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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了零价铁（Ｆｅ０） ／过二硫酸盐（ＰＳ）去除水中硝基苯（ＮＢ）体系中还原反应和氧化反应之间的相

互影响机制． 实验表明，采用依次投加 Ｆｅ０和 ＰＳ 的方式去除 ＮＢ，随着 ＰＳ 投加时间的推后，Ｆｅ０还原 ＮＢ 产生更

多的苯胺（ＡＮ），加入 ＰＳ 后，氧化去除 ＡＮ 更彻底；在 ＮＢ ／ Ｆｅ０ ／ ＰＳ 的反应体系中，当 ＮＢ 和 ＡＮ 同时存在，ＳＯ －·
４

易和 ＡＮ 反应，而基本不去除 ＮＢ． 酸性条件和增加 Ｆｅ０投加量，利于 Ｆｅ０还原 ＮＢ 产生更多的 ＡＮ，增加 ＰＳ 投加

量利于 ＡＮ 的氧化去除． 投加 ＰＳ 后 ＡＮ 的去除可能主要是发生了 Ｆｅ２ ＋ 催化 ＰＳ 的类 Ｆｅｎｔｏｎ 氧化反应．
关键词　 硝基苯， 苯胺， 零价铁， 过二硫酸盐， 还原与氧化．

硝基苯（ＮＢ）是医药、染料、农药等行业的重要原料，对环境和生物都有较大的危害． 美国环保署

（ＥＰＡ）将 ＮＢ 列为优先控制污染物，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排放污水中 ＮＢ 的浓度小于 １． ０ ｍｇ·Ｌ － １ ［１⁃２］ ．
因此，严格控制水中 ＮＢ 具有现实意义．

硝基苯类化合物苯环电子云密集，难以提供电子，直接氧化去除比较困难［３］ ． 相对 ＮＢ 的难氧化，ＮＢ
更易被还原［４］ ． 零价铁（Ｆｅ０）作为一种活泼的还原剂，可以有效还原水中的硝基芳香化合物，硝基能被

Ｆｅ０还原转化为氨基［４］ ． 另外，基于硫酸根自由基（ＳＯ －·
４ ）的过二硫酸盐（ｐｅｒｓｕｌｆａｔｅ，ＰＳ）活化技术是一类

新型的高级氧化技术（ＡＯＰｓ） ［５］ ． 在常温常压下，Ｆｅ０和过渡金属离子（Ｆｅ２ ＋ 等）可以催化 ＰＳ 产生强氧化

性的 ＳＯ －·
４ ，氧化去除水中难降解有机污染物［５⁃６］ ． 本课题组已证实了 Ｆｅ０能有效还原 ＮＢ，最终产生苯胺

（ＡＮ），而利用 ＰＳ 直接氧化 ＮＢ 几乎没有反应；进而，利用 Ｆｅ０和 ＰＳ 的联合作用，巧妙将水中硝基苯去

除［１］ ． 但是，Ｆｅ０ ／ ＰＳ 联合去除 ＮＢ 的体系中反应非常复杂，存在 Ｆｅ０ 还原 ＮＢ 产生 ＡＮ 和 Ｆｅ２ ＋ ，Ｆｅ０ （或
Ｆｅ２ ＋ ）催化 ＰＳ 产生 ＳＯ －·

４ ，以及 ＳＯ －·
４ 氧化 ＡＮ 等反应．

本研究利用 Ｆｅ０与 ＰＳ 依次投加的方式，从 ＰＳ 的投加时间、Ｆｅ０和 ＰＳ 的投加量、初始 ｐＨ 等方面讨论

Ｆｅ０ ／ ＰＳ 联合去除 ＮＢ 体系中各反应之间的反应机理．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实验试剂

硝基苯（ＮＢ），过二硫酸钠（ＰＳ），其他化学试剂如 Ｎ⁃（１⁃萘基）乙二胺盐酸盐等，均为分析纯．
零价铁粉预处理：称取一定量的零价铁粉，用 ０． １ ｍｏｌ·Ｌ － １的稀硫酸充分洗涤以除去表面氧化层，再

