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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中的气相色谱技术应用分析

梁 晟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煤制油化工质检计量中心 宁夏 银川 750000

摘� 要：近年来，随着环境监测系统的不断更新，一些关键的检测技术层出不穷。其中，比较有效的一项检测技

术为气相色谱技术，该技术广泛应用了环境光谱测评技术，对环境因子的质量作出了精准的测试。气相色谱技术的广

泛应用使环境质量检测步入了新阶段，并为环境监测数据的采集提供了条件。依据现有的环境检测技术方法，将气相

色谱技术与自然环境系统中的各项指标相互对应，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方案，是未来社会十分需要的环境

科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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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我国自然生态环境呈现出多样化、全面性

特点，应采用气相测谱技术加大对环境的监测，进而全

力确保人们的健康。作为环境监测系统中的重要环节，

气相色谱技术凭借着卓越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成像

技术，在环境质量评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气相色

谱技术依据气体混合物分离技术，在环境监测参数设置

中表现出较高的灵敏度和理想的分辨率[2]。特别是在大气

环境监测工程中，气相色谱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针对

目前环境监测系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相关部门可以运

用气相色谱技术对公共环境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

调整和优化，并以科学、规范的监测技术积极应对来自

于环境外部不可抗力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

1 气相色谱技术的基本原理概述

1.1  气相色谱技术的原理
气相色谱技术指的是将气体状态的物质与它处于固

态状态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分离检测。这项技术中较为

关键的环节是如何运用空气载体与化学变化的相互作用

把其衍生物进行净化处理[3]。当样本借助气相色谱技术

进行分离以后，探测器会发出已完成的信号，样品处理

器会将检测报告上传至计算机信息处理中心。在这个过

程中，气相色谱技术以气体的流动性特征为基础，尽快

获取样本中所包含的物质，以便为环保工作奠定基础。

在检测样品的流程中，应注意动态的流量控制，提升样

本检测器的操作速率，进而维持系统的敏锐度。气相色

谱的应用原理在很大程度上为样本检测提供了准确的范

例，也为环境监测带来了便利。

1.2  气象色谱技术的特点
气相色谱技术的应用范围较为广泛，其中对于检测

物料的溶点、沸点及比热容等参数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要

求。在物质的物理属性条件制约下，气相色谱技术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化合物的物质分离任务，任务结束

后，也会在第一时间内向数据中心回传数据[4]。在运用色

谱技术进行环境监测时，应将检测系统中注入一定数量

的惰性气体，如氦气、氮气等，使检测设备预先进入工

作模式。在色谱设备中，如果检测出浓度较高的气体，

就意味着色谱即将形成。由于空气是一种混合物，其中

包含许多种类的气体，检测活动应按照终端仪器的要

求，对电信号或光谱、色谱等要素进行精准分析。气相

色谱技术的出现填补了环境监测行业的空白，使环境保

护工作顺利开展。气相色谱技术与其它同类检测技术相

比，具有成本低、准确度高的特点，因此获得了广泛的

认可。

2 气相色谱技术与其它技术的融合

2.1  与质谱技术的联用
气相色谱与质谱的联合应用是现阶段环境监测技术

中行之有效的检测方法。不同于传统的检测技术，气相

色谱技术可以对样本检测的结果进行核对，进一步促进

检测效果的提升。据调研显示，与质谱技术相互联合使

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环境监测带来科学性和准确性。

因为检测设备中的数据分析系统可以适应当前的变化，

所以设备的检测速率较快，可以在极少量的样本中获取

到需要的物质。与质谱的联合应用有效地克服了色谱稳

定性较差的特点，使每一项检测工作都得以快速完成，

获得预期的污染物分析结果[5]。分析数据一经出现，就

会在显示屏中出现一个固定的阈限值，这些数值会形成

自动的比较和排序，在系统的循环中达到相应的检测标

准。色谱与质谱代码会通过最终的数据结果对环境污染

等级进行划定，并找到其中的污染物进行认证。

2.2  与红外光谱的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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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气相色谱技术与红外光谱相互融合后，会极大地

