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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β射线法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辽宁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辽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任长顺、胥学鹏、孙书晶、郑培生、陈重仲、姜秋俚、刘畅、李杨、王星蒙、

张维玮、蒋洋、刘勇、赵宪君、潘赫宇、宋大明。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和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双园路30甲      024-62788591 

标准起草单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双园路30甲-3号  024-6278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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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β射线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固定污染源废气中低浓度颗粒物的β射线法。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污染源废气中低浓度颗粒物（≤50 mg/m
3
）的测定。 

当采样体积为1 m
3
（标干体积）时，方法检出限为0.1 mg/m

3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48 烟尘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3 术语和定义 

3.1 β射线 beta-ray 

放射性元素核衰变过程中发出的电子流。 

注：β射线源可以使用147Pm、14C 或 85Kr 等放射源。 

3.2 烟道外过滤  out-stack filtration 

在烟道内对颗粒物进行等速采样，并将颗粒物截留在位于烟道外的过滤介质上的方法。 

4 方法原理 

将具有加热/制冷功能的颗粒物采样管由采样孔插入烟道中，利用等速采样方法抽取一定量的含颗

粒物的废气，采用烟道外过滤的方式，颗粒物被截留在捕集材料上。β射线通过滤膜时，能量发生衰

减，通过对衰减量的测定计算出颗粒物的质量。β射线衰减量与颗粒物的质量遵循以下吸收定律： 

 N = N0·e
-km       （1） 

式中：N——单位时间内通过滤膜的β射线量； 

N0——单位时间内发射的β射线量； 

k——单位质量吸收系数，cm
2
/mg； 

m——单位面积颗粒物质量，mg/cm
2。 

颗粒物质量经如下方法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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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空白滤膜的测定 

 N1=N0·e
-km0       （2） 

步骤2：颗粒物截留后滤膜的测定 

 N2=N0·e
-k(m0+Δm)       （3） 

合并式（2）和（3）得： 

 N1=N2·e
kΔm       （4） 

或 

 

Δm =
1

𝑘
𝑙𝑛

𝑁1

𝑁2
       

（5） 

式中：N1——单位时间内通过空白滤膜的 β射线量； 

N2——单位时间内通过颗粒物截留后滤膜的 β射线量； 

m0——单位面积空白滤膜的本底颗粒物质量，mg/cm
2
； 

△ m——单位面积滤膜上截留的颗粒物质量，mg/cm
2
。 

5 试剂和材料 

5.1 滤膜 

可选用玻璃纤维滤膜等滤膜（包括滤带）。滤膜应边缘平整、厚薄均匀、无毛刺、无污染，不得

有针孔或任何破损。滤膜材质不应吸收或与废气中的气态化合物发生化学反应；对于直径为 0.3 μm

的标准粒子，滤膜的捕集效率应>99.5%，对于直径为 0.6 μm的标准粒子，滤膜的捕集效率应> 99.9%。 

5.2 标准膜片 

由惰性材料（如聚碳酸酯等）制成，应避光存放；使用前应检查膜片是否存在破损等情况。 

6 仪器和设备 

6.1 废气中水份含量的测定装置 

废气中水份含量测定装置应符合HJ 836中废气中水份含量测定装置的要求。 

6.2 废气温度、压力、流速的测定装置 

废气温度测定装置应符合GB/T 16157中废气温度测定装置的要求；废气压力、流速测定装置应符

合GB/T 16157中废气压力、流速测定装置的要求。 

6.3 β射线颗粒物测定仪 

6.3.1 采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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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采样装置由采样管、冷却和干燥系统、流量计和抽气泵单元以及连接管线等组成。除组合

式采样管由烟道外过滤的滤膜及固定装置代替烟道内过滤的滤筒及滤筒采样管外，采样装置其余均应

符合HJ/T 48中采样装置的要求。 

采样管应采用耐腐蚀、耐热材料制造，并具备全程加热功能，加热温度在130℃±10℃。采样管前

端应采用弯管方式，并保证采样嘴与采样管整体呈90°角，前弯管表面应平滑，避免突变。采样嘴应

符合HJ 836中采样嘴的要求。为避免静电对采样装置的影响，采样装置应配有接地线。 

6.3.2 分析测量装置  

分析测量装置主要由14
C等射线源、β射线探测器、滤膜传送控制装置、滤膜加热装置（加热温度

105℃±5℃）等组成。不同类型β射线分析测量装置组成可以不同，本标准列举了两种烟道外过滤颗

粒物采样及分析测量装置示意图，详见图1和图2。 

 

1-烟道壁；2-采样嘴；3-温度测量；4-采样管；5-皮托管；6-压力计； 

7-分析测量装置；8-滤带；9-滤带压紧装置；10-β射线源；11-β 射线探测器； 

12-滤带传送控制装置；13-干燥器； 14-流量计；15-抽气泵 

图 1烟道外过滤颗粒物采样及分析测量装置示意图（滤带） 

 

