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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５１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环境管

理水平，我局批准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等８项标准为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现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９３—２００５）
二、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９４—２００５）
三、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５—２００５）
四、水质　凯氏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６—２００５）
五、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７—２００５）
六、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８—２００５）
七、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９—２００５）
八、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２００—２００５）
以上标准为推荐性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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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完善监测制度，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的采样频率、监测项目、采用仪器与相应的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深圳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天津市

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９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大气和废气部分》

中的有关内容。

本标准委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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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的技术要求，适用于各级环境监测站及其他环境监测机构采

用自动监测系统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的活动。

２　引用标准

以下标准和规范所含条文，在本规范中被引用即构成本规范的条文，与本规范同效。

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当上述标准和规范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３　名词术语

３１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ａ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在监测点位采用连续自动监测仪器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连续的样品采集、处理、分析的过程。

３２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　ｍａｎｕ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ａ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在监测点位用采样装置采集一定时段的环境空气样品，将采集的样品在实验室用分析仪器分析、

处理的过程。

３３　点式监测仪器　ｐｏｉｎｔ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ｓ
在固定点上通过采样系统将环境空气采入并测定空气污染物浓度的监测分析仪器。

３４　开放光程监测仪器　ｏｐｅｎ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ｓ
采用从发射端发射光束经开放环境到接收端的方法测定该光束光程上平均空气污染物浓度的仪器。

３５　自动监测仪器性能审核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ｕｄｉｔ
对自动监测仪器进行精密度和准确度的审核过程。

４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４１　系统的构成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是由监测子站、中心计算机室、质量保证实验室和系统支持实验室等

４部分组成 （见图４１）。

图４１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基本构成框图

监测子站的主要任务：对环境空气质量和气象状况进行连续自动监测；采集、处理和存储监测数

据；按中心计算机指令定时或随时向中心计算机传输监测数据和设备工作状态信息。

中心计算机室的主要任务：通过有线或无线通讯设备收集各子站的监测数据和设备工作状态信

息，并对所收取得监测数据进行判别、检查和存储；对采集的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分析；对监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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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站的监测仪器进行远程诊断和校准。

质量保证实验室的主要任务：对系统所用监测设备进行标定、校准和审核；对检修后的仪器设备

进行校准和主要技术指标的运行考核；制定和落实系统有关监测质量控制的措施。

系统支持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根据仪器设备的运行要求，对系统仪器设备进行日常保养、维护；

及时对发生故障的仪器设备进行检修、更换。

４２　多支路集中采样装置
在使用多台点式监测仪器的监测子站中，除 ＰＭ１０监测仪器单独采样外，其它多台仪器可共用一

套多支路集中采样装置进行样品采集。多支路集中采样装置有两种组成形式：垂直层流式采样总管

（见图４２）和竹节式采样总管 （见图４３和图４４）。

图４２　垂直层流多路支管系统

图４３　竹节式多路支管系统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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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４　竹节式多路支管系统 （２）

４２１　采样头
采样头设置在总管户外的采样气体入口端，防止雨水和粗大的颗粒物落入总管，同时避免鸟类、

小动物和大型昆虫进入总管。采样头的设计应保证采样气流不受风向影响，稳定进入总管。

４２２　采样总管
总管内径选择在１５～１５ｃｍ之间，采样总管内的气流应保持层流状态，采样气体在总管内的滞

留时间应小于２０ｓ。总管进口至抽气风机出口之间的压降要小，所采集气体样品的压力应接近大气
压。支管接头应设置于采样总管的层流区域内，各支管接头之间间隔距离大于８ｃｍ。
４２３　制作材料

多支路集中采样装置的制作材料，应选用不与被监测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和不释放有干扰物质的

材料。一般以聚四氟乙烯或硼硅酸盐玻璃等作为制作材料；对于只用于监测ＳＯ２和ＮＯｘ的采样总管，
也可选用不锈钢材料。

监测仪器与支管接头连接的管线也应选用不与被监测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和不释放有干扰物质的

材料。

４２４　其他技术要求
１）为了防止因室内外空气温度的差异而致使采样总管内壁结露对监测物质吸附，需要对总管和

影响较大的管线外壁加装保温套或加热器，加热温度一般控制在３０～５０℃。
２）监测仪器与支管接头连接的管线长度不能超过３ｍ，同时应避免空调机的出风直接吹向采样

总管和与仪器连接的支管线路。

３）为防止灰尘落入监测分析仪器，应在监测仪器的采样入口与支管气路的结合部之间，安装孔
径不大于５μｍ聚四氟乙烯过滤膜。
４）在监测仪器管线与支管接头连接时，为防止结露水流和管壁气流波动的影响，应将管线与支

管连接端伸向总管接近中心的位置，然后再做固定。

５）在不使用采样总管时，可直接用管线采样，但是采样管线应选用不与被监测污染物发生化学
反应和不释放有干扰物质的材料，采样气体滞留在采样管线内的时间应小于２０ｓ。
６）在监测子站中，虽然ＰＭ１０单独采样，但为防止颗粒物沉积于采样管管壁，采样管应垂直，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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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缩短采样管长度；为防止采样管内冷凝结露，可采取加温措施，加热温度一般控制在３０～５０℃。
４３　子站站房　

监测点站房 （子站房）的建设和内部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子站站房用面积应以保证操作人员方便地操作和维修仪器为原则，一般不少于１０ｍ２。
２）站房为无窗或双层密封窗结构，墙体应有较好的保温性能。有条件时，门与仪器房之间可设

有缓冲间，以保持站房内温湿度恒定和防止灰尘和泥土带入站房内。

３）站房内应安装温湿度控制设备，使站房室内温度在２５℃±５℃，相对湿度控制在８０％以下。
４）站房应有防水、防潮措施，一般站房地层应离地面 （或房顶）有２５ｃｍ的距离。
５）采样装置抽气风机排气口和监测仪器排气口的位置，应设置在靠近站房下部的墙壁上，排气

口离站房内地面的距离应保持在２０ｃｍ以上。
６）在站房顶上设置用于固定气象传感器的气象杆或气象塔时，气象杆、塔与站房顶的垂直高度

应大于２ｍ，并且气象杆、塔和子站房的建筑结构应能经受１０级以上的风力 （南方沿海地区应能经

受１２级以上的风力）。
７）站房供电建议采用三相供电，分相使用；站房监测仪器供电线路应独立走线。
８）子站站房供电系统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电源电压波动不超过２２０Ｖ±１０％。
９）站房应有防雷电和防电磁波干扰的措施。站房应有良好的接地线路，接地电阻＜４Ω。
１０）在已有建筑物屋顶上建立站房时，若站房重量经正规建筑设计部门核实超过屋顶承重，在建

站房前应先对建筑物屋顶进行加固。

１１）开放光程监测仪器的发射光源和监测光束接收端应固定安装在基座上。基座不能建在金属构
件上，应建在受环境变化影响不大的建筑物主承重混凝土结构上。基座应采用实心砖平台结构或混凝

土水泥桩结构，建议离地高度为０６～１２ｍ，长度和宽度尺寸应按发射光源和接收端底座四个边缘
多加１５ｃｍ计算。
１２）开放光程监测系统的固定发射和接收端的基座位置应远离振动源，并且基座应设置在便于安

全操作的地方。

４４　中心计算机室　
１）中心站计算机房的大小应能保证操作人员正常工作，使用面积一般不少于１５ｍ２。
２）计算机房应采用密封窗结构。有条件时，门与机房间可设有缓冲间，保持温度和湿度的恒定、

防止灰尘和泥土带入机房。

３）机房内应安装温湿度控制设备，使机房温度能控制在２５℃ ±５℃，相对湿度控制在８０％以
下。

４）机房供电电源电压波动不能超过２２０Ｖ±１０％。机房供电系统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
护装置，机房要有良好的接地线路，接地电阻＜４Ω。有条件时，配备ＵＰＳ电源。
５）中心站计算机室应配备专用通讯线路，有条件的地方建议至少配备两条以上的程控电话线路。

４５　质量保证实验室
１）质量保证实验室大小应能保证操作人员正常工作，使用面积一般不少于２５ｍ２。
２）实验室应设有缓冲间，保持温度和湿度的恒定、防止灰尘和泥土带入实验室。
３）实验室内应安装温湿度控制设备，使实验室温度能控制在２５℃±５℃，相对湿度控制在８０％

以下。

４）实验室供电电源电压波动不能超过２２０Ｖ±１０％。实验室供电系统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
电保护装置，实验室要有良好的接地线路，接地电阻＜４Ω。
５）实验室应配置良好的通风设备和废气排出口，保持室内空气清洁。
６）应设置标气钢瓶放置间（柜）安全放置标准传递用标气钢瓶。在没有条件设置标气钢瓶放置间

（柜）时，应在固定位置放置标气钢瓶并将其固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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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当使用渗透管校准设备时，应配备冷冻柜存放标准传递用渗透管。
８）酌情设置用于清洗器皿和物品的清洗池，清洗池安装位置应远离干燥操作的工作台。
９）质量保证用精密天平应放置在独立的天平间中。天平间应有恒温、恒湿和防震措施。
１０）实验室应配置一定数量的实验台和存储柜，实验台应有充足的采光。建议每个分析人员在实

验台的工作范围不少于１８ｍ。
４６　系统支持实验室

一般实验室使用面积不小于３０ｍ２，同时，应配备适当的电源、温湿度控制设备、通风装置及相
应工作台、储存柜等。

４７　仪器设备配置和技术要求　
４７１　监测子站

监测子站主要是由采样装置、监测分析仪、校准设备、气象仪器、数据传输设备、子站计算机或

数据采集仪以及站房环境条件保证设施 （空调、除湿设备、稳压电源等）等组成。图４５为监测子站
仪器设备配置示意图。

图４５　监测子站仪器设备配置示意图

在选择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设备时，应考虑如下原则：

１）选购的仪器设备所用的分析方法、测量范围和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附录Ａ的有关要求。
２）应具有数据采集及传输设备，用于对子站分析仪的控制、数据记录及向中心站传输数据。
３）根据各分析仪的特点，系统应配备相应的校准设备。
４）结构牢固可靠，便于搬运和安装。
５）应便于保养维护、故障诊断和零部件更换及维修。
６）长期运行安全可靠，故障率低。
７）仪器设备厂家应有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及时向客户提供所需的备品备件、易损易耗件和技术

支持。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所配置监测仪器的分析方法见表４１。

表４１　监测仪器推荐选择的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点式监测仪器 开放光程监测仪器

ＮＯ２ 化学发光法 差分吸收光谱分析法 （ＤＯＡＳ）
ＳＯ２ 紫外荧光法 差分吸收光谱分析法 （ＤＯＡＳ）
Ｏ３ 紫外光度法 差分吸收光谱分析法 （ＤＯＡＳ）
ＣＯ 气体滤波相关红外吸收法、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

ＰＭ１０ 微量振荡天平法 （ＴＥＯＭ）、β射线法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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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　中心计算机室
４７２１　设备配置

１）中心计算机室一般应配备２台能满足系统软件工作要求的计算机，一台作为主机，一台作为
辅机。

２）应配置打印机、ＵＰＳ不间断电源。
３）系统采用有线或无线通讯方式。数据传输速率应在２４００ｂ／ｓ以上，误码率为１０－６以下。

４７２２　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应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１）数据采集与子站控制功能
●定时自动和随时手动采集各子站的监测数据、校准记录、设备工作状态及子站停电复电等事件

