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６５．１６０
犡８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犜２１１３３—２００７／犐犛犗１８１４４：２００３

环境烟草烟气　可吸入悬浮颗粒物的估测

茄呢醇法

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狋狅犫犪犮犮狅狊犿狅犽犲—犈狊狋犻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犻狋狊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狋狅狉犲狊狆犻狉犪犫犾犲

狊狌狊狆犲狀犱犲犱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犕犲狋犺狅犱犫犪狊犲犱狅狀狊狅犾犪狀犲狊狅犾

（ＩＳＯ１８１４４：２００３，ＩＤＴ）

２００７１０１６发布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８１４４：２００３《环境烟草烟气　可吸入悬浮颗粒物的估测　茄呢醇

法》（英文版）。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ＩＳＯ１８１４４：２００３等同。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烟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ＴＣ１４４）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唐纲岭、谢复炜、王癉、赵乐、刘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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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环境烟草烟气（ＥＴＳ）是由气相物和粒相物组成的一种气溶胶。由于气相物和粒相物性质上的差

异，导致两者之间缺乏关联性，因而准确评价室内空气中环境烟草烟气的含量水平需要测定对两相都适

合的标示物。在理想的环境烟草烟气标记物应具备的所有条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环境条件在一定范

围时，标示物必须与某一污染物或某一类污染物（如悬浮颗粒）保持相当稳定的比例关系（见参考文

献［１］）。

注：参考文献目录给出了引用的所有参考文献。

茄呢醇，一种Ｃ４５类异戊二烯醇，在各种通风条件和采样时间下均与烟草烟气的可吸入悬浮颗粒物

保持一恒定的比例关系（见参考文献［２］），因此满足这一要求。依据ＩＳＯ１５５９３测定的紫外粒相物和

荧光粒相物也同样是满足这一要求的标示物或标记物（见参考文献［３］）。但大气中茄呢醇的独特性在

于它是烟草烟气特有的、且只存在于环境烟草烟气的粒相物中。茄呢醇的高分子量和低挥发性使之不

可能从样品采集膜上遗失。茄呢醇约占环境烟草烟气可吸入悬浮颗粒物总质量的３％（见参考文献

［４］～［６］），这样高的含量在实际的人群抽烟比例频次条件下都适合于测定。在可供利用的环境烟草烟

气粒相标记物（紫外粒相物、荧光粒相物和茄呢醇）中，三者目前都有使用且可以依赖，而茄呢醇被认为

是环境烟草烟气粒相物的一个比较好的标记物，因此也是评价环境烟草烟气粒相物对可吸入悬浮颗粒

物影响的最好的量化方法（见参考文献［７］～［１５］）。

由于可吸入悬浮颗粒物不是烟草烟气特有的，所以用烟草特有的标记物量化环境烟草烟气对可吸

入悬浮颗粒物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可吸入悬浮颗粒物是衡量总体空气质量的一个非常必要的指标，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ＯＳＨＡ）曾规定工作场所内可吸入粉尘的最高允许量为５０００μｇ／ｍ
３。然

而，可吸入悬浮颗粒物的来源很多（见参考文献［１６］），已经证明其不适合于作为环境烟草烟气的标记物

（见参考文献［４］，［１７］～［１９］）。用紫外粒相物和荧光粒相物作为标记物估测环境烟草烟气对可吸入悬

浮颗粒物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但是，由于存在潜在的非烟草燃烧产生的干扰，这两种标记物可能

会过高的估测环境烟草烟气对可吸入悬浮颗粒物的影响。虽然紫外粒相物和荧光粒相物对考查室内空

气质量有用，但茄呢醇是估测烟草烟气对可吸入悬浮颗粒物影响的一种更好的标记物。本标准描述的

测试方法通过测定茄呢醇与总可吸入悬浮颗粒物的质量比，将环境烟草烟气来源与非环境烟草烟气来

源的可吸入悬浮颗粒物区分开来（见参考文献［４］，［６］，［１０］，［１１］，［１４］，［１５］，［２０］，［２１］）。

烟属，其中一个种为烟草，是茄科植物的一属。像烟草一样，这一科中的许多植物，尤其是含有痕量

烟碱的植物，均含有茄呢醇。例如，西红柿、马铃薯、茄子和胡椒。烹饪是产生干扰的唯一可能来源，因

此这种潜在的干扰可以忽略。但是，如果有这种干扰源的存在，茄呢醇的量会非常高，环境烟草烟气对

可吸入悬浮颗粒物影响的测定结果就会偏高。可以预料，室内环境中正常量的茄呢醇的唯一来源是烟

草的燃烧。在各种室内环境中，茄呢醇的浓度范围在未检出至２μｇ／ｍ
３，且大多数情况下在此范围的

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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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烟草烟气　可吸入悬浮颗粒物的估测

茄呢醇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烟草烟气（ＥＴＳ）对可吸入悬浮颗粒物（ＲＳＰ）影响率估测的采样和测定方法。该

方法适用于个体采样和区域采样。该方法与重量法测定可吸入悬浮颗粒物的质量、紫外吸收法和荧光

法测定紫外粒相物和荧光粒相物来估测ＥＴＳ中ＲＳＰ的方法相同。

注：详细内容见ＧＢ／Ｔ２１１３１。

本标准还规定了环境烟气中可吸入悬浮颗粒组分估测方法———茄呢醇测定法。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１１３１　环境烟草烟气　可吸入悬浮颗粒物的估测　用紫外吸收法和荧光法测定粒相物

（ＧＢ／Ｔ２１１３１—２００７，ＩＳＯ１５５９３：２００１，ＩＤＴ）

ＩＳＯ６４８　实验室用玻璃器皿　单标吸量管

ＩＳＯ１０４２　实验室用玻璃器皿　单标线容量瓶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环境烟草烟气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狋狅犫犪犮犮狅狊犿狅犽犲（犈犜犛）

人体呼出的已陈化、被冲淡的主流烟气与已陈化、被冲淡的侧流烟气的混合物。

３．２

可吸入悬浮颗粒物　狉犲狊狆犻狉犪犫犾犲狊狌狊狆犲狀犱犲犱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犚犛犘）

采用粒度选择性采样装置捕集时，符合中位割点的空气动力学直径为４．０μｍ的捕集效率曲线的

粒子。

３．３

环境烟草烟气粒相物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狋狅犫犪犮犮狅狊犿狅犽犲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狋犲犿犪狋狋犲狉（犈犜犛犘犕）

环境烟草烟气的粒相部分。

３．４

茄呢醇粒相物　狊狅犾犪狀犲狊狅犾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狋犲犿犪狋狋犲狉（犛狅犾犘犕）

环境烟草烟气粒相物对可吸入悬浮颗粒物影响率的估测值，由测定烟草特有化合物茄呢醇而得到。

４　原理

将已知体积的空气泵吸，通过惰性碰撞器或旋风集尘器，分离出４．０μｍ以上的颗粒，从而将可吸

入悬浮颗粒物与总悬浮颗粒物分离，然后空气通过装有聚四氟乙烯滤膜的过滤器，茄呢醇作为可吸入悬

浮颗粒物的一种成分，被收集在滤膜上。用甲醇萃取滤膜上的茄呢醇，将萃取液注入配有紫外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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