改善色谱的工作效能，为形成准确的环境监测试验数据

作出贡献。但是，其中存在着一些细微的缺陷。红外光

谱法中的数据检测系统无法在自然光条件下作出准确的

判断，也不能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对化合物的性质进行

正确的区分。其中，IR和GC技术的结合可以使环境监测
工作更加顺畅[6]。红外光谱法在检测过程中应突出吸附样

本的数量，防止由于吸附类型的物质较少而出现多次、

反复的试验。在今后的融合中，需要关注物质吸附量的

多少，适当增加吸附物种的种类，加强色谱与光谱的多

元化融汇。

3 气相色谱技术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3.1  在环境大气测量中的应用
选择气相色谱技术对大气环境进行监测的作用在于

及时发现气体中对环境有害的物质，及时加以清理和排

除。尤其是对于VOCs气体而言，具有显著的作用。通过
热脱敏附属模块、色谱分析模块和数据处理应用等三个

模块的实际应用，可以有效地提升环境检测效率，为环

境测量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色谱技术的应用场景

分析过程中，技术人员应重点对气道管理、采样控制等

环节进行分析，为后续的数据分析环节提供保障。通过

信息处理技术，使得气相色谱技术获得了完善，在火焰

离子的检测中实现了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检测器对于

物质燃烧的流程具有非常关键的指示作用，将燃烧后形

成的气体加以收集，运用空气净化装置对所获得的气体

进行二次净化，降低试验环节出现的水分。在样本检测

的时候，色谱检测仪器会按照收集气体中污染气体的多

少执行智能化的清洁系统，为大规模的环境监测提供便

利条件。当检测气相色谱系统是否符合当前的环境要求

时，一定要对特殊的气体，如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

氧化硫等气体进行重点采集和回收，最大限度地降低这

类气体对大气环境的污染程度。依据数据结果显示，为

了减轻污染性气体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需从实际出发，

为优化空气环境作出指导。

3.2  在土壤残留农药中的应用
土壤对于农作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与粮食安

全息息相关的农业生态平衡，应该从维护土壤安全的角

度着眼，加强对土壤环境的检测，确保土壤中的土质

是绿色、清洁、无污染的。因此，气象光谱技术在土壤

残留农药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希望获得一片良

田，就要在现有的条件下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建立健全农药使用监管体系，定期将光谱检测技术在农

户中加以宣传和推广，强化清洁农业在农业耕地中的重

要作用。在具体的土壤样本试验分析数据中，采用先进

的光谱检测技术可以避免因农药使用过量引起的土壤结

构变化、土壤成分变异等不良状况。这种方式可以简化

分析程序，使其分析时间减少，降低分析成本，能够为

水质中的有机磷农药的监测工作提供一种简捷、准确的

处理分析方式，选择乙腈作为水质萃取溶剂也成为一种

新的探索。一旦出现农药化肥使用过量，农作物的长势

会受到影响，也会对食用的部分带来一定的危害。气象

光谱检测技术可以针对地下根部难以见光的位置进行精

细化检测管理，毛细管、扫描仪等检测器在接触农作物

的时候，会借助光谱的辐射作用对需要检测的农业样本

进行质量测评。农药中的有机磷一旦超标，就会严重阻

碍水稻和小麦的生长，借助光谱检测技术可以对这些物

质进行检测和清除。气相光谱检测技术的出现减少了农

药检测的周期，与超生波农业提取技术相互结合，形成

了完备的质检体系，既提高了农业检测效率，也实现了

增产增收。

3.3  在水质监测测量中的应用
水污染现象已成为目前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一种自然