记录。

●定时自动和随时手动控制子站监测仪器进行校零、校标。

２）数据处理和报表输出
●对各时段的环境空气污染监测数据和气象参数能设置异常值判断条件 （异常值包括：不满足本

规定中数据有效性规定的数据、子站监测分析仪器停机时产生的随机值、子站断电复位后在仪器预热

时产生的随机值等），并对异常值用特殊符号进行标注。

●可生成并存储基本统计报表：日报表、周报表、月报表、季报表和年报表。

●对所采集的监测数据，应能自动生成并储存为通用数据文件。

３）生成统一格式的日报上报数据
系统软件应能将系统采集到的监测数据自动转换成统一格式的日报上报数据。日报上报数据的统

一格式见表４２。

表４２　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数据格式 （示例）

ＳＴＣＯＤＥ ＳＴＮＡＭＥ ＹＹ ＭＭ ＤＤ ＤＷＣＯＤＥＤＷＮＡＭＥ ＳＯ２ ＮＯ２ ＰＭ１０ Ｏ３ ＣＯ

Ｃ６ Ｃ８ Ｃ４ Ｃ２ Ｃ２ Ｎ３ Ｃ１０ Ｎ６３ Ｎ６３ Ｎ６３ Ｎ６３ Ｎ６３
３２０１００ 南京 ２０００ ０６ ０５ ５１ 玄武湖 ０１５０ ０１０１ ０２１４ ０２１４ －１
３２０１００ 南京 ２０００ ０６ ０５ ５２ 瑞金路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８ ０１９０ ０１９０ －１
３２０１００ 南京 ２０００ ０６ ０５ １０ 中山陵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８

　表中ＳＴＣＯＤＥ为城市代码，ＳＴＮＡＭＥ为城市名称，ＹＹ、ＭＭ和ＤＤ分别表示年份、月份和日期，ＹＹ为４位
数字、ＭＭ和ＤＤ为２位数字，不足２位时，前面补０。

ＤＷＣＯＤＥ和ＤＷＮＡＭＥ分别为监测点位的代码和点位名称。不参与全市均值统计的清洁对照点的代码用小于５０
的数字表示，参与全市均值统计的清洁对照点和其它监测点位的代码用５１～９９９之间的数字表示。

ＳＯ２、ＮＯ２、ＰＭ１０、Ｏ３、ＣＯ分别代表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臭氧和一氧化碳，其质量浓

度单位为ｍｇ／ｍ３，数据缺测时填写 “－１”。

４７３　质量保证实验室
质量保证实验室应配备以下设备，对各种监测仪器设备进行校准和标准传递。

１）各种流量标准传递设备，用于校准本系统中所有监测仪器和校准仪器的流量。
２）经过国家认证的各种基准标准气体或渗透管，用于标定或传递监测仪器和各种工作标准气体。
３）质量保证专用仪器，用来传递基准标准至工作标准或校验工作标准。
４）便携式审核校准仪器，用于各子站的现场定期审核和校准。
５）质量保证实验室配置基本设备推荐清单见表４３。

４７４　系统支持实验室
系统支持实验室应配备通用及专用测试、调整和维修用电子仪器和工具 （如：双踪示波器，数

字万用表、数字频率计、逻辑测试笔和维修用稳压电源等），用于系统各种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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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检查和故障排除等工作。系统支持实验室还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备用监测分析仪器设备，用于及时排

除故障和预防性检修。备用仪器的数量一般不少于监测分析仪器总数的１／４。
表４３　质量保证实验室基本设备推荐清单

编号 仪 器 名 称 技 术 要 求 数量 用　　途

１ 　与子站监测项目相同的监测分
析仪器

　与子站监测分析仪器的技术性
能指标相同

１套 标准传递

性能审核

２ 　基准标准气体和渗透管 　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或国家计
量部门认可

１套 标准传递

３ 多气体动态校准仪 （包括零气

发生器）
见附录Ｃ １套 标准传递

４ 　分析天平
　称重量１００～２００ｇ
　精密度±００５ｇ
　最小可读刻度０１ｍｇ

１台 渗透管标准称重

５ 　标定用流量计 　０～１Ｌ／ｍｉｎ，１级 １套 流量传递

６ 　标定用流量计 　１～２０Ｌ／ｍｉｎ，１级 １套 流量传递

７ 　高精度秒表 　误差００１ｓ １个 流量传递

８ 　质量流量计或电子皂膜流量计
（选购）

　准确度±２％以内 １套 现场流量校准

９ 　标准温度计 　测量范围０～６０℃，分辨率达
到±０１℃，可溯源到国家标准 １套 渗透管恒温装置温度传递

１０ 　恒温水浴 　水温０～６０℃范围，控温精度
±０１℃ １套 　渗透管恒温装置温度传递

１１ 　精密电阻箱 　阻值在０１～９９９９９ｋΩ，最小
变化阻值为０１Ω

１台 渗透管恒温装置温度传递

１２ 　压力表 　１级，可溯源到国家标准 １个 气路检查

１３ 　真空表 　１级，可溯源到国家标准 １个 气路检查

４７５　系统验收
系统验收详见附录Ｂ。

５　数据采集频率与有效值规定

５１　异常值取舍
１）对于低浓度未检出结果和在监测分析仪器零点漂移技术指标范围内的负值，取监测仪器最低

检出限的１／２数值，作为监测结果参加统计。
２）有子站自动校准装置的系统，仪器在校准零／跨度期间，发现仪器零点漂移或跨度漂移超出漂

移控制限，应从发现超出控制限的时刻算起，到仪器恢复到调节控制限以下这段时间内的监测数据作

为无效数据，不参加统计，但对该数据进行标注，作为参考数据保留。

３）对手工校准的系统，仪器在校准零／跨度期间，发现仪器零点漂移或跨度漂移超出漂移控制
限，应从发现超出控制限时刻的前一天算起，到仪器恢复到调节控制限以下这段时间内的监测数据作

为无效数据，不参加统计，但对该数据进行标注，作为参考数据保留。

４）在仪器校准零／跨度期间的数据作为无效数据，不参加统计，但应对该数据进行标注，作为仪
器检查的依据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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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如子站临时停电或断电，则从停电或断电时起，至恢复供电后仪器完成预热为止时段内的任
何数据都为无效数据，不参加统计。恢复供电后仪器完成预热一般需要０５～１ｈ。
５２　数据采集频率与有效性　

采用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对各监测项目进行监测时，其数据采集频率和时间按以下要求进

行：

１）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采集的连续监测数据应能满足每小时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在每小
时中采集到监测分析仪器正常输出一次值的７５％以上时，本小时的监测结果有效，用本小时内所有
正常输出一次值计算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小时平均值。

２）每日气态污染物有不少于１８个有效小时平均值，可吸入颗粒物有不少于１２个有效小时平均
值的算术平均值为有效日均值，日均值的统计时间段为北京时间前日１２∶００至当日１２∶００。
３）每月不少于２１个有效日均值的算术平均值为有效月均值。
４）每年不少于１２个有效月均值的算术平均值为有效年均值。

６　系统的维护管理

６１　系统日常维护
６１１　监测子站巡检

对监测子站应定期进行巡检，每次对监测子站巡检时应做到：

１）检查子站的接地线路是否可靠，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标准气钢瓶阀门是否漏气，标
准气的消耗情况。

２）检查采样和排气管路是否有漏气或堵塞现象，各分析仪器采样流量是否正常。
３）检查监测仪器的运行状况和工作状态参数是否正常。
４）对子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应及时清除，当周围树木生长超过规范规定的控制限时，对采样

或监测光束有影响的树枝应及时进行剪除。

５）在经常出现强风暴雨的地区，应经常检查避雷设施是否可靠，子站房屋是否有漏雨现象，气
象杆和天线是否被刮坏，站房外围的其它设施是否有损坏或被水淹，如遇到以上问题应及时处理，保

证系统能安全运行。

６）在冬、夏季节应注意子站房室内外温差，若温差较大使采样装置出现冷凝水，应及时改变站
房温度或对采样总管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防止冷凝现象。

７）检查监测仪器的采样入口与采样支路管线结合部之间安装的过滤膜的污染情况，若发现过滤
膜明显污染应及时更换。

８）记录巡检情况。
６１２　中心计算机室检查

中心计算机室每日的检查工作应包括：

１）检查中心计算机室与各子站的数据传输情况是否正常。
２）每日应对各子站至少调取一次数据，若发现某子站数据不能调取，应立即查明原因并及时排

除故障。

３）对于开放光程监测仪器的系统，每天应至少检查一次各子站发射光源的亮度情况，若发现某
子站发射光源的亮度明显偏低，应立即查明原因并及时排除故障。

４）中心站每次调取数据时，应对各子站计算机的时钟和日历设置进行检查，若发现时钟和日历
错误应及时调整。

５）如系统具有远程诊断功能时，应远程检查各子站仪器的运行状况是否异常。
６１３　系统仪器设备的定期维护

１）对于垂直层流式采样总管每年至少清洗一次，竹节式采样总管每６个月至少清洗一次。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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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总管清洗完后，都应做检漏测试确保采样总管工作正常。采样总管系统检漏测试方法为：将总管

上的一个支路接头接上真空表或压力计，而将其它支路接头和采样口封死，然后抽真空至大约

１２５ｈＰａ，将抽气口封死，使整个采样系统不与外界相通，１５ｍｉｎ内真空度不应有变化。采样总管内
的真空度≤０６４ｈＰａ。
２）对从总管到监测仪器采样口之间的气路管线每年至少清洗一次。
３）ＰＭ１０采样头至少每两个月清洗１次。
４）对监测仪器设备中的过滤装置，按仪器设备使用手册规定的更换和清洗周期，定期进行更换

和清洗。

５）使用开放光程监测仪器的系统，应每半年对发射／接收端的前窗玻璃窗镜至少进行一次清洁，
擦洗时注意避免损坏镜头表面的镀膜。

６）子站房空调机的过滤网每 １个月至少清洗 １次，防止尘土阻塞空调机过滤网影响运行效
率。　　
７）定期备份系统的监测数据。

６２　系统检修
６２１　预防性检修

预防性检修是在规定的时间对系统正在运行的仪器设备进行预防故障发生的检修。在有备用仪器

的保障条件时，应用备用仪器将监测子站中正在运行的监测分析仪器设备替换下来，送往实验室进行

预防性检修。预防性检修计划应根据系统仪器设备的配置情况和设备使用手册的要求制定。

１）监测子站的监测仪器设备每年至少进行１次预防性检修。
２）按厂家提供的使用和维修手册规定的要求，根据使用寿命，更换监测仪器中的紫外灯、光电

倍增管、制冷装置、转换炉、发射光源 （氙灯）和抽气泵膜等关键零部件；

３）对仪器电路各测试点进行测试与调整；
４）对仪器进行气路检漏和流量检查；对光路、气路、电路板和各种接头及插座等进行检查和清

洁处理。

５）对仪器的输出零点和满量程进行检查和校准，并检查仪器的输出线性。
６）在每次全面预防性检修完成后，或更换了仪器中的紫外灯、光电倍增管、制冷装置、转换炉

和发射光源 （氙灯）等关键零部件后，应对仪器重新进行多点校准和检查，并记录检修及标定和校

准情况。

７）对完成预防性检修的仪器，应进行连续２４ｈ的仪器运行考核，在确认仪器工作正常后，仪器
方可投入使用。

６２２　针对性检修
针对性检修是指对出现故障的仪器设备进行针对性检查和维修。针对性检修应做到：

１）应根据所使用的仪器结构特点和厂商提供的维修手册的要求，制定常见故障的判断和检修的
方法及程序。

２）对于在现场能够诊断明确，并且可由简单更换备件解决的问题，如电磁阀控制失灵、抽气泵
泵膜破损、气路堵塞和灯源老化等问题，可在现场进行检修。

３）对于其他不易诊断和检修的故障，应将发生故障的仪器送实验室进行检查和维修。并在现场
用备用仪器替代发生故障的仪器。

４）在每次针对性检修完成后，根据检修内容和更换部件情况，对仪器进行校准。对于普通易损
件的维修 （如更换泵膜、散热风扇、气路接头或接插件等）只做零／跨校准。对于关键部件的维修
（如对运动的机械部件、光学部件、检测部件和信号处理部件的维修），应按仪器使用手册的要求进