用去离子水冲洗至中性，用丙酮冲洗两次后，在氮气保护下用将零价铁粉干燥［１］ ． 预处理零价铁粉两天

内使用，保证氮气保护和干燥密封保存．
１． ２　 实验操作

配制 ０． １２ ｍｍｏｌ·Ｌ － １的 ＮＢ 水溶液并置于 ５００ ｍＬ 的锥形瓶中，利用 ＮａＯＨ 和 Ｈ２ ＳＯ４调节初始 ｐＨ
值；实验开始投加适量经预处理的 Ｆｅ０，在 Ｆｅ０还原 ＮＢ 一段时间后，投加适量的 ＰＳ． 反应温度 ２５ ℃，振荡

３００ ｍｉｎ，在规定时间内迅速取样并测定． 实验均重复 ３ 次，取平均值进行分析和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在
同样条件下，将配制的 ＮＢ 水溶液暴露于空气中，６ ｈ 后，水中 ＮＢ 的浓度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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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Ｂ 的挥发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不大．
１． ３　 实验仪器及分析方法

Ａｌｐｈａ⁃系列分光光度计（上海，谱元）；国华数显恒温水浴锅；国华 ＳＨＡ⁃Ｃ 恒温振荡器；雷磁 ＰＨＳ⁃３Ｃ
型 ｐＨ 计；ＩＣＳ３０００ 离子色谱仪（美国，戴安）．

ＮＢ 和 ＡＮ 的浓度采用 Ｎ⁃（１⁃萘基）乙二胺偶氮分光光度法测定［７］；ＣＮＢ ／ ＣＮＢ， ０来表征 ＮＢ 的剩余量

（ＣＮＢ为任一取样时刻 ＮＢ 的浓度，ＣＮＢ， ０为 ＮＢ 的初始浓度）；ＣＡＮ ／ ＣＡＮ， Ｌ来表征 ＡＮ 变化量（ＣＡＮ为任一取

样时刻 ＡＮ 的浓度，ＣＡＮ， Ｌ为 ＮＢ 理论上还原生成 ＡＮ 的浓度）；ＡＮ 变化量中的 ＣＡＮ， Ｌ ＝ ＣＮＢ， ０ × ｎＡＮ ／ ｎＮＢ

（ｎＡＮ ／ ｎＮＢ为 ＡＮ 和 ＮＢ 的物质的量之比）．
ＰＳ 剩余量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８］；ＣＰ Ｓ ／ ＣＰＳ，０来表征 ＰＳ 剩余量（ＣＰＳ为任一取样时刻 ＰＳ 的浓度，ＣＰＳ，０

为 ＰＳ 的初始浓度）．
三价铁离子（ Ｆｅ３ ＋ ） 和亚铁离子 （ Ｆｅ２ ＋ ） 的浓度采用邻菲啰啉分光光度法测定［９］，硫酸根离子

（ＳＯ２ －
４ ）采用离子色谱测定．

２　 结果与讨论

零价铁（Ｆｅ０）与过二硫酸（ＰＳ）结合去除水中硝基苯（ＮＢ）的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氧化还原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可能存在以下反应（１）—（４） ［１０⁃１４］ ． Ｆｅ０既可以还原 ＮＢ 生成产物苯胺（ＡＮ）和 Ｆｅ２ ＋ 、Ｆｅ０及