现象。由于水域面积辽阔，对水质安全进行检测的步骤

较为繁琐。然而随着气象光谱技术的出现，化解了这

个难题。它以水质的浓缩和控制为主要载体，对地表水

循环系统和地下水两个系统加以检测和分析，并将其中

的污染物进行分离。被污染的水源一旦被光谱检测仪识

别，就会衍射至整个水资源体系，进而被监测系统认定

为已污染水域。在地表水与地下水中硝基苯类化合物是

较为常见的毒性污染物，此类化合物具有较大的危害

性，由于化工生产中转化不够彻底从而残留下来。气相

色谱技术是水中硝基苯类化合物最有效的监测技术之

一。在监测前一般需要使用苯类化合物作为萃取溶剂，

但由于苯类化合物是典型的致癌物质，因此会带来二次

污染。在相关研究中可对水样采用OasisHLB萃取并利用
毛细柱气相色谱分离，在此基础上对萃取条件进行优化

可得到更好的效果。苯丙化合物是污染水资源中含有的

物质，如果选择其它检测技术或许无法完成水质净化任

务，气相光谱检测技术以韧性较大的毛纤维细管对受污

染水体加以检测，并在其中放置光谱检测带。这种方法

具有较好的经济性与灵敏性，为环境保护部门制定相应

决策提供了真实有效的数据。另外，在实际的检测过程

中，由于被污染的水中含有大量重金属，水质的好坏以

及被污染程度已成为水质检测的必要条件，只有加强色

谱检测中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才能从源头上切断优质水

源与劣势水源之间的联系，进而提高检测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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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空气监测测量中的应用
由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

年攀升，所乘坐的交通工具日益多样化。对于那些依靠

燃料进行动力驱动的交通工具而言，应控制其过量排

放，以减轻温室气体对环境的污染。如果希望获得洁净

的空气，就要对空气进行必要的质量检测，并及时将空

气检测样本结果数据上报给相关的环保部门。通常来

说，气相光谱检测技术对于空气质量检测具有天然的优

势。在光谱的分级设置中，对于空气中的各项因子具有

分层检测功能。当空气中没有杂质，空气成分较为单一

的时候，光谱检测仪并不会发出预警信号。但是当一些

交通工具排放出大量的尾气后，如一氧化碳等气体时，

空气光谱检测仪就会自动开启预警系统，提示技术人员

进行合理的空气成分检测。不仅如此，高度的抗干扰能

力与；灵敏度也是气相光谱系统表现出来的独特优势之

一，为形成精确的数据体系提供了智能化平台。可视化

的数据信息平台进一步增强了检测技术的可信度，为后

期的试验数据提取和数据分析带来了便捷。

3.5  在海洋污染监测中的应用
海洋中的污染不可小视，只有借助合理的检测技术

才可以对其进行规范化检测。海域的面积较为广阔，如

果简单地使用质谱检测技术不能完全提取出有害物质，

实验结果可能会有所缺失。面对海洋污染中较为常见的

石油污染，光谱检测技术中的毛细管线将会发挥它的电

子眼优势，不断地对被污染海水进行质量检测，并按照

既定的海洋水质治理标准进行水质净化。气相光谱谱线

的轮廓是否清晰将会对海洋水源污染状况作出解释。一

些环境检测机构借助气相光谱检测技术已完成大量海域

的水质检测，从海平面到海洋的底部，都可以看到光谱

检测仪工作的场景。随着这项技术越来越成熟，将继续

对与海洋水体相对应的气相色谱进行测定。比如针对公

共海域的特丁基甲苯进行气相色谱测定就可以使用10%的

OV-275进行色谱柱的填充，然后使用毛细管通用色谱柱
的方式进行测定，测定过程中要结合当前国内有关海域

毒物监测的研判规范进行。类似特丁基甲苯这样的有毒

物质具有一定的特异性，所以必须要先捕捉到气体类型

后再进行针对性测量才能够获得相对准确的数据。

结束语

综上所述，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保护现状，环保相

关部门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依据最新的环境监测标

准，在环境样本收集以及数据回传的过程中应选择气相

色谱技术，进一步对自然环境中的相关物质进行规范化

分析和检测，获得环境污染现象出现的原因。在气相色

谱技术的辅助下，环境检测机构可以通过良好的数据测

评体系对需要采样的区域进行精准化定位，将从中获取

的样本加以测评。这样就可以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准确

的试验数据，进而创造更加整洁、和谐的人居环境。在

气相色谱技术的有力助推下，环境监测与保护工作会获

得较快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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