行多点校准和检查，并记录检修及标定和校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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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７１　标准传递
７１１　仪器设备的传递和标定
７１１１　传递和标定周期

１）对用于传递的分析天平、皂膜流量计、湿式流量计、活塞式流量计、标准气压表、压力
计、真空表、温度计、精密电阻箱和标准万用表每年至少１次送国家有关部门进行质量检验和标
准传递。

２）对标准气象传感器每年至少１次送往国家有关部门进行质量检验和标准传递。
３）对用于工作标准的质量流量计、电子皂膜流量计、气压表、压力计和真空表，用经国家有关

部门传递过的标准每半年进行１次间接传递。
４）对于现场仪器设备中使用的温度显示及控制装置、流量显示及控制装置、气压检测装置和压

力检测装置，用工作标准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标定。

５）对于用于传递标准的臭氧发生器每两年必须送至国家环保总局或国际权威组织认可的标准传
递单位进行至少一次的质量检验和标准传递。对用于监测现场的工作标准臭氧发生器必须每年用传递

标准进行至少一次的标准传递。

７１１２　传递和标定方法
１）流量传递参见附录Ｃ中第Ｃ１１节。
２）渗透管恒温装置温度传递参见附录Ｃ第Ｃ１２节。
３）臭氧发生器标准传递参见附录Ｃ第Ｃ１３节

７１１３　其他要求
１）对于与前面提到校准设备结构不同的内置校准单元，可参考附录Ｃ所述的标准传递方法，根

据仪器设备的使用手册或质量保证手册提出的技术指标及操作要求进行标定或校准。

２）按仪器使用手册和质量保证手册的技术要求，如需使用上述未提到标准传递方法，也可以采
用国内外权威机构认可的标准传递方法，但在操作记录中应注明方法出处。

７１２　标准物质的传递
７１２１　零气发生器

零气发生器的性能要求见附录Ａ。
为使零气发生器能充分发挥作用，需要对零气发生器做经常性维护和保养，要求如下：

１）对零气发生器中的温度控制器在出现报警、对其维修和更换热敏及温控器件后必须用工作标
准做一次标定。

２）应定期检查零气发生器的温度控制和压力是否正常，气路是否漏气。
３）若零气发生器内的空气压缩机不带自动滤水装置，应根据情况及时排空空气压缩机储气瓶中

的积水。定期观察滤水阀中的积水是否已到警戒线，若接近警戒线应立即将积水排干。如果使用变色

干燥剂，应经常观察干燥剂的变色情况，根据观察变色经验确定是否更换干燥剂。

４）按厂商提供的使用手册和根据使用情况，对零气源中的洗涤剂进行定期更换或再生。
５）由于洗涤剂在各地使用频次和受污染程度不同，除按厂家提供的使用手册和质量保证手册规

定要求更换洗涤剂外，应观察低浓度监测时各项目的监测误差和零点漂移是否普遍增大，查明原因确

定是否需要更换。

７１２２　渗透管
对渗透管的标准传递和标定，可参见附录Ｃ所述的标准传递方法。对渗透管的要求如下：
１）渗透管从购买到运输的过程中，必须放置在带有干燥剂密封严密的干燥容器内，勿使暴露在

高于３５℃的气温和潮湿的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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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渗透管在使用前或临时使用后，应放置在带有干燥剂密封严密的干燥容器中，储存在温度较
低的地方如冰箱的最底层 （不推荐冷冻储存），以降低渗透率，延长渗透管的使用。

３）渗透管从冰箱中取出必须放置在恒温装置中，按规定的温度和气流均衡至少４８ｈ以上，才用
于标定和校准。

４）作为工作标准的渗透管在有效期内可以不做标准传递。若超过有效期，在６个月内必须进行
至少１次标准传递或再鉴定 （包括存储未用的渗透管）。

７１２３　钢瓶标准气传递
钢瓶标准气的标准传递和标定，可参见附录 Ｃ所述的标准传递方法。对钢瓶标准气的要求如

下：　　
１）钢瓶标准气应放置在温度和湿度都适宜的地方，并用钢瓶柜或钢瓶架固定 （子站可用固定装

置靠墙捆绑），以防碰倒或剧烈震动。

２）每次钢瓶标准气装上减压调节阀，连接到气路后，应检查气路是否漏气。
３）对子站使用的钢瓶标准气应经常检查并记录标气消耗情况，若气体钢瓶的压力低于要求值，

应及时更换钢瓶。

４）作为工作标准的钢瓶标准气在有效期内可以不做标准传递。若超过有效期，在６个月内必须
进行至少１次标准传递或再鉴定 （包括存储未用的钢瓶标准气）。

７２　监测仪器设备的校准
７２１　校准的要求和周期

１）根据工作需要，对监测仪器的性能和工作状态进行检查和了解时，应做零／跨校准。
２）监测仪器设备安装调试期间，应对监测仪器做零／跨和多点校准，检验仪器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是否符合要求。

３）对运行中的监测仪器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多点校准。
４）对于不具有自动校零／校跨的系统，一般每５～７ｄ进行１次零／跨漂检查。将不含待测及干扰

物质的零气和浓度为仪器测量满量程７５％～９０％的标气通入仪器进行零／跨漂检查，并按要求进行对
仪器进行零／跨漂调节。如仪器的性能状况已变差，应视情况缩短检查或调节周期。
５）对于用β射线法和ＴＥＯＭ法 （微量振荡天平法）监测ＰＭ１０项目的监测分析仪器，每６个月应

进行一次流量校准。每次换滤膜后，应检查仪器的采样流量。在有条件时，可同时用标准膜进行标

定。

６）对于使用开放光程监测分析仪器，应每３个月进行１次单点检查 （选择１个项目用等效浓度
为满量程１０％到２０％的标气），每年进行１次多点校准 （等效浓度）。

７２２　校准方法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仪器设备的校准方法按附录Ｄ的要求实施。

７３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仪器的性能审核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仪器的性能审核分为精密度审核和准确度审核两种。

７３１　精密度审核
１）对于ＳＯ２、ＮＯ２、Ｏ３和ＣＯ监测仪器，精密度审核采用向每台分析仪通入一定体积分数的标

气，标气体积分数要求见表７１（对于开放光程仪器采用相应的等效体积分数），将仪器读数与标气
实际体积分数比较，来确定仪器的精密度。精密度审核的计算方法见附录Ｅ。
２）对于ＰＭ１０监测仪器，精密度审核采用标准流量计测定监测仪器的工作流量，将流量测定值与

监测仪器的设定值比较，来确定仪器的精密度。精密度审核的计算方法见附录Ｅ。
３）在精密度审核之前，不能改动监测仪器的任何设置参数，若精密度审核与仪器零／跨调节一起

进行时，则要求精密度审核必须在零／跨调节之前进行。
４）每３个月进行至少一次对每台监测仪器的精密度审核，每年每台监测仪器的精密度审核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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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少于４次。

表７１　精密度审核要求提供标气体积分数

监测项目 ＳＯ２、ＮＯ２、Ｏ３ ＣＯ

体积分数值 ００８×１０－６～０１０×１０－６ ８×１０－６～１０×１０－６

７３２　准确度审核
１）对于ＳＯ２、ＮＯ２、Ｏ３和ＣＯ监测仪器，准确度审核采用向每台分析仪通入一系列体积分数的标

气，标气体积分数要求见表７２（对于开放光程仪器采用相应的等效体积分数），将仪器读数与标气
实际体积分数比较，来确定仪器的准确度。准确度审核的计算方法见附录Ｅ。
２）对于ＰＭ１０监测仪器，准确度审核可采用标准滤膜检测，或与经典的重量法比对方式进行。
３）在准确度审核之前，不能改动监测仪器的任何设置参数，若准确度审核连同仪器零／跨调节一

起进行时，则要求准确度审核必须在零／跨调节之前进行。
４）每年对每台监测仪器的准确度审核至少１次。

表７２　准确度审核要求提供标气体积分数值

审　核　点 审核体积分数范围 （仪器测量满量程％）

１ ０
２ ３～８
３ １５～２０
４ ４０～４５
５ ８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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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仪器性能指标

表Ａ１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仪器技术性能指标

项　　目 ＮＯ２ ＳＯ２ Ｏ３ ＣＯ

　分析方法
　化学发光法，差
分 吸 收 光 谱 法

（ＤＯＡＳ法）

　紫外荧光法，差
分 吸 收 光 谱 法

（ＤＯＡＳ法）

　紫外吸收法，差
分 吸 收 光 谱 法

（ＤＯＡＳ法）

　相关滤光红外吸收
法，非分散红外吸收

法

　测量范围 （体积分数）
０～０５×１０－６

０～１０×１０－６
０～０５×１０－６

０～１０×１０－６
０～０５×１０－６

０～１０×１０－６
０～５０×１０－６

　最低检测限 （体积分数） ２×１０－９ ２×１０－９ ２×１０－９ １×１０－６

　零点漂移 （体积分数） ±５×１０－９／２４ｈ ±５×１０－９／２４ｈ ±５×１０－９／２４ｈ ±１×１０－６／２４ｈ

　２０％跨度漂移 （体积分数） ±５×１０－９／２４ｈ ±５×１０－９／２４ｈ ±５×１０－９／２４ｈ ±１×１０－６／２４ｈ

　８０％跨度漂移 （体积分数） ±１０×１０－９／２４ｈ ±１０×１０－９／２４ｈ ±１０×１０－９／２４ｈ ±１×１０－６／２４ｈ
　流量 标称的±１０％ 标称的±１０％ 标称的±１０％ 标称的±１０％
　噪音 （体积分数） １×１０－９ １×１０－９ １×１０－９ ０５×１０－６

　响应时间 （从零到 ９０％的
标气体积分数值）

５ｍｉｎ ５ｍｉｎ ５ｍｉｎ ４ｍｉｎ

　２０％跨度精密度 （体积分

数）
±５×１０－９ ±５×１０－９ ±５×１０－９ ０５×１０－６

　８０％跨度精密度 （体积分

数）
±１０×１０－９ ±１０×１０－９ ±１０×１０－９ ０５×１０－６

　转换效率 ＞９６％

　输出
　模拟信号或数字
信号

　模拟信号或数字
信号

　模拟信号或数字
信号

　模拟信号或数字信
号

　工作电压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

５０Ｈｚ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

５０Ｈｚ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

５０Ｈｚ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

５０Ｈｚ
　工作环境温度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测定响应时间的标气体积分数应为满量程８０％以上。