1-烟道壁；2-采样嘴；3-温度测量；4-采样管；5-皮托管；6-压力计； 

7-分析测量装置；8-滤膜；9-滤膜压紧装置；10-β射线源；11-β 射线探测器； 

12-干燥器；13-流量计；14-抽气泵 

图 2烟道外过滤颗粒物采样及分析测量装置示意图（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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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采样和测定 

7.1 采样位置、采样点和采样时间 

采样位置、采样点和采样时间应符合GB/T 16157、HJ/T 397等中有关规定。 

7.2 采样准备 

7.2.1 检查滤膜是否存在破损或其他异常情况。 

7.2.2 按照HJ/T 48中流量准确度的要求对颗粒物采样装置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准确度进行校准。对于

组合式采样管皮托管系数，应每年校准一次；当皮托管外形发生明显变化时，应及时维护校准或更换。 

7.2.3 确定现场工况、采样点位和采样孔、采样平台、工作电源、照明及安全措施等应符合监测要求。 

7.2.4 准备监测所需其他仪器设备、防护设备及原始记录等。 

7.3 样品采集和测定 

7.3.1 根据现场实际测量的烟道尺寸，按7.1 要求选择监测断面，确定采样点数目。 

7.3.2 记录现场基本情况，清理采样孔处积灰。 

7.3.3 检查采样系统是否漏气，检漏应符合GB/T 16157中系统现场检漏的要求。 

7.3.4 测试前应使用标准膜片对仪器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与标准膜片的标称值误差应在±5%范围内。 

7.3.5 按照仪器说明书操作要求设置采样管及滤膜加热装置的加热温度。 

7.3.6 待加热温度达到设定值并稳定后，按照仪器说明书操作要求对空白滤膜β射线透过量进行测量。 

7.3.7 开始采样，采样步骤参见GB/T 16157中采样步骤的要求，或按照仪器的操作方法使用微电脑平

行自动采样，采样过程中进入采样嘴的吸气速度与测点处的气流速度应基本相等，相对误差不超过

±10%。采样全程应保证采样管温度及滤膜加热装置温度在要求的范围内。 

7.3.8 采样结束后，对截留颗粒物后的滤膜β射线透过量进行测量。 

7.3.9 根据采样前后β射线穿过滤膜的衰减量得出滤膜上截留的颗粒物质量，结合本次标干采样体积，

计算得出颗粒物浓度。 

7.4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7.4.1 现场采样的质量保证措施应符合HJ/T 397中现场采样质量保证措施的要求。 

7.4.2 样品采集时应保证每个样品的增重不小于1mg，或标干采样体积不小于1 m
3
。 

7.4.3 应保证采样后截留在滤膜上的颗粒物全部在β射线的照射范围之内；测试前后β射线穿过滤膜

的能量衰减量不应超过总量的75%。 

8 结果计算与表示 

8.1 结果计算 

颗粒物浓度按式（6）计算：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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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标准状态下干烟气中颗粒物浓度，mg/m
3； 

m——滤膜上捕集的颗粒物质量，mg； 

Vnd——标准状态下干采气体积，m
3。 

8.2 结果表示 

颗粒物的浓度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9 注意事项 

9.1 应定期检查标准膜片，如发现膜片表面附有灰尘等，应用无水乙醇清洗膜片表面；如膜片表面出

现破损、变色等，应及时更换标准膜片。 

9.2 应根据使用频率定期用洁净气体对采样管进行反吹。 

10 附录 

10.1 精密度 

6家验证实验室对浓度水平为3 mg/m
3
、25 mg/m

3
、40 mg/m

3
的颗粒物浓度尘源进行测定： 

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6.0%～11.2%、3.0%～7.4%、4.1%～7.0%；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1.1%、1.6%、1.4%； 

重复性限分别为：0.7 mg/m³、3.3 mg/m³、6.0 mg/m³； 

再现性限分别为：0.6 mg/m³、3.2 mg/m³、5.7 mg/m³。 

6家验证实验室对某电厂总排口、某钢厂排放口、某焦化厂排放口等典型排污口排放烟气中颗粒物

浓度进行测定。某电厂总排口烟气中颗粒物浓度为1.3~2.5 mg/m
3
、平均值1.8 mg/m

3
；某钢厂排放口

烟气中颗粒物浓度为6.3~9.6 mg/m³，平均颗粒物浓度为7.9 mg/m³；某焦化厂排放口烟气中颗粒物浓

度为7.1~10.0 mg/m³，平均颗粒物浓度为8.6 mg/m³。 

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9.2%~17.8%、6.0%~16.8%、7.6%~13.2%；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10.3%、1.3%、3.6%； 

重复性限分别为：0.8 mg/m³、2.7 mg/m³、2.5 mg/m³； 

再现性限分别为：0.9 mg/m³、2.5 mg/m³、2.4 mg/m³。 

10.2 准确度 

6家验证实验室对浓度水平为3 mg/m³、25 mg/m³、40 mg/m³的颗粒物尘源进行了测定： 

相对误差分别为：-6.1%~-6.7%、-2.7%~7.0%、0.5%~2.3%； 

相对误差的最终值为：-0.7±5.7%、1.5±3.3%、1.5±0.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