Ｆｅ２ ＋ 又可以催化 ＰＳ 产生活性自由基，氧化 ＡＮ．
３Ｆｅ０ ＋ ＡｒＮＯ２ ＋ ６Ｈ ＋ →ＡｒＮＨ２ ＋ ３Ｆｅ２ ＋ ＋ ２Ｈ２Ｏ （１）

Ｆｅ０ ＋ ３Ｓ２Ｏ２ －
８ →Ｆｅ３ ＋ ＋ ３ ＳＯ －·

４ ＋ ３ＳＯ２ －
４ （２）

Ｆｅ２ ＋ ＋ Ｓ２Ｏ２ －
８ →Ｆｅ３ ＋ ＋ ＳＯ －·

４ ＋ ＳＯ２ －
４ （３）

Ｆｅ０ ＋ ２ Ｆｅ３ ＋ →３ Ｆｅ２ ＋ （４）
Ｆｅ０和 ＰＳ 的投加顺序及投加时间、Ｆｅ０和 ＰＳ 的投加量、反应 ｐＨ 都将直接影响着体系的反应机制以

及目标污染物 ＮＢ 的去除效果．
２． １　 投加时间的影响

采用依次投加 Ｆｅ０和 ＰＳ 的方式去除 ＮＢ，先利用 Ｆｅ０将 ＮＢ 还原生成苯胺（ＡＮ），再投加 ＰＳ，Ｆｅ０（或
Ｆｅ２ ＋ ）催化 ＰＳ 可能产生 ＳＯ －·

４ ，从而去除 ＡＮ． 图 １ 中， Ｆｅ０ 的投加量为 ４． ０ ｇ·Ｌ － １， ＰＳ 投加量为

６． ０ ｍｍｏｌ·Ｌ － １，分别在 Ｆｅ０还原 ＮＢ 反应 ６０ ｍｉｎ 及 ２１０ ｍｉｎ 时投加 ＰＳ． 在 ６０ ｍｉｎ 时投加 ＰＳ，随着 ＰＳ 的投

加，ＮＢ 的去除速率增加． 但是，随着 ＰＳ 投加时间推后，最终 ＡＮ 的剩余量减少 ２０％ ． 可能主要有以下两

点原因：第一，ＰＳ 投加后，Ｆｅ０分解 ＰＳ 与 Ｆｅ０还原 ＮＢ 的反应之间存在竞争，延迟 ＰＳ 的投加时间，能减少

ＰＳ 的消耗，充分地利用活化 ＰＳ 产生的 ＳＯ －·
４ ；第二，结合以往的研究，ＮＢ 与 ＰＳ 或 ＳＯ －·

４ 几乎都不能反

应［１， １５］，而 ＳＯ －·
４ 能有效氧化 ＡＮ［１６］，同时，ＮＢ 与 Ｆｅ０反应时间越长，能产生越多 ＡＮ，有利于 ＳＯ －·

４ 进一

步的降解 ＡＮ． 也有研究利用纳米铁和过氧化氢降解金橙Ⅱ，通过同时投加和顺序投加两种方式，得到依

次投加纳米铁和过氧化氢时，先将金橙Ⅱ还原再氧化降解，金橙Ⅱ降解率为 ５４％ ，而同时投加纳米铁和

过氧化氢时，金橙Ⅱ降解率仅为 ３０％ ［１７］ ． 后续的研究都采用在 ２１０ ｍｉｎ 时投加 ＰＳ 的方式．

图 １　 ＰＳ 投加时间对 ＮＢ 和 ＡＮ 降解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Ｂ ａｎｄ 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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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Ｆｅ０投加量的影响

Ｆｅ０的投加量直接影响 Ｆｅ０与 ＮＢ 的还原反应；同时由于 Ｆｅ０被氧化产生 Ｆｅ２ ＋ ，在与 ＰＳ 的反应中也起

到关键性作用． 实验结果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ａ 和 ２ｂ，ＰＳ 投加量为 ６． ０ ｍｍｏｌ·Ｌ － １；图 ２ａ′和 ２ｂ′，ＰＳ 投加量为

２ ４ ｍｍｏｌ·Ｌ － １ ． 图 ２ａ 和 ２ａ′中，ＮＢ 的去除都随 Ｆｅ０投加量的增加而增加． 但是，图 ２ｂ 和 ２ｂ′显示，ＡＮ 在迅

速下降后出现增加的趋势． 主要是由于 Ｆｅ０和适量 Ｆｅ２ ＋ 活化 ＰＳ 可能产生 ＳＯ －·
４ ，ＳＯ －·

４ 和 ＡＮ 迅速反应，
反应体系中 Ｆｅ０过量，未去除的 ＮＢ 继续被 Ｆｅ０还原产生 ＡＮ． 这一现象与图 １ 中 ６０ ｍｉｎ 时投加 ＰＳ 后 ＡＮ
的变化趋势有相似性．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６］研究中表明活化 ＰＳ 产生的 ＳＯ －·