表Ａ２　空气质量可吸入颗粒物自动监测仪技术性能指标

测量范围 ０～１ｍｇ／ｍ３或０～１０ｍｇ／ｍ３ （可选）

５０％切割粒径 １０μｍ±１μｍ空气动力学直径

最小显示单位 ０００１ｍｇ／ｍ３

采样流量偏差 ≤±５％设定流量／２４ｈ

仪器平行性 ≤±７％或５μｇ／ｍ３

校准膜重现性 ≤±２％标准值

与参比

方法比较

斜率 １±０１
截距 ０±５μｇ／ｍ３

相关系数 ≥０９５
输出信号 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

工作电压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５０Ｈｚ
工作环境温度 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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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３　气象设备技术性能指标

测 量 项 目 测 量 范 围 测 量 精 度 输 出 信 号

风　速 １～５０ｍ／ｓ ±１ｍ／ｓ

风　向 ０～３６０°；或１６个方位 ±７°

温　度 －５０～５０℃ ±０５℃

湿　度 ０～１００％ ±１０％

气　压 ６００～１１００ｈＰａ ±１ｈＰａ

　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

表Ａ４　子站自动校准设备技术性能指标

设 备 名 称 性　能　指　标 技　术　要　求 备　　注

多气体校准装置

稀释比率 １／１００～１／１０００

流量计准确度 ±１％

渗透室温度准确度 ±０１℃

臭氧发生准确度 ±２％

工作环境 ０～４０℃

零气发生器

用于ＳＯ２监测分析仪 ＳＯ２体积分数＜０５×１０
－９

用于ＮＯ２监测分析仪 ＮＯｘ体积分数＜０５×１０
－９

用于Ｏ３监测分析仪 Ｏ３体积分数＜０５×１０
－９

用于ＣＯ监测分析仪

ＮＯｘ＜５×１０
－９

Ｏ３体积分数＜１×１０
－９

不含ＨＣ

ＣＯ体积分数＜１０×１０－９

　１要求所有的稀释
源 使 用 含 氧 量 为

２０９±０２％的无干扰
物干燥气体

　２渗透室温度为渗
透室中渗透管周围的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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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仪器验收办法

Ｂ１　仪器设备与备件验收

对每台仪器设备、中心站计算机、中心站软件、数据采集器软件的合同所列仪器设备及零配件物

品清点，并列表记录存档 （表格式样参见表Ｂ１）。

表Ｂ１　仪器设备及零配件清点和外观情况汇总表

编号
仪器设备零件及

说明书名称

合同订

购数量

装箱单

所列数量

实　收

数　量

外　　观

无　损 受　损
备　　注

１

２

注：说明书应包括：仪器安装使用说明书、软件使用说明书、仪器维护手册等。

Ｂ２　单机调试

Ｂ２１　测试程序
单机测试主要是针对本规范中规定的仪器性能指标进行测试。测试主要内容包括：仪器流量测定

和气路检查、零漂检查、多点校准和响应时间检查等。单机调试的基本程序和要求如下：

１）按仪器设备说明书的要求进行仪器设备安装，仪器设备安装完毕后，应首先检查供电系统是
否正常和仪器设备安装是否正确，在检查无误的情况下进行通电试验和仪器设备预热，并对安装过程

和出现问题做记录。

２）在通电试验和仪器设备预热无误的情况下，按说明书要求进行仪器设备初始化设置。
３）在设置无误的情况下进行单机测试。
４）详细记录单机调试的结果，并与本标准中附录Ａ的相应的仪器性能指标比较。

Ｂ２２　主要测试方法
单机测试具体方法如下：

１）进行ＳＯ２、ＮＯ２、Ｏ３和ＣＯ分析仪的零点漂移测试，仪器开机后将零点校为零，仪器连续通零
气工作２４ｈ，用数据记录仪记录其零漂数值，将最大值与考核指标比较。
２）进行ＳＯ２、ＮＯ２、Ｏ３和ＣＯ分析仪的跨度漂移测试，零漂移测试完成后仪器进行一次满量程

８０％的跨度校准，然后仪器连续通满量程８０％以上体积分数的标气工作２４ｈ，用数据记录仪记录其
跨度漂移数值，与跨度漂移附录Ａ中的相应指标比较。
３）进行ＳＯ２、ＮＯ２、Ｏ３和 ＣＯ分析仪的精密度测试，通仪器满量程８０％以上体积分数的标气，

重复５次标气检查，将５次试验的最大偏差值和附录Ａ中的相应指标比较。
４）进行ＳＯ２、ＮＯ２、Ｏ３和ＣＯ分析仪的响应时间检查测试，通仪器满量程８０％以上体积分数的

标气，记录从仪器读数开始响应到仪器响应值达到标气体积分数值的９０％时的所用时间，将其与附
录Ａ中的相应指标比较。
５）进行ＰＭ１０监测仪的流量检查，用标准流量计检查ＰＭ１０监测仪的采样流量，记录标准流量计读

数，与附录Ａ中的相应指标比较。
６）进行多元气体校准仪的流量精度测试，用标准流量计校准多元气体校准仪的流量，记录标准

流量计读数与多元气体校准仪流量计读数的差值，与附录Ａ中的相应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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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单机测试中的各台仪器符合技术指标的要求，然后进行系统联机，开始运行考核。

Ｂ３　运行考核

在单机测试通过的情况下进行系统调试，系统调试主要进行数据传输和中心站控制调试，软件性

能指标是否达到规范及技术合同要求的检验，运行考核的技术要求如下：

１）安装调试完毕后，仪器设备连续运行至少６０ｄ以上，考核仪器设备运行、数据传输和中心站
控制是否正常，性能指标是否达到设计和选型 （或技术说明书）要求。并对运行考核情况做记录。

２）在运行考核期间，必须每天做一次零点检查和零漂记录，７ｄ做一次跨漂检查和跨漂记录，在
运行考核结束时做一次多点校准。

３）在运行考核结束时，系统有效数据获取率不能小于９０％，获取率按公式Ｂ１计算：
有效数据获取率（％）＝（有效运行时数÷运行考核总时数）×１００％ （Ｂ１）

有效运行时数＝运行考核总时数－无效数据时数 （Ｂ２）
在公式Ｂ１中有效运行时数为系统所有仪器设备运行正常，其监测数据有效的时数总和。仪器

设备预热、停电、通标气零／跨检查、校准和公共通讯线路故障等引起的无效数据时数不计入运行考
核总时数和无效数据时数中。

表Ｂ２　多元气体校准仪测试结果汇总表

编号
仪器名称

型　　号
仪器出厂

编　号

校准仪稀释气

流量计达标

校准仪标气

流量计达标
备　注

是 否 是 否

１

２

表Ｂ３　ＳＯ２／ＮＯｘ／Ｏ３／ＣＯ分析仪测试结果汇总表

编号
仪器名称

型　　号
仪器出

厂编号

２４ｈ
零漂达标

标漂

达标

响应时

间达标

流量范

围达标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备注

１

２

表Ｂ４　ＰＭ１０分析仪测试结果汇总表

编号 仪器名称型号 仪器出厂编号
各台仪器间的平行性 采样流量

是 否 是 否
备　　注

１

２

Ｂ４　系统验收

Ｂ４１　验收的基本条件
自动监测仪器和系统验收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１）仪器设备及零配件按合同清单核查无误，外观无损；
２）完成单机测试，单机测试结果符合技术合同所列各项技术指标要求；
３）完成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联机调试；
４）完成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试连续运行６０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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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建立完整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技术档案 （应有完整的检测记录）；

６）完成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自检工作总结报告。
Ｂ４２　验收准备

系统经过６０ｄ运行考核后若系统运行正常，应及时对有关技术资料、说明书、安装调试和运行
考核原始数据及现场记录进行收集、整理并编写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子站设置情况 （包括：子站位置、采样高度、子站周围情况和执行规范情况说明）。

２）仪器设备选型报告或选型说明。
３）系统仪器设备开箱检验情况 （包括：合同仪器设备清单、到货装箱清单和开箱检验清单）。

４）仪器设备安装调试情况 （包括：合同确定的技术性能指标、仪器设备通电试验结果、单机测

试结果和现场记录、联机调试结果和现场记录）。

５）子站仪器设备运行考核情况 （包括：运行考核结果、运行考核期间仪器设备通标气检查和校

准现场记录）。

６）子站和中心站计算机软件运行情况 （包括：合同要求提供的软件功能、软件测试和运行结果

及记录）。

７）子站与中心站的数据传输情况。
８）系统仪器设备故障情况和故障次数统计。
９）有效数据获取率。

Ｂ４３　专家审核
组织专家对系统进行审核验收，审核内容除包括 Ｂ４２节的内容外，还应审查表 Ｂ５所列的检

查内容。

表Ｂ５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验收检查表

项　　　　　目 能／是 否

　一、校准系统

　? 零气源

　１）在压力为０２ＭＰａ时，零气发生器的流量能否达到最大值１０Ｌ／ｍｉｎ

　? 多元气体校准仪

　２）校准仪能否正常校准ＮＯ２
　３）校准仪可否既能手动又能自动生成一定体积分数的标气

　４）校准仪能否把它在校准时的信息反馈给数据采集器
　５）当校准仪的零气和标气入口的压力为０１～０２ＭＰａ时，校准仪内零气和标气的流量是
否稳定

　６）能否对校准时钟的频率进行手动调整
　二、数据采集系统
　? 数据采集器
　７）数据采集器能否与气象设备相连接

　８）数据采集器能否储存１５ｄ以上的小时平均值数据，同时保存相应时期发生的有关校
准、事件记录

　９）数据采集器能否生成校零、校标和多点校准的数据报告

　１０）数据采集器能否正确显示分析仪测定的数据

　１１）数据采集器的时钟能否与中心站对时

　１２）数据采集器能否对每非正常监测数据 （如校准数据、异常数据等）作标志

　１３）数据采集器显示的ＰＭ１０监测数据对应的监测时间应与ＰＭ１０监测仪显示的时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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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能／是 否

