尾气，所以在该方面监测中得到广泛

应用。 
3.3 高效液相色谱法 
由于自动化技术得到全面的研究发展，使得高

效液相色谱法被研制和应用。该方法在监测能力方

面具有明显优势，其在液相色谱和质谱相互连接的

基础上，来对自身分析和监测数据的能力进行不断

加强。与此同时，在监测的过程中，可以对复杂程

度较高的监测样本中微量化合物开展高效鉴定，并

且在监测工作完成后，样本的自身结构未被破坏。

另外，该方法的灵敏性较高，在样本成分分析中的

作用相对明显，并可以使液液、液固以及离子交换

等得以实现，为定量分析提供基础保障。除此之外，

高效液相色谱法中会对紫外、荧光检验等有效应用，

有利于监测范围的不断增大，不仅保障监测数据的

准确度，而且为相关方案的整改提供参考依据[7]。 
3.4 其他监测方法 
除了上述的监测方法之外，还存在其他监测方

法，如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气体分析仪器来开展相

关监测工作，该方法在监测乙烷、乙烯等挥发性有

机物时存在一定优势。同时该仪器方便携带，并且

对监测环境要求不高。但须注意的是，该仪器在监

测时也存在局限性，并且仪器监测种类较少，甚至

检出限偏高。由此可知，该种方法在应急定性和半

定量监测任务中比较适用。 
4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时的注意事项 
4.1 监测数据的精准性 
在对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实施监测时，可能出

现实际监测数据与书面数据不相符的现象。这样会

导致监测数据缺乏精准性，不仅无法对挥发性有机

物的种类和含量进行正确反映，而且会对大气环境

治理产生不良影响。由此可知，在监测挥发性有机

物时，要对监测数据异常现象加强重视，为监测结

果精准性的大幅度提升奠定基础保障[8]。 
4.2 有机物采样误差 
在监测挥发性有机物时，所采集的有机物样本

非常重要，甚至能够对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代表性

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在实际采集样本的过程中，出

现失误的几率相对较大，如采集样本的质量偏低。

同时在采样的时候，若风速测算缺乏精准性，则风

量的计算就会出现误差，从而使得挥发性有机物浓

度监测受到一定不良影响，继而使监测结果和实际

结果之间出现偏差。与此同时，在运输以及储存环

节中，也可能导致样品遭受一定不良影响。因此，

在监测挥发性有机物时，要对样品采集工作加强重

视，并科学有效的管理样品运输和存储，以此来使

交叉感染得到有效避免，进而确保监测结果的精准

性。 
4.3 数据不符问题 
监测大气环境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时，监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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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科学的分析判断监测数据和实际数据间的误差，

来对数据是否存在异常进行判断。当两者之间存在

较大差异时，需要开展详细的研究，并对影响监测

结果的原因进行找寻。同时在原因的基础上来制定

解决措施，使得相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从而为监

测结果的精准性提供保障[9]。 
5 结语 
从本文的论述中可知，我国对环境监测以及可

持续发展加强重视，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是环境监测

中的主要环节之一。所以需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

来完成相应的监测工作，不仅可以使数据的精准性

和完整性得到确保，还可以为环境的健康发展提供

基础保障。所以要对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法的运用

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从而使上述目的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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