４ 能在 ３０ ｓ 内氧化去除 ７５％ 以上的

ＡＮ． Ｇｕａｎ 等［１５］的研究中表明 ＮＢ 与 ＳＯ －·
４ 反应较慢（ｋ≤１０６ （ｍｏｌ·Ｌ － １） － １·ｓ － １）． 结合以上的研究，说明

当 ＮＢ 和 ＡＮ 同时存在，ＳＯ －·
４ 优先和 ＡＮ 反应，基本不去除 ＮＢ．

图 ２　 Ｆｅ０投加量对 ＮＢ 和 ＡＮ 降解的影响
ａ，ｂ： ＰＳ 投加量为 ６． ０ ｍｍｏｌ·Ｌ － １， ａ′，ｂ′： ＰＳ 投加量为 ２． ４ ｍｍｏｌ·Ｌ － １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ｅ０ ｄｏｓ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Ｂ ａｎｄ ＡＮ

２． ３　 ＰＳ 投加量的影响

ＰＳ 投加量是氧化去除 ＡＮ 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见图 ３．

图 ３　 ＰＳ 的浓度对氧化 ＡＮ 的影响及 ＰＳ 的利用效果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ｅ０的投加量为 ４． ０ ｇ·Ｌ － １，保证 Ｆｅ０还原 ＮＢ 产生大量 ＡＮ 的基础上，ＰＳ 的投加量自 ０． ６ ｍｍｏｌ·Ｌ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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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至 １２． ０ ｍｍｏｌ·Ｌ － １，ＡＮ 的去除量也随之增加，在 １５ ｍｉｎ 后 ＡＮ 变化量基本保持不变． 而随着 ＰＳ 的

投加量的增加，ＰＳ 的剩余量也增加，即去除等量 ＡＮ 时，ＰＳ 的利用率降低． 当 ＰＳ 投加量为６． ０ ｍｍｏｌ·Ｌ －１

时，更有利于氧化 ＡＮ． 另外，图 ２ａ′和 ２ｂ′中，当 ＰＳ 投加量为 ２． ４ ｍｍｏｌ·Ｌ －１时，投加 ＰＳ 后，ＡＮ 继续生成的趋

势更明显，也验证了 ＰＳ 投加量不足时，ＮＢ 本身不能被 ＰＳ 和 ＳＯ －·
４ 氧化去除，ＮＢ 将继续被 Ｆｅ０还原．

２． ４　 初始 ｐＨ 的影响

有研究证明初始 ｐＨ 在还原 ＮＢ 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１０， １８］ ． Ｆｅ０的投加量为 ４． ０ ｇ·Ｌ － １，ＰＳ 投加量

为 ６． ０ ｍｍｏｌ·Ｌ － １，未调节初始 ｐＨ 值时（实验用水经测定呈弱碱性），测定在反应过程中的 ｐＨ 变化如

表 １所示． ｐＨ 在整个降解过程中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随着 Ｆｅ０还原 ＮＢ，如方程（１），消耗体系中的

Ｈ ＋ ，导致 ｐＨ 值的升高；当投加 ＰＳ 时，因 ＰＳ 及反应产物呈强酸性，体系的 ｐＨ 值迅速降低至 ３． ００．

表 １　 ｐＨ 在还原⁃氧化反应过程中的变化趋势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Ｈ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 ／ ｍｉｎ ０ ３０ ９０ １５０ ２１０（投加 ＰＳ） ２２５ ３００
ｐＨ ８． ９０ ９． １２ ９． ７８ ９． ５０ ９． ３４（３． ００） ２． ７１ ２． ６８