　? 中心站软件
　１４）中心站软件应具有完整的备份安装软件

　１５）中心站软件将原始监测数据自动生成可在其他通用软件上使用的基础数据文件

　１６）中心站通过子站数据采集器下载的监测数据中应带有相应的数据标志 （如校准数据、

异常数据等）

　１７）中心站自动下载并储存子站的校准记录、校准设置及停电复电等事件记录
　１８）中心站软件能否手动和自动呼叫所有的子站来获取数据
　１９）中心站软件能否允许操作人员设置密码进行保护
　２０）中心站软件能否允许操作人员打印校零和校标报告
　２１）中心站软件能否让操作人员根据原始数据生成空气质量日报
　三、分析仪系统
　? 二氧化硫分析仪
　２２）二氧化硫分析仪的流量范围是否为０３～０８Ｌ／ｍｉｎ
　２３）停电复电后，分析仪能恢复到原来的工作状态
　? 氮氧化物分析
　２４）流量是否在０２Ｌ／ｍｉｎ以上
　２５）停电复电后，分析仪能恢复到原来的工作状态
　? ＰＭ１０分析仪
　２６）是否带有流量控制装置，并可调节流量
　２７）在仪器记录到错误信息时，仪器监测的不正常数据应带有相应的标志
　２８）停电复电后，分析仪能恢复到原来的工作状态
　２９）能否对校准时钟的频率进行手动调整
　? 一氧化碳分析仪
　３０）停电复电后，分析仪能否恢复到原来的工作状态
　? 臭氧分析仪
　３１）停电复电后，臭氧分析仪能否恢复到原来的工作状态
　四、采样装置
　３２）样品空气通过采样管路的滞留时间是否小于２０ｓ
　五、气象系统
　３３）气象传感器应在出厂前已被校准，并带有校准证书
　六、其他
　３４）是否提供多元气体校准仪到标气钢瓶间的必要连接管线
　３５）分析仪器是否有外排排气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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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仪器设备标准传递方法

Ｃ１　仪器设备的传递和标定

Ｃ１１　流量传递
Ｃ１１１　流量标准的间接传递

流量标准间接传递是一种两级方式的传递过程。第一级传递系指经国家计量部门质量检验和标准

传递过的一级标准流量测定装置，如皂膜流量计、湿式流量计和活塞式流量计对用于现场校准和标定

的转递标准，如质量流量计或电子皂膜流量计等流量测定装置进行流量校准和标定。第二级传递系指

用经过一级标准标定过的传递标准对用于现场流量测定的工作标准，如质量流量控制器等流量测定装

置进行校准和标定。以下为标准传递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Ｃ１１１１　质量流量计校准 （第一级传递）

校准设备安装和气路连接及质量流量计校准和标定过程如下：

图Ｃ１　流量传递和校正仪器连接图

１）按图Ｃ１连接所有进行流量传递和校准的设备，在连接过程中要检查气路，严防泄漏。
２）在确保整个气路无气流通过的情况下，观察质量流量控制器的读数 （ＲＣ）和质量流量计流量

显示读数 （ＲＭ），如不为零，调节质量流量控制器和质量流量计流量显示读数的零电位器，使
（ＲＣ）、（ＲＭ）和一级标准流量测定装置的流量读数为零。
３）启动抽气泵，设置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于满量程的１００％，待读数稳定后，在皂膜流

量计上产生皂膜，用秒表记录皂膜通过玻璃管上１００ｍｌ体积刻度时所需时间；或观察湿式流量计面
板流量指针通过面板刻度盘上一定体积刻度所需的时间，以上过程至少重复３次，对３次进行算术平
均，平均结果记为 （ｔ）。如是活塞式流量计，可直接从流量计直接读取流量值。
４）测定校准现场环境温度和压力参数。温度、压力测试设备应经国家计量部门检验标定，并在

有效使用期限内。将一级标准流量测定装置的实测流量按公式 Ｃ１修正至标准状态下的质量流量
（ＱＳ）；如使用活塞式流量计，可直接将读数乘以由温度和压力计算出的修正系数。然后观察质量流
量计读数 （ＲＭ）与质量流量 （ＱＳ）是否相符，如不符，调节质量流量计内部电位器，使读数 （ＲＭ）
与质量流量 （ＱＳ）相符。

ＱＳ ＝ＶＳ／ｔ＝Ｖｍ／ｔ×｛［（ＰＢ－ＰＴ）－ＰＶ＋ΔＰｍ］／ＰＳ×ＴＳ／Ｔ｝ （Ｃ１）
式中：ＱＳ———标准状态下的质量流量，ｍｌ／ｍｉｎ或Ｌ／ｍｉｎ；

ＶＳ———标准状态下的体积，ｍｌ或Ｌ；
Ｖｍ———皂膜通过玻璃管上不同刻度线间的体积 （ｍｌ）或流量指针通过面板刻度盘上不同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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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积，Ｌ；
ｔ———３次测定时间的平均值，ｍｉｎ；
ＰＢ———校准时环境大气压；
ＰＴ———温度对压力计读数的修正值 （ｋＰａ，该修正值可查阅压力计厂家提供的使用手册）；
ＰＶ———给定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ｋＰａ；
ΔＰｍ———湿式流量计的水压计上水压差读数 （ｋＰａ，皂膜流量计不考虑此值）；
ＰＳ———标准状态下的压力，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
Ｔ———校准时的环境温度，Ｋ；
ＴＳ———标准状态下的温度，２７３Ｋ。

５）如质量流量计具有半满量程调节点，则重复３）、４），设定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在满
量程的５０％，待读数稳定后，观察质量流量计流量读数 （ＲＭ）与一级标准流量测定装置测得的质量
流量 （ＱＳ）是否相符，如不符，调节质量流量计内部电位器使读数 （ＲＭ）与一级标准流量测定装置
测得的质量流量 （ＱＳ）相符。
６）重复步骤 ２）、３）、４）和 ５），直至不用调节质量流量计内部电位器，使质量流量计读数

（ＲＭ）与一级标准流量测定装置测得的质量流量 （ＱＳ）相符，且保持稳定，并分别记录读数 （ＲＭ）
和 （ＱＳ）。
７）分别设置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在满量程的２０％、４０％、６０％和８０％，并观察和记录

相应的质量流量计读数 （ＲＭ）、一级标准流量测定装置的实测流量和质量流量 （ＱＳ）。
８）绘制校准曲线和检验指标
根据最小二乘法计算得到质量流量 （ＱＳ）和质量流量计读数 （ＲＭ）之间的校准曲线，两者之间

呈线性关系，其校准曲线应满足以下校准方程：

ＱＳ ＝ｂ１×ＲＭ＋ａ１ （Ｃ２）
式中：ＱＳ———质量流量值；

ＲＭ———质量流量计流量读数；
ｂ１———校准曲线斜率；
ａ１———校准曲线截距。

为确保对质量流量计进行流量标准传递的准确度在±１％范围内，对所获校准曲线的检验指标应
符合以下要求：

相关系数 （ｒ） ＞０９９９９；
０９９≤斜率 （ｂ１）≤１０１；
截距 （ａ１） ＜满量程±１％；
若其中任何一项不满足指标要求，则需对质量流量计重新进行调整。

９）注意事项
●皂膜流量计或湿式流量计在使用前，应先将工作台调节至水平，检查设备连接是否漏气和漏

水。

●测定体积流量时，为减少操作误差和测量误差，一般规定皂膜通过玻璃管不同体积刻度或流量

指针通过面板刻度所需的最短时间应大于３０ｓ，３次测定结果的误差应在±１％范围内。
Ｃ１１１２　质量流量控制器校准 （第二级传递）

校准设备安装和气路连接及质量流量控制器校准和标定过程如下：

１）按图Ｃ２连接所有进行流量传递和校准的设备，在连接过程中要检查气路，严防泄漏。
２）在确保整个气路无气流通过的情况下，观察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如不为零，调节流

量控制器零电位器，使读数 （ＲＣ）和质量流量计读数 （ＲＭ）为零。
３）启动抽气泵，设置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于满量程的１００％，待读数稳定后，观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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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Ｃ２　质量流量控制器标定图

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与质量流量计读数 （ＲＭ）是否相符，如不符，调节质量流量控制器内部电
位器，使其读数 （ＲＣ）与质量流量计读数 （ＲＭ）相符。
４）如质量流量控制器具有半满量程调节点，则设置质量流量控制器于满量程的５０％，待读数

（ＲＣ）稳定后，观察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与质量流量计读数 （ＲＭ）是否相符，如不符，调
节质量流量控制器内部电位器，使读数 （ＲＣ）与读数 （ＲＭ）相符。
５）重复步骤 ２）、３）、４）直至不用调节质量流量控制器内部电位器，使读数 （ＲＣ）与读数

（ＲＭ）相符，且保持稳定，并分别记录读数 （ＲＣ）和 （ＲＭ）。
６）分别设置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在满量程的２０％、４０％、６０％和８０％，并观察和记录

相应的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和质量流量计读数 （ＲＭ）。
７）根据第一级传递所得的质量流量 （ＱＳ）和质量流量计读数 （ＲＭ）之间的校准方程，将各个

质量流量计读数 （ＲＭ）换算成相应的质量流量 （ＱＳ）。
８）绘制校准曲线和检验指标
根据最小二乘法计算得到质量流量 （ＱＳ）和质量流量控制器流量读数 （ＲＣ）之间的校准曲线，

两者之间呈线性关系，其校准曲线应满足以下校准方程：

ＱＳ ＝ｂ２×ＲＣ＋ａ２ （Ｃ３）
式中：ＱＳ———质量流量值；

ＲＣ———质量流量控制器流量读数；
ｂ２———校准曲线斜率；
ａ２———校准曲线截距。

为确保对质量流量控制器进行流量标准传递的准确度在 ±１％范围内，对所获校准曲线的检验指
标应符合以下要求：

相关系数 （ｒ） ＞０９９９９；
０９９≤斜率 （ｂ２）≤１０１；
截距 （ａ２） ＜满量程±１％；
若其中任何一项不满足指标要求，则需对质量流量控制器重新进行调整。

Ｃ１１１３　质量流量控制器的再校准
对经过校准的质量流量控制器重复Ｃ１１１２中的步骤进行再校准，再校准后的校准曲线应满足

Ｃ１１１２８）中的指标要求。若其中有一项不满足指标要求，则应反复进行校准，直至全面满足指
标要求为止。

Ｃ１１２　流量标准的直接传递
流量标准直接传递是指经国家计量部门质量检验或标准传递的一级标准流量测量装置直接对用于

现场校准的工作标准，如质量流量控制器进行流量校准和标定。

Ｃ１１２１　设备安装和气路连接
按图Ｃ３连接所有进行流量转递和校准得设备，在连接过程中要检查气路，严防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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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Ｃ３　流量传递与校正系统图

Ｃ１１２２　质量流量控制器校准
１）在确保整个气路无气流通过的情况下，观察质量流量控制器的读数 （ＲＣ），如不为零，调节

质量流量控制器零电位器，使读数 （ＲＣ）和一级标准流量测定装置的流量读数为零。
２）启动抽气泵，设置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于满量程的１００％，待读数稳定后，在皂膜流

量计上产生皂膜，用秒表记录皂膜通过玻璃管上１００ｍｌ体积刻度时所需时间；或观察湿式流量计面
板流量指针通过面板刻度盘上一定体积刻度所需的时间，以上过程至少重复３次，对３次进行算术平
均，平均结果记为 （ｔ）。如是活塞式流量计，可直接从流量计直接读取流量值。
３）测定校准现场环境温度和压力等参数。温度、压力测试设备应经国家计量部门检验标定，并

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将一级标准流量测定装置的实测流量按公式 Ｃ１修正至标准状态下的质量流量
（ＱＳ）；如使用活塞式流量计，可直接将读数乘以由温度和压力计算出的修正系数。然后观察质量流
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与质量流量 （ＱＳ）是否相符，如不符，调节质量流量控制器内部电位器，使读
数 （ＲＣ）与质量流量 （ＱＳ）相符。
４）如质量流量控制器具有半满量程调节点，则重复２）和３），设定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

