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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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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主要通过反应堆或加速器

生产以及在核武器爆炸时产生&是重要的裂变产

物&具有裂变产额高)高毒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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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半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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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物半衰期较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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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元素&化学性质类同&故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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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体内运

转也与钙相似&是一种典型的亲骨性核素&易于

骨沉积&其高能
%

射线会对骨髓造血组织和骨骼

组织产生较大的辐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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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分布较

为广泛&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并参与新陈代

谢&属环境监测与评价中重点关注的核素之一&

因此监测分析环境各种介质中的A"

\-

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

对水)土壤)生物样品灰中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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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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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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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配制"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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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钇

加热溶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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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硝酸溶液中&转入

)G

容量瓶内&用水稀释至刻度线!标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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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7G

配置好的钇载体溶液&分别加入
@"7G

水和
H7G

饱和草酸溶液&用氨水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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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硝

酸调节溶液
<

P

值至
)'H

&在水浴中加热使沉淀

凝聚&冷却至室温(沉淀过滤在置有定量滤纸的

三角漏斗中&依次用水)无水乙醇各
)"7G

洗涤&

取下滤纸置于瓷坩埚中&在电炉上烘干并炭化后

置于
*""d

微波灰化炉中灼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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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燥器中

冷却至室温后&称量其质量(铋载体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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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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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层柱&记录过柱开始到过

柱完毕的中间时刻&作为锶)钇分离时刻(

!"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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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硝酸洗涤色层柱&弃去流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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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硝酸洗涤色层柱&收集解析液于烧杯

中&加入
H7G

饱和草酸溶液&滴加氨水调节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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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干燥&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

量其质量(在低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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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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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适量样品置于瓷坩

埚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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锶载体和
)'""7G

钇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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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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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后加入
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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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盐酸溶液

加热浸取&用
)'"7%&

*

G

盐酸溶液洗涤残渣&将上

清液和洗涤液合并&弃去残渣(向浸取液中加入

E"

D

草酸和
#"

D

二水合柠檬酸三钠&加热溶解&

加入适量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溶液
<

P

值为
@

!水

浴加热&得到带有白色沉淀物的亮绿色溶液&继续

加热
)H75.

(冷却后过滤&用
3c)b

草酸溶液洗

涤沉淀物
#

次&将沉淀物移入
)""7G

瓷坩埚中&烘

干)炭化后&

*""d

灼烧
)6

(冷却后转入
)H"7G

烧杯中&用硝酸溶解残渣&加入
P

#

X

#

脱色&将溶

液
<

P

值调至
)'"

后抽滤(滤液以
#'"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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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的流速通过色层柱&记录过柱开始到过柱完毕的

中间时刻&作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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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A"

J

的分离时刻!分别用

)'"7%&

*

G

盐酸溶液和
)'@7%&

*

G

硝酸溶液洗涤

柱子(用
E'"7%&

*

G

硝酸溶液解吸钇(解吸液收

集于
)H"7G

烧杯中&加入
)'""7G

铋载体&用氨

水调至
<

P

值为
)'"

&并滴加
"'H7G

硫化钠溶

液&生成黑色的硫化泌沉淀&采用
M!

玻璃砂芯漏

斗抽滤&滤液收集于
)H"7G

烧杯中(加入
H7G

饱和草酸溶液&用氨水调节溶液
<

P

值至
)'H

$

#'"

后&水浴加热煮沸
)"75.

(冷却后过滤(依

次用
3c)b

草酸溶液)水)无水乙醇各
H7G

洗

涤沉淀物(将沉淀物烘干至恒重后测量(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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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净计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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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转换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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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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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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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单位为
75.

Z)时
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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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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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探测效率校准时所

测得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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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源的计数率&

8

Z)

!

F

&测量水样

时所测得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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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源的计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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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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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方法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路辐射中心主楼楼顶布放

一个气溶胶采样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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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间每年采

集一个样品分析其A"

\-

放射性水平&

#")H

年调整

为每月月初采集一个样品分析其A"

\-

放射性水

平&

#")E

年调整为每月采集一个样品&累积到年

底共采集
)#

个样品&统一灰化)研磨后&混合均

匀&取适量年混合样品分析其A"

\-

放射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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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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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操作步骤分析气溶胶样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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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低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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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仪进行测量&测量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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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测下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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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市辐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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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月初采样&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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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月采样&采集的所有样品积累到年底灰化)研磨均匀后取适量监测&为全年监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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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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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北京市气溶胶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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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

果列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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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通过表
)

)表
#

的有限取样监测数据可以看

出&采样点位处气溶胶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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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度水平监测值

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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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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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

射性水平稍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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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这一

监测结果的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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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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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发生的日本福

岛核事故中放射性物质泄漏导致!

.

北京市周边

核设施流出物中含有一定活度水平的A"

\-

导致!

/

气象原因导致大气中的固体颗粒物含量发生

变化导致(针对以上可能的原因&翻阅了历史气

象资料及
#"))

年前后监测的总
)

)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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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分

析等数据资料&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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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点位气溶胶样品的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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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测出含有一定活度水平的人工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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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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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论上&福岛核事故释放的大气

放射性物质应能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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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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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判断排除因日本福岛核事故中放射性

物质泄漏导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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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偏高这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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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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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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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时间段内监测北京市

周边核设施
H

公里范围内的气溶胶中A"

\-

的放射

性水平小于
"'#"@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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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采样点位距离北

京市周边核设施均大于
@"

公里(因此判断排除

因北京市周边核设施流出物中含有一定活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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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必然导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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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结果发生变化(通过对

国内外网络数据库的检索&雾霾天气下环境气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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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取样

监测分析&由于历史原因监测数据量稍显不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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