如图 ４ 所示，初始 ｐＨ ＝２ 或 ４ 时，能在 ６０ ｍｉｎ 内将 ＮＢ 还原生成 ＡＮ，还原率都为 ８５％ ． 但当 ＰＳ 投

加以后，ＮＢ 及 ＡＮ 的去除几乎没有差别，说明初始 ｐＨ 主要影响 Ｆｅ０与 ＮＢ 的还原反应，对氧化 ＡＮ 的影

响不大． 当初始 ｐＨ ＝１０ 时，还原 ＮＢ 最慢，当投加 ＰＳ 时，根据 ｐＨ 计测定此时的 ｐＨ ＝３． ００，ＮＢ 去除速率

迅速增加． 吕国晓等［１８］ 利用 Ｆｅ０ 还原 ＮＢ，当 ｐＨ≤７ 时，１８０ ｍｉｎ 内 Ｆｅ０ 还原 ＮＢ 达到 ６０％ 以上，认为

ｐＨ ＝３为 Ｆｅ０还原 ＮＢ 的最优 ｐＨ 条件． 与本实验结果一致，证明酸性条件利于 ＮＢ 的还原．

图 ４　 初始 ｐＨ 对 ＮＢ 和 ＡＮ 降解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Ｂ ａｎｄ ＡＮ

２． ５　 Ｆｅ０ ／ ＮＢ 和 Ｆｅ０ ／ ＰＳ 反应

Ｆｅ０在反应体系中既是 ＮＢ 的还原剂，同时也是 ＰＳ 的非均相催化剂，促进 ＰＳ 分解产生 ＳＯ －·
４ ，因此，

Ｆｅ０ ／ ＮＢ 和 Ｆｅ０ ／ ＰＳ 反应在 Ｆｅ０ ／ ＰＳ ／ ＮＢ 体系存在微妙的关系． Ｆｅ０与 ＮＢ 的还原反应，如图 ５ 所示，随着 ＮＢ
减少，ＡＮ 不断的增加，同时，Ｆｅ２ ＋ 也不断的增加．

图 ５　 Ｆｅ０对 ＮＢ 的还原反应
Ｆｉｇ． ５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Ｂ ｂｙ Ｆｅ０



　 １１ 期 杨世迎等：零价铁 ／过二硫酸盐去除水中硝基苯的还原与氧化机理 ２１３１　

为探讨 Ｆｅ０对 ＰＳ 的催化分解，研究了体系中无 ＮＢ 和 ＡＮ 时，ＰＳ ／ Ｆｅ０体系中 ＰＳ 相对浓度的变化，如
图 ６ 所示． Ｆｅ０缓慢分解 ＰＳ，ＰＳ 的分解量随着 Ｆｅ０的投加量增加而增加，在 １２０ ｍｉｎ 内都能分解 ５０％ 以

上． Ｌｉａｎｇ 和 Ｌａｉ 等［１９］用 Ｆｅ０作为 Ｆｅ２ ＋ 的来源并用 Ｆｅ０直接活化 ＰＳ 降解 ＰＣＥ；研究发现 Ｆｅ０ ／ ＰＳ 反应体系

中 ＰＳ 分解较后者缓慢，可能原因是 Ｆｅ０自身分解为 Ｆｅ２ ＋ 需经历一个过程，与本研究结论一致．

图 ６　 Ｆｅ０催化 ＰＳ 的分解反应

ａ： ＰＳ ＝ １． ２ ｍｍｏｌ·Ｌ － １；ｂ： ＰＳ ＝ ３． ６ ｍｍｏｌ·Ｌ － １；ｃ： ＰＳ ＝ ６． ０ ｍｍｏｌ·Ｌ － １；ｄ： ＰＳ ＝ １２． ０ ｍｍｏｌ·Ｌ － １

Ｆｉｇ． ６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 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Ｆｅ０

进一步研究 ＰＳ ／ Ｆｅ０体系中 Ｆｅ２ ＋ 、Ｆｅ３ ＋ 、ＳＯ２ －
４ 浓度，如图 ７ 所示，ＰＳ 投加量为 ６． ０ ｍｍｏｌ·Ｌ － １ ． 结合

图 ６，随着 ＰＳ 的分解，Ｆｅ２ ＋ 的浓度逐渐增加，Ｆｅ３ ＋ 的浓度呈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ＳＯ２ －
４ 浓度逐渐增加．