在满量程的５０％，待读数稳定后，读数 （ＲＣ）与一级标准流量测定装置测得的质量流量 （ＱＳ）是否
相符，如不符，调节质量流量控制器内部电位器使读数 （ＲＣ）与一级标准流量测定装置测得的质量
流量 （ＱＳ）相符。
５）重复步骤２）、３）和４），直至不用调节质量流量控制器内部电位器，使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与一级标准流量测定装置测得的质量流量 （ＱＳ）相符，且保持稳定，并分别记录读数 （ＲＣ）
和 （ＱＳ）。
６）分别设置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在满量程的２０％、４０％、６０％和８０％，并观察和记录

相应的一级标准流量测定装置的实测流量和质量流量 （ＱＳ）。
７）绘制校准曲线和检验指标
根据最小二乘法计算得到质量流量 （ＱＳ）和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ＲＣ）之间的校准曲线，两者

之间呈线性关系，其校准曲线应满足以下校准方程：

ＱＳ ＝ｂ×ＲＣ＋ａ （Ｃ４）
式中：ＱＳ———质量流量值；

ＲＣ———质量流量控制器读数；
ｂ———校准曲线斜率；
ａ———校准曲线截距。

为确保对质量流量控制器进行流量标准传递的准确度在 ±１％范围内，对所获校准曲线的检验指
标应符合以下要求：

相关系数 （ｒ） ＞０９９９９；
０９９≤斜率 （ｂ）≤１０１；
截距 （ａ） ＜满量程±１％；
若其中任何一项不满足指标要求，则需对质量流量计重新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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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１２３　质量流量控制器的再校准
步骤和方法同Ｃ１１１３。

Ｃ１１３　质量流量控制器校准的其他方法
由于不同厂家制造的质量流量控制器内部结构可能有所不同，对质量流量控制器的校准可以产品

说明书或使用手册中所提供的校准步骤和方法为准，但校准曲线必须满足检验指标的要求。

Ｃ１２　渗透管恒温装置温度传递
ＳＯ２和ＮＯ２渗透管的渗透率是随周围温度变化而变化的，渗透率的自然对数与温度呈线性关系。

在一定的范围内，温度每变化０１℃将导致渗透率１％的测定误差，因此放置渗透管的恒温装置温度
必须恒定，规定温度波动必须控制在±０１℃ （工作标准为±０２℃）范围内。为达到以上要求必须
对渗透管恒温装置的温度读数进行质量传递，传递的方法如下。

Ｃ１２１　直接传递 （恒温水浴法）

１）将渗透管恒温装置的测温热敏电阻取出，与标准温度计捆在一起置于恒温水浴的适当部位。
２）调节和控制恒温水浴的温度，使标准温度计准确指示于规定的温度值。调节恒温装置的控制

调节部件，使恒温装置的温度准确指示到所规定的温度值。

３）调节和控制恒温水浴的温度，使标准温度计准确指示低于规定温度０１℃。调节恒温装置的
控制调节部件，使恒温装置的温度准确指示到低于所规定温度０１℃的温度值。
４）重复２）和３）步骤，反复调节直到恒温装置指示的温度值与标准温度计指示的温度值相吻合

为止，传递过程完成。

５）将标准温度计和测温热敏电阻从恒温水浴中取出，干燥后将测温热敏电阻重新放回渗透管恒
温装置中。

Ｃ１２２　间接传递 （电阻模拟法）

电阻模拟法是用精密电阻箱模拟测温热敏电阻在规定温度下的阻值，以对恒温装置的温度指示部

件读数进行标定的方法，标定读数可精确到±０１℃。对配有渗透管恒温装置的系统子站，用电阻模
拟法标定渗透管恒温装置的温度要比用恒温水浴法方便，且可保持渗透管的渗透率测量误差在 ±２％
范围内。间接传递的方法步骤如下：

１）采用经过国家计量部门质量检验和标准传递过精密电阻箱进行传递。
２）从渗透管恒温装置的温控电路板上断开测温热敏电阻，在断开的位置连接精密电阻箱取代测

温热敏电阻。

３）调节精密电阻箱的电阻设置，使设置的电阻与渗透管所规定温度相应的测温热敏电阻值相符
（例如：对应３０℃ 的阻值为８０５７ｋΩ，对应３５℃的阻值为６５３０ｋΩ）。调节恒温装置的控制调节部
件，使恒温装置的温度准确指示到所规定的温度值。

４）调节精密电阻箱的电阻设置，使设置的电阻为低于渗透管所规定温度０１℃相应的测温热敏
电阻值 （例如：对应２９９℃ 的阻值为８０９２ｋΩ，对应３４９℃的阻值为６５５８ｋΩ。调节恒温装置的
控制调节部件，使恒温装置的温度准确指示到低于所规定温度０１℃的温度值。
５）重复３）和４）步骤，反复调节直到恒温装置指示的温度值与精密电阻箱设置阻值相对应的温

度值相吻合为止，传递过程完成。

６）从温控电路上取下精密电阻箱，将测温热敏电阻按原位连接。
７）向渗透管恒温装置接通适量的零气，等待温度指示读数稳定。如果读数超出所规定温度

±０１℃的范围，调节温度控制部件，使温度指示在规定的波动范围。
Ｃ１３　臭氧发生器标准传递

对臭氧发生器的标准传递，最好选用内含紫外光计和反馈控制装置的臭氧发生器。在不具有一级

标准臭氧发生器的情况下，对臭氧发生器的标准传递和标定，可直接采用国家计量部门提供的臭氧发

生器作为传递标准，也可用经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或省、市、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指定进行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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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传递过的臭氧发生器作为二级标准，对现场校准设备 （如多气体校准仪）中的工作标准臭氧

发生器进行标准传递和标定。标准传递和标定方法如下：

１）用传递标准或二级标准对传递用臭氧监测分析仪进行多点校准，确保传递用监测分析仪具有
很好的线性性能。

２）如臭氧发生器不含有零气发生装置，可按图 Ｃ１４连接气路。但不管使用共用零气源，还是
独立零气源，零气发生器中的干燥、氧化和洗涤材料应全部更新，确保提供的零气为干燥不含臭氧和

干扰物质的空气。仪器连接好后，应进行气路检查，严防漏气。对排空口排出的气体，应通过管线连

接到室外或在排空口加装臭氧过滤器去除排出的臭氧。

图Ｃ４　臭氧发生器标准传递图

３）臭氧发生器与传递标准或工作标准最好使用同一个零气源。选用的零气源的稀释零气量一定
要超过臭氧标准传递用臭氧监测分析仪的气体需要量。

４）在保证稀释零气流量恒定的前提下，通过调节臭氧发生器的臭氧发生控制装置，向标准传递
用臭氧监测分析仪给出仪器响应满刻度值０、１５％、３０％、４５％、６０％、７５％和９０％浓度的臭氧输
出。

５）通过传递标准或二级标准臭氧发生器的标准工作曲线，计算臭氧监测分析仪响应所对应的标
准工作曲线的浓度值，并与工作标准臭氧发生器臭氧浓度读数或刻度设置值和稀释零气量一起作记

录。

６）按照步骤５）的结果，绘制工作标准臭氧发生器臭氧浓度读数或刻度设置值和稀释零气量与
传递标准或二级标准臭氧发生器对应浓度值之间的校准曲线 （注意：该曲线不一定呈线性）。至此完

成了工作标准臭氧发生器的标准传递和标定。

Ｃ２　标准物质的传递

气体标准物质是用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的计量标准，空气质量的分析方法和监测仪器设备的浓度

监测范围及读数刻度是用气体标准物质进行标定和校准。在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中，通常采用逐级

传递下来的工作标准级气体标准物质，进行监测仪器设备的标定和校准。

Ｃ２１　渗透管的标准传递
由于渗透管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和运输，在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中作为标准气源被广泛

使用，对渗透管的标准传递有两种方法被使用，方法如下：

Ｃ２１１　仪器校准法
１）用国家计量部门提供的或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统一发放的一级标准渗透管作为传递标准，用批

量购进的渗透管作为工作标准。选用工作正常，且性能指标符合规定的要求，具有很好线性性能的监

测分析仪作为传递用监测分析仪 （主要是ＮＯ２或ＳＯ２监测分析仪器）。
２）按图Ｃ５连接气路。要求图中零气源的干燥器、氧化池和洗涤池中的填料全部为新换填料，

确保提供的零气为干燥不含待测组分的空气。仪器连接好后，应进行气路检查，严防漏气。对排空口

排出的气体，应通过管线连接到室外。

３）工作标准渗透管的渗透率可比传递标准的渗透率高或低，通过改变多气体校准仪稀释零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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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Ｃ５　传递仪器校准图

流量，在传递用监测分析仪器的被校量程范围内产生所需的浓度。

４）进行标准传递前，应将工作标准渗透管和传递标准渗透管分别放置在两个多气体校准仪的渗
透管恒温装置中，恒温装置的温度控制在渗透管规定温度 ±０１℃的范围内。渗透管周围应有５０～
５００ｍｌ／ｍｉｎ的零气或氮气通过，均衡４８ｈ后开始进行标准传递。

５）检查传递用监测分析仪以前所做的多点校准是否有效。先向监测分析仪器通零气进行零点校
准，然后用传递标准通过公式 Ｃ５分别产生两个浓度的标气 （满量程值的５０％和９０％）。观察仪器
响应，如果两个标气响应值中的任何一个与传递标准曲线对应的值之间偏差 ＞２％，则在进行下一个
步骤前，必须对监测分析仪重新进行多点校准。

φ（ＳＯ２）＝（Ｐｒ×０３５０）／（ＦＣ＋ＦＤ）＝（Ｐｒ×０３５０）／ＦＴ （Ｃ５）
式中：φ（ＳＯ２）———以ＳＯ２渗透管为例拟配置的ＳＯ２标准体积分数，×１０

－６；

Ｐｒ———渗透管的真实渗透率 （在此为传递标准的真实渗透率），μｇ／ｍｉｎ；
ＦＣ———流经渗透管恒温装置的载气流量，Ｌ／ｍｉｎ；
ＦＤ———稀释空气的流量，Ｌ／ｍｉｎ；
ＦＴ———多气体校准仪输出气体流量，Ｌ／ｍｉｎ。

６）通过改变稀释零气的流量，使工作标准渗透管在监测分析仪器满量程６０％～８５％范围内产生
１～２个浓度值，记录零气流量值、监测分析仪器响应值和相应的传递标准值。

７）再次改变稀释零气的流量，使工作标准渗透管在监测分析仪器满量程２０％～５０％范围内产生
１～２个浓度值，记录零气流量值、监测分析仪器响应值和相应的传递标准值。

８）工作标准渗透管的真实渗透率定值，可通过公式Ｃ６计算。
Ｐｒ＝（Ｃ×Ｍ×ＦＺ）／Ｇ （Ｃ６）

式中：Ｐｒ———渗透管的真实渗透率，μｇ／ｍｉｎ；
Ｃ———来自传递用监测分析仪器实际响应值相应传递标准校准曲线的浓度，×１０－６；
Ｍ———渗透管中气体摩尔分子量，ｇ／ｍｏｌ；
ＦＺ———稀释空气的流量，Ｌ／ｍｉｎ；
Ｇ———气体体积常数，在标准状态下为２２４Ｌ／ｍｏｌ。

