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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气象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气候与气候变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大气成分观测预报预警服务分技术委员会

(SAC/TC540/SC1)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凌晞、方双喜、刘立新、姚波、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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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二氧化碳和甲烷是大气中最主要的两种温室气体。气相色谱法是测量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的主要

方法之一。为规范本底大气中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观测,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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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法本底大气二氧化碳和
甲烷浓度在线观测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本底大气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气相色谱在线观测方法,包括观测环境、观测系统组

成、性能要求、观测流程以及系统维护等。
本标准适用于气相色谱法在线观测本底大气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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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946—2008 气相色谱法术语

QX/T125—2011 温室气体本底观测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4946—2008、QX/T125—20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气相色谱法 gaschromatography
用气体作为流动相的色谱法,它利用物质在流动相中与固定相中分配系数的差异,当两相作相对运

动时,试样组分在两相之间进行反复多次分配,各组分的分配系数即使只有微小差别,随着流动相(气
体)的移动也可以有距离,最后被测样品组分得到分离测定。

[GB/T4946—2008,定义2.1]

3.2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hydrogenflameionizationdetector
有机物在氢火焰中燃烧时生成的离子,在电场作用下产生电信号的器件。
[GB/T4946—2008,定义3.6.4.2]

3.3
本底大气 backgroundatmosphere
远离局地排放源、不受局地环境直接影响,基本混合均匀的大气。
[QX/T125—2011,定义3.3]

3.4
在线观测 insitumeasurement
在目标地点对目标物进行的直接测量。

3.5
镍催化剂 nickelcatalyst
一种镍触媒,在高温和氢气条件下,能将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成分转化为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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