Ｆｅ０（或 Ｆｅ２ ＋ ）分解 ＰＳ，可能发生类 Ｆｅｎｔｏｎ 反应，产生 Ｆｅ３ ＋ 、ＳＯ －·
４ 和 ＳＯ２ －

４ ，如方程（２）和（３）；同时，体系

中的 Ｆｅ０过量，Ｆｅ３ ＋ 进一步和 Ｆｅ０反应，如方程（４），产生 Ｆｅ２ ＋ ．

图 ７　 Ｆｅ０ ／ ＰＳ 体系中 Ｆｅ２ ＋ 、Ｆｅ３ ＋ 、ＳＯ２ －
４ 浓度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２ ＋ ， Ｆｅ３ ＋ ，ＳＯ２ －
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０ ／ ＰＳ

综上所述，在 Ｆｅ０ ／ ＰＳ ／ ＮＢ 体系中，伴随 Ｆｅ０与 ＮＢ 的还原反应，Ｆｅ２ ＋ 不断产生；Ｆｅ２ ＋ 作为活化 ＰＳ 的催

化剂，Ｆｅ２ ＋ 的产生量越大，对 ＰＳ 的活化效果越好，发生了类 Ｆｅｎｔｏｎ 反应（方程（３））． ＰＳ 和 ＳＯ －·
４ 都不能

直接将 ＮＢ 氧化，而还原产物 ＡＮ 容易被 ＳＯ －·
４ 氧化［１５⁃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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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采用依次投加 Ｆｅ０和 ＰＳ 的方式去除 ＮＢ，随着 ＰＳ 投加时间的推后，Ｆｅ０还原 ＮＢ 产生更多的 ＡＮ，
后续的 ＰＳ 氧化可去除产生的 ＡＮ．

（２）在 ＮＢ ／ Ｆｅ０ ／ ＰＳ 的反应体系中，当 ＮＢ 和 ＡＮ 同时存在，ＳＯ －·
４ 易和 ＡＮ 反应，而基本不去除 ＮＢ． 酸

性条件和增加 Ｆｅ０投加量，利于 Ｆｅ０还原 ＮＢ 产生更多的 ＡＮ，增加 ＰＳ 投加量利于 ＡＮ 的去除．
（３）中间产物 ＡＮ 的去除可能主要是发生了 Ｆｅ２ ＋ 催化 ＰＳ 的类 Ｆｅｎｔｏｎ 氧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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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主编江桂斌院士获“Ｔｈｏｕｇｈｔ Ｌｅａｄｅｒ Ａｗａｒｄ”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安捷伦科技公司在北京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江桂斌院士颁发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Ｌｅａｄｅｒ Ａｗａｒｄ”奖，以表彰他在环境化学与毒理学研究领域开创性的杰出贡献． 江桂斌院士是

世界著名的环境专家、《环境化学》主编，是亚洲第一位获得此殊荣的科学家．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Ｌｅａｄｅｒ Ａｗａｒｄ”将提供＄ ３０４，０００ ＵＳＤ 奖金和一台最先进的分析仪器用于支持江桂斌院

士及其团队对环境领域中新兴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研究和环境污染物先进筛查方法的持续开发

工作．
江桂斌院士认为，不仅限于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这个奖项有助于推动我们在环境化学领域的科

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可以对保护人类健康起到积极的作用． 江院士及其同事在 ２０１０ 年《中国科学化学》
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记录到：“中国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方面的重要性． 国家支持

开展了大量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研究项目． 开发高效评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相关来源及其环境风

险的方法显得至关重要． ”
江桂斌院士与其团队计划在即将开展的研究工作中使用 ＧＣ ／ ＱＴＯＦ 技术对中国水系统中的有机污

染物进行非目标化合物筛查． 他们还将采用 ＩＣＰ⁃ＭＳ（ＱＱＱ）联用技术跟踪纳米颗粒在环境系统中的传

输，以更好地定性和定量分析受污染水中的重金属和类金属元素．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Ｌｅａｄｅｒ Ａｗａｒｄ”为生命科学和化学分析领域的权威思想领袖的研究提供科研经费、产品和

专业技术方面的支持，无疑将推动基础科学的长足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