对于ＳＯ２渗透管，在标准状态时，公式Ｃ６可简化成公式Ｃ７
Ｐｒ＝（Ｃ×ＦＺ）／０３５０ （Ｃ７）

９）通过计算得到渗透管的两组真实渗透率值应符合在４％范围内，对它们取平均值完成对工作
标准渗透管的标准传递工作。如果两组真实渗透率超出以上范围，应重新检查传递用监测分析仪器的

线性度和稀释零气流量值。

Ｃ２１２　称重法
在不具备高一级传递标准的情况下，可从待测的工作标准渗透管中任选１～２只，用经典的称重

法确定渗透率，以此作为整个系统用渗透管的传递标准 （主要是ＳＯ２和ＮＯ２工作标准），然后用上述
的传递仪器校准法，对工作标准进行传递。称重法的传递过程及方法如下：

１）应确保渗透管恒温装置的温度指示读数已经校准，且恒温装置的温度控制在渗透管规定温度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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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０１℃范围内。
２）小心将渗透管放入恒温装置中，渗透管周围应保持５０～５００ｍｌ／ｍｉｎ的零气流量，均衡４８ｈ左

右开始进行标准传递。

３）从恒温装置中小心取出渗透管，用万分之一感量的精密天平进行称重。渗透管恒温装置应尽
量靠近天平，渗透管恒温装置的排气口应用管线连接室外。称重操作要求迅速准确，尽量减少渗透管

从恒温装置中取出因温度急剧变化给渗透管带来的测量误差，要求在５ｍｉｎ之内完成称重。称重时不
可直接接触渗透管管壁，以免渗透管被沾污，引起称重误差。记录称重时间和渗透管重量，然后把渗

透管重新放入恒温装置中。

４）经过一定时间４８ｈ以上，重复步骤３）的称重工作。两次称重之差 （既渗透管失重）为该渗

透管的称重渗透率 （Ｐｒ），可用公式Ｃ８计算。
Ｐｒ＝（Ｗ１－Ｗ２）／（Ｔ１－Ｔ２）×１０

６ （Ｃ８）
式中：Ｐｒ———工作标准渗透管的称重渗透率，μｇ／ｍｉｎ；

Ｗ１———Ｔ１时间的渗透管重量，ｇ；
Ｗ２———Ｔ２时间的渗透管重量，ｇ。
５）重复步骤３）和４）连续至少５次以上并记录，作为一次称重周期。将称重周期内每次称重

所得的称重渗透率用公式Ｃ８进行平均，则得到作为传递标准渗透管的渗透率，到此完成了对传递
标准渗透管的定值工作。要求各次测定的称重渗透率与平均结果之间相差 ＜２％，才可将称重的渗透
管作为传递标准。

Ｃ２２　钢瓶标准气的标准传递
在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中钢瓶标准气作为标准气源被广泛使用，对钢瓶标准气的标准传递有两

种方法被使用，方法如下：

Ｃ２２１　钢瓶标准气传递法
１）用国家计量部门提供的或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统一发放的一级标准钢瓶气作为传递标准，用批

量购进的钢瓶标准气作为工作标准。钢瓶标准气的压力应符合要求，并且充足。钢瓶标准气所用的减

压阀和压力表必须经过国家计量部门质量检验和标定，在有效期内使用。

２）选用工作正常，且性能指标符合规定要求的监测分析仪作为传递用监测分析仪。用工作标准
钢瓶标准气对传递用监测分析仪进行多点校准，确保监测分析仪器具有很好线性性能。

３）按图Ｃ６连接气路。要求图中零气源的干燥器、氧化池和洗涤池中的填料全部为新换填料，
确保提供零气为干燥不含待测组分的空气。仪器连接好后，应进行气路检查，严防漏气。对排气口排

出的气体，应通过管线连接到室外。

图Ｃ６　钢瓶标准气传递法图

４）向传递用监测分析仪器通零气，检查和设置零点。按工作标准钢瓶气的标牌体积分数值用公
式Ｃ９产生监测分析仪器满量程 ９０％浓度的标气，待监测分析仪器读数稳定，记录仪器响应值
（Ｖ０）。

ｃ（ＧＡＳ）＝ＦＧ／（ＦＺ＋ＦＧ）×ｃ（ＣＹＬ） （Ｃ９）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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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ｃ（ＧＡＳ）———通过多气体校准系统配制的所需气体体积分数，１０－６；
ＦＧ———工作标准钢瓶气的流量，ｍｌ／ｍｉｎ；
ＦＺ———工作标准钢瓶气的稀释零气流量，Ｌ／ｍｉｎ；

ｃ（ＣＹＬ）———工作标准钢瓶气的标牌体积分数，１０－６。
５）按公式Ｃ１０用传递标准钢瓶气的标牌体积分数值计算产生监测分析仪器满量程９０％的体积

分数值所需设置传递标准钢瓶气的流量。进行流量设置，向监测分析仪器输出该体积分数的标气。待

监测分析仪器读数稳定，记录仪器响应值 （Ｖ１）。
ＦＧ ＝（ＦＺ×ｃ（ＧＡＳ））／（ｃ（ＣＲＭ）－ｃ（ＧＡＳ）） （Ｃ１０）

式中：ＦＧ———传递标准钢瓶气的流量，ｍｌ／ｍｉｎ；
ＦＺ———传递标准钢瓶气的稀释零气流量，Ｌ／ｍｉｎ；

ｃ（ＣＲＭ）———传递标准钢瓶气的标准体积分数，１０－６。
６）用公式Ｃ１１计算被传递后工作标准钢瓶气的真实浓度值。

ｃ＝Ｋ×ｃ（ＣＹＬ）＝Ｖ０／Ｖ１×ｃ（ＣＹＬ） （Ｃ１１）
式中：ｃ———工作标准钢瓶气的真实体积分数，１０－６；

Ｋ———修正系数；
ｃ（ＣＹＬ）———工作标准钢瓶气的标牌体积分数，１０－６。
７）为了进行检查和核实，按公式Ｃ１１求得工作标准钢瓶气的真实体积分数值代入公式Ｃ９，确

定产生满量程９０％的体积分数值所需设置的工作标准钢瓶气流量，按计算结果设置多气体校准器的
流量，向传递用监测分析仪器输出标气，待监测分析仪器读数稳定，记录仪器响应值 （Ｖ２），响应值
Ｖ２与Ｖ１之间的百分偏差应 （σ）在±１５％的范围之内。

σ（％）＝（Ｖ２－Ｖ１）／Ｖ１×１００ （Ｃ１２）
８）重复步骤４）到７）的测定过程３次 （在此期间不要调节传递用监测分析仪器，以暴露仪器在

响应过程中不确定和不规则变化现象），计算工作标准钢瓶气３组真实体积分数值的平均值。如果任
何一次真实体积分数值与平均值之间的偏差大于１５％，应检查原因，重做一组合格的数据取代它。
Ｃ２２２　渗透管传递法
１）用国家计量部门提供的或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统一发放的一级标准渗透管作为传递标准，用批

量购进的钢瓶标准气作为工作标准。注意所选用作为传递标准渗透管的渗透率和作为工作标准钢瓶标

准气的标牌体积分数值，都应在所配制标气体积分数适用于传递用监测分析仪器的量程范围内。钢瓶

标准气的压力应符合要求，并且充足。钢瓶标准气所用的减压阀和压力表必须经过国家计量部门质量

检验和标定，在有效期内使用。

２）选用工作正常，且性能指标符合规定要求的监测分析仪作为传递用监测分析仪。用传递标准
渗透管对传递用监测分析仪进行多点校准，确保监测分析仪器具有很好线性性能。

３）按图Ｃ７连接气路。要求图中零气源的干燥器、氧化池和洗涤池中的填料全部为新换填料，
确保提供零气为干燥不含待测组分的空气。仪器连接好后，应进行气路检查，严防漏气。对排气口排

出的气体，应通过管线连接到室外。

４）向传递用监测分析仪器通零气，检查和设置零点。按公式Ｃ１３用传递标准渗透管的标准渗透
率值产生监测分析仪器满量程９０％体积分数的标气，待监测分析仪器读数稳定，记录仪器响应值
（Ｖ０′）。

ｃ（ＳＯ２）＝０３５０Ｐｒ／Ｆ′Ｚ （Ｃ１３）
式中：ｃ（ＳＯ２）———以ＳＯ２为例通过多气体校准器配制的所需标准气体体积分数，１０

－６；

Ｐｒ———一级标准渗透管的标准渗透率，μｇ／ｍｉｎ；
Ｆ′Ｚ———渗透管的稀释气流量，Ｌ／ｍｉｎ。

５）按公式Ｃ９用工作标准钢瓶气的标牌体积分数值计算出校准监测分析仪器满量程９０％体积分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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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Ｃ７　渗透管传递图

数值的标气。待监测分析仪器读数稳定，记录仪器响应值 （Ｖ′１）。
６）用公式Ｃ１４计算被传递后工作标准钢瓶气的真实体积分数值。

ｃ＝Ｋ×ｃ（ＣＹＬ）＝Ｖ′１／Ｖ′０×ｃ（ＣＹＬ） （Ｃ１４）
式中：ｃ———工作标准钢瓶气的真实体积分数，１０－６；

Ｋ———修正系数；
ｃ（ＣＹＬ）———工作标准钢瓶气的标牌体积分数，１０－６。
７）为了进行检查和核实，按公式Ｃ１４求得工作标准钢瓶气的真实体积分数值代入公式Ｃ９，确

定产生满量程９０％的体积分数值所需设置的工作标准钢瓶气流量，按计算结果设置多气体校准器的
流量，向传递用监测分析仪器输出标气，待监测分析仪器读数稳定，记录仪器响应值 （Ｖ′２），响应值
Ｖ′２与Ｖ′０之间的百分偏差应在±２％的范围之内。

σ（％）＝（Ｖ′２－Ｖ′０）／Ｖ′０×１００ （Ｃ１５）
８）重复步骤４）到７）的测定过程３次 （在此期间不要调节传递用监测分析仪器，以暴露仪器在

响应过程中不确定和不规则变化现象），计算工作标准钢瓶气３组真实浓度值的平均值。如果任何一
次真实浓度值与平均值之间的偏差大于２％，应检查原因，重做一组合格的数据取代它。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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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规范性附录）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仪器校准

Ｄ１　单点校准

１）向监测分析仪器通零气，记录响应值，用公式Ｄ１计算零点漂移。
ＺＤ（％）＝ＺＤ′／ＵＲＬ×１００＝（Ｚ′－Ｚ）／ＵＲＬ×１００ （Ｄ１）

式中：ＺＤ———零点漂移量，％；
ＺＤ′———零点偏移量，１０－６；
ＵＲＬ———仪器使用量程的上限，１０－６；
Ｚ———规定检查用零气的体积分数值，１０－６；
Ｚ′———监测分析仪不做零调节对该零气的响应值，１０－６。

２）向监测分析仪器通满量程７５％～９０％体积分数值范围内的标气，用公式Ｄ２计算跨度漂移。
ＳＤ（％）＝ＳＤ′／Ｓ×１００＝（Ｓ′－ＺＤ′－Ｓ）／Ｓ×１００ （Ｄ２）

