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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发和使用越来越多的化学物质，特别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
从而在地球原有物质循环上叠加了新的物质循环，对环境质量产生了严重影响。
在全球工业化进程的100多年中，难以计量的天然或人工合成化学物质被释放到地球环境中，严重污染
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土壤、水体等各种自然环境介质。
这些污染物进一步通过呼吸、皮肤接触、食物链等各种途径进入人体，给人类健康带来巨大潜在危害
。
如何评价、减少乃至消除化学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
　　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环境保护需求的日益增长，成为环境科学发展的直接驱动力，而环境分析
则是环境科学研究的起点。
目前，致力于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和数据分析能力，为准确描述和模拟污染物的环境行为提供数据
，是环境分析化学的主要学术动力之一。
本书提供一种可能性：帮助研究人员快速进入实践阶段，以实际经验提高研究者的分析水平；依据实
际需求，结合文献资料，不断优化分析方法，在高效、经济的基础上提高数据质量。
　　本书所介绍的前处理方法，虽无理论阐述，但均基于环境介质的特点、目标物质的理化性质、色
谱分离及纯化的基本特点等严格、科学的理论基础。
笔者基于多年实验室实践经验，结合课题组发表的论文，参考国际上其他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对照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提供的有机污染分析方法，对整个分析流程进行了简化，使其易行。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是本书的主要特点。
已经出版的同类书籍均对分析仪器原理和污染物基本信息等理论阐述较多，而对实际操作的介绍略显
不足。
而本书舍弃繁复冗长的原理介绍，致力于有机污染物实验室分析的实际操作描述，并给出明确清晰的
操作步骤。
读者只要严格执行操作过程，即可达到分析目的。
　　本书仅给出了环境有机污染物分析的整体框架，包括：样品中目标物的富集与萃取、分离与纯化
、仪器测定、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对于整个环境样品分析的脉络把握得清晰明确。
本书给出的范例，完全可以使具有基本化学实验基础知识的人士迅速掌握环境有机污染物分析过程的
核心思想与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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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常见有机污染物分析方法》从环境有机污染物分析需要出发，对目前常见环境有机污染物的分
析方法进行整理和归纳，弃去以往同类资料中对于分析原理的概括性描述，并不涉及所分析物质的理
化性质的详细信息，而是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常见有机污染物分析方法》主要目的是帮助研究人员快速进入实践阶段，通过实践提高其分析水平
。
在此基础上，依据实际需求，结合文献资料，不断优化分析方法，提高数据质量。
　　《常见有机污染物分析方法》具体内容包括：环境样品的采集、各种层析柱的制备、环境样品的
预处理、目标物的分离和纯化、常见仪器分析方法等。
整个分析流程涵盖分析质量的控制和保证措施，确保分析数据客观准确。
所涉及的样品类别包括大气、水体、土壤、沉积物、生物等。
所涉及的目标物质包括：环境分子标志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新兴有机污染物等。
鉴于有机污染物种类繁多，无法全部涵盖，《常见有机污染物分析方法》仅提供有机污染物分析的基
本框架，读者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再行优化和调整。
　　《常见有机污染物分析方法》可作为环境科学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环境监测人员、环境科学研
究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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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采样数量的选择　　按照统计学的原理，每种鱼类的采集数量越大，精度越高，但需大量的
人力物力。
故这一项目采取随机采样的方法，对每种鱼类采集30个左右的样品，共计390个样品，以确保在置信区
间为90％时，分析精度在10％左右。
这些样品在采集当天用保鲜箱（内放冰块）运回实验室，并放置于一18℃的冰箱中备用。
　　又例如，如果要调研电子垃圾处理对周围生物体的影响，可选择电子垃圾集中处理点附近区域，
采买鸡、鸭、鱼、兔子等动物做分析；再如，若要研究某湿地生态系统污染物沿食物链的富集规律，
则可在选择的典型湿地，捕捉蜻蜓、青蛙等食物链上的各类小动物作为样品分析。
总之，生物样品采集，根据实验目的，设定不同的采样方式和方法。
　　2.动物代谢物及组织样品的采集　　动物组织器官样品主要包括尿液、血液、毛发和脏器（肝、
肾、胆、肺、胃、肠）等。
其中，前三者较易采集，且能反映有机体对污染物的吸收和代谢情况。
毛发和脏器则可反映污染物在有机体组织器官中的蓄积情况。
　　1）尿样采集　　代谢产物主要通过尿样排泄，采集方便，无须伤害动物，所以为常见动物样品
。
采集尿液样品的采样瓶需要用硝酸浸泡，蒸馏水冲洗，烘干。
一般晨尿浓度较高，可一次采集。
如若需要检测污染物代谢连续变化，则需定时采集，比如每两小时采集一次。
　　2）血样采集　　一般多用耳缘静脉取血。
例如兔子血液，可用灯泡照射加热使其血管充血之后采集。
血样注入预先装有抗血凝剂的玻璃试管中，将血样制成血清、血浆和无蛋白血滤液等于冰箱内保存。
　　3）毛发指甲　　毛发指甲作为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可以反映某些污染物对机体的污染水平，也
是较易获取的样品。
注意采集毛发样品，不应是几根，而应该是大量的毛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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