式中：ＳＤ———跨度漂移量，％；
ＳＤ′———跨度偏移量，１０－６；
Ｓ———规定检查用标气的体积分数值，１０－６；

ＺＤ′———零气偏移量；
Ｓ′———监测分析仪不做零调节对该标气的响应值，１０－６。

３）按图Ｄ１质量控制图，确定仪器是否进行调整或维修。

图Ｄ１　质量控制图

４）当监测分析仪器零点漂移达到调节控制限范围内，需要对仪器进行重新调零时，调节后的跨
度漂移计算公式可以简化为公式Ｄ３。

ＳＤ（％）＝ＳＤ′／Ｓ×１００＝（Ｓ′－Ｓ）／Ｓ×１００ （Ｄ３）
式中：ＳＤ———跨度漂移量，％；

ＳＤ′———跨度偏移量，１０－６；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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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规定检查用标气的体积分数值，１０－６；
Ｓ′———监测分析仪不做零调节对该标气的响应值，１０－６。

５）对于子站计算机具有修正功能的系统，可根据监测仪器当日或近期的零点和跨度校准值，对
漂移控制限内的仪器零点和跨度漂移进行修正，以保证获得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修正公式如下：

ｃ＝（Ｓ－Ｚ）×（ｃ０－Ｚ′＋Ｚ）／［Ｓ′－（Ｚ′－Ｚ）］ （Ｄ４）
式中：ｃ———被修正了的监测分析仪器的浓度值，１０－６；

Ｓ———规定检查用标气的体积分数值，１０－６；
Ｚ———规定检查用零气的体积分数值，１０－６；
Ｓ′———监测分析仪不做零调节对该标气的响应值，１０－６；
Ｚ′———监测分析仪不做零调节对该零气的响应值，１０－６；
ｃ０———监测仪器实际响应的体积分数值，１０

－６。

Ｄ２　多点校准

１）在确保多气体校准仪经检验仪器性能完全符合要求 （质量流量控制器准确度在±１％，渗透室
温度在±０１℃，臭氧发生器准确度在 ±２％）的情况下，向监测分析仪器分别通该仪器满量程０、
１０％、３０％、５０％、７０％和９０％体积分数值的标气，待各点读数稳定后分别记录各点的响应值。

２）用最小二乘法绘制仪器校准曲线，最小二乘法的计算公式见表Ｄ１

表Ｄ１　最小二乘法计算公式 （Ｙ＝ａＸ＋ｂ）

Ｘ＝（Ｘ）／Ｎ ｒ＝ａＳＸ／ＳＹ

Ｙ＝（Ｙ）／Ｎ ＳＹ＝［（Ｙ
２／Ｎ－Ｙ２）／（Ｎ－１）］１／２

ａ＝［ＸＹ－（ＸＹ）／Ｎ］／［Ｘ２－（Ｘ）２／Ｎ］ ＳＸ＝［（Ｘ
２／Ｎ－Ｘ２）／（Ｎ－１）］１／２

ｂ＝Ｙ
—

－ａＸ

式中：Ｘ— 为Ｘ变量的平均值；Ｙ— 为Ｙ变量的平均值；ＳＹ为Ｙ变量的标准偏差；ＳＸ为Ｘ变量的标准偏差；ａ为斜

率；ｂ为截距；ｒ为相关系数。

３）对所获校准曲线的检验指标应符合以下要求：
相关系数（ｒ）＞０９９９；
０９９≤斜率（ｂ）≤１０１；
截距（ａ）＜满量程±１％；
４）若其中任何一项不满足指标要求，则需对监测分析仪器重新进行调整后，再次进行多点校准，

直至取得满意的结果。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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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Ｅ
（规范性附录）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仪器性能审核方法

Ｅ１　点式自动监测仪器

Ｅ１１　精密度审核
点式自动监测仪器的精密度审核方法要求如下：

１）每次精密度审核时应向监测仪器输入规范中要求的标气，记录仪器响应值 （Ｙｉ），记录已知标
气值为 （Ｘｉ）。（对于ＰＭ１０监测仪器，应将相应公式中的测定体积分数代之为测定流量，标气体积分
数代之为设定流量。）

２）用公式Ｅ１计算该仪器的百分误差。
ｄｉ＝（Ｙｉ－Ｘｉ）／Ｘｉ×１００ （Ｅ１）

３）用公式Ｅ２和Ｅ３计算每季度或全年总的标准差，作为该仪器报出的精密度。

ｄｊ＝

ｎ

ｉ＝１
ｄｉ

ｎ （Ｅ２）

式中：ｎ———一个季度或一年所做的该仪器的精密度审核的次数。
Ｓｊ＝｛［Σｄ

２
ｉ－（Σｄｉ）

２／ｎ］／（ｎ－１）｝１／２ （Ｅ３）
４）用公式Ｅ４和Ｅ５计算每季度或全年总的标准差，作为该子站或全系统报出的精密度。

Ｄ＝１Ｋ
Ｋ

ｊ＝１
ｄｊ （Ｅ４）

式中：Ｄ———某子站或全系统计算的一个季度或一年的总平均百分差；
Ｋ———一个季度或一年所做精密度审核该子站的监测项目数或该系统的子站数。

Ｓａ ＝
１
Ｋ

Ｋ

ｊ＝１
Ｓ２

槡 ｊ （Ｅ５）

５）在公式Ｅ４和Ｅ５中是假设每台仪器审核的次数是相同的，如果不相同，则使用公式Ｄ６和
Ｄ７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值和加权标准差。

Ｄ＝
ｎ１ｄ１＋ｎ２ｄ２＋… ＋ｎｊｄｊ＋… ＋ｎＫｄＫ
ｎ１＋ｎ２＋… ＋ｎｊ＋… ＋ｎＫ

（Ｅ６）

Ｓａ ＝
（ｎ１－１）Ｓ

２
１＋（ｎ２－１）Ｓ

２
２＋… ＋（ｎｊ－１）Ｓ

２
ｊ＋… ＋（ｎＫ－１）Ｓ

２
Ｋ

ｎ１＋ｎ２＋… ＋ｎｊ＋… ＋ｎ槡 Ｋ

（Ｅ７）

６）用公式Ｅ８和Ｅ９计算报出数据精密度９５％的可信度区间。
报出数据精密度可信度区间上限＝Ｄ＋１９６Ｓａ （Ｅ８）
报出数据精密度可信度区间下限＝Ｄ－１９６Ｓａ （Ｅ９）
７）作为一个目标，精密度９５％的可信度区间 （Ｄ±１９６Ｓａ）≤±１５％。

Ｅ１２　准确度审核
１）每次准确度审核时应向监测仪器输入规定要求的标气，记录仪器响应值 （Ｙｉ），记录已知标气

值为 （Ｘｉ）。
２）用公式Ｅ１计算该仪器的百分误差 （ｄｉ）。
３）用公式Ｅ１０和公式Ｄ１１计算该仪器报出的准确度。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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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Σｄｉ／ｋ （Ｅ１０）
式中：ｋ———审核点数；

ｄｉ———每个审核点的百分误差。
Ｓａ ＝｛１／（ｋ－１）×［Σｄ

２
ｉ－（Σｄｉ）

２／ｋ］｝１／２ （Ｅ１１）
４）按最小二乘法步骤做出多点校准曲线，用斜率，截距和相关系数对仪器进行评价和分析。
５）用公式Ｅ４和Ｅ５计算该子站或全系统报出的准确度。
６）用公式Ｅ８和Ｅ９计算报出数据准确度９５％的可信度区间
７）作为一个目标，准确度９５％的可信度区间 （Ｄ±１９６Ｓａ）≤±２０％。

Ｅ２　开放光程监测仪器

由于开放光程监测仪器的采样监测部位全部暴露在几百米的环境空间中。因此，对该仪器的校

准，不能用上面提到的单点或多点的校准方法直接通标气进行校准。通常采用在监测光束中插入检查

池，用等效的方法进行校准。

Ｅ２１　精密度检查
１）分析仪精密度检查必须在没有气象因素干扰 （大雾、下雨、下雪和颗粒物浓度较高等因素干

扰）的情况下进行。

２）用公式Ｅ１２选择钢瓶标准气浓度。
ｃｔ＝ｃｍ ×Ｌ／２ＬＣ （Ｅ１２）

式中：ｃｔ———钢瓶标准气浓度，μｇ／ｍ
３；

ｃｍ———仪器设定最大量程，μｇ／ｍ
３；

Ｌ———监测光程长度，ｍ；
ＬＣ———加入监测光束中检查池长度，ｍ。
３）用公式Ｅ１３确定等效浓度。

ｃｅ＝ｃｔ×ＬＣ／Ｌ （Ｅ１３）
式中：ｃｅ———等效浓度，μｇ／ｍ

３；

ｃｔ———钢瓶标准气浓度，μｇ／ｍ
３；

Ｌ———监测光程长度，ｍ；
ＬＣ———加入监测光束中检查池长度，ｍ。
４）向检查池通标气，按图Ｅ１（ｔ１，ｔ２，ｔ３，按各仪器的要求确定的时间间隔）记录分析仪器响

应值。

图Ｅ１　时间记录仪响应曲线

５）按公式Ｅ１４计算基线差。要求基线差不能超过２０％，否则检查结果无效。由于环境背景受
气象或污染空气瞬间变化等因素干扰，使检测背景波动引起基线差变大。因此，在做仪器准确度检查

时，要求环境背景相对稳定，最好选在气象或污染空气瞬间变化相对稳定的时段进行。

Δ＝｜ｃｐｒｅ－ｃｐｏｓｔ｜／ｃｅ×１００ （Ｅ１４）
式中：Δ———基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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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ｒｅ———进行准确度检查前的环境监测值，μｇ／ｍ
３，取该时段中最后时刻的读数；

ｃｐｏｓｔ———加入标气测试完毕后监测的环境监测值，μｇ／ｍ
３，取该时段中最后时刻的读数；

ｃｅ———等效浓度，μｇ／ｍ
３。

６）按公式Ｅ１５计算修正浓度值 （扣除背景的实测值）。

ｃｃ＝ｃｔｅｓｔ－（ｃｐｒｅ＋ｃｐｏｓｔ）／２ （Ｅ１５）
式中：ｃｃ———修正浓度值，μｇ／ｍ

３；

ｃｔｅｓｔ———加标气到检查池后，仪器响应值，μｇ／ｍ
３；

７）按公式Ｅ１６分析仪读数的误差。
ｄ＝（ｃｃ－ｃｅ）／ｃｅ×１００ （Ｅ１６）

式中：ｄ———分析仪读数误差，％；
ｃｃ———修正浓度值，μｇ／ｍ

３；

ｃｅ———等效浓度值，μｇ／ｍ
３。

８）按Ｅ１步骤３）到７）的方法进行精密度检查。
Ｅ２２　准确度检查
１）用上述精密度检查步骤２）到步骤６）的方法，通过采用改变钢瓶标准气的浓度或选用厂家提

供的专用校准装置通过改变检查池的长度，得到满量程范围３％ ～８％、１５％ ～２０％、３５％ ～４５％和
８０％～９０％等测点的等效浓度值ｃｅ，向分析仪器检查池分别注入标气，记录各测点相应的响应值ｃｔｅｓｔ。

２）分别计算各测点的修正浓度值，按Ｅ２步骤３）到７）的方法进行准确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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