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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关于核査化工厂下游神经毒剂及其分解 

产物或起始物料㈤存在问题的 

工作文件

导言

荷兰在1977年提出过一个文件（CCD/533. 1977年4月2 2日・现姣件 

cp/306重新印发），叙述确定化工厂下游是否存在神经毒剂及其分解产物或起始 

物料的一种相对地说是非侵入性旳方法.支持这一方法四理由是，大多数剧毒神经 

毒剂含有一个磷一甲基（卩一 Me）键，这种东西对于化学反应非常稳总 可以用 

来作为一种“指纹印气

上述文件的最后一段提出了两个供进一步研究旳问题.即：调査这种方法对于 

二元神经毒剂前体四适用性和研究P-M e化合物存在于若干种类水中旳背景情况. 

这个文件论述了这两个冋题，

这项工作啊一部分栽于参考资料1 一 4中.

方法

自第CCD/533号文件发表以来.核查的程序已略有改变.这种改变旳细节栽 

于附件1.

二元神经毒剂

如上所述，存在于大多数有毒的神经毒剂里面的P — Me键在化学上是非常稳 

足瓦 这种东西也比较难于生产.因此，想在一种二元（对该物质时多元复合物） 

武器中的㈤各化学前体互相接触的短暂时间内产生这种化学键，是非常不可能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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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们必须僵定，其中一种前体早己含有E-Me键，正因为这格 就可以对其 

使用指纹印海 两种类型旳E-Me前体可予以区别.第一种以甲基睦二氟化合(工) 

为代表》前已提到它是生产所谓G类毒剂(甲氣腾酸醋)(E )的一种前体，这种 

化合物非常活跃并在形成甲蹒酸旳过程中在水中迅速水解.因此，核查程序可以 

适用而不用任何改变.

对于所谓V类毒剂.可以用甲夔酸醋作为前依这些化合物旳一种代表物是 

.醋酸甲基疏代滕酸，它四代号QL ( H )更为人们所熟悉•它是神经毒剂VX( JT ) 

⑸的前依Q L在水里全部分解而且迅速成为甲基舞酸团 使用核査程序只形成少 

量甲基牌酸(林\在重氛基甲烷导入甲基时，上述化合物就分别转变威甲善鱗酸一 

甲韻(H )和甲基滕駿二甲韻(皿.)・使用净化程序一是准确分析勝酸酯所 

必需旳工,一一不是十分理想因为勝酸醋仅仅部分洗彘 但是，在净化程序之 

前进行气相色谱分柿 根据它的停滞指数可以鑒定勝酸翰

总之，可以施 象QL这样四二元前体可用核査程序进行检测，而且可以同糸 

源于神经毒剂和起始物料的其他化合物相区别.

I v CHjKO)
1= (RO)CH,E(O)F
H = (C 2H ,0)CH, POCHa CHz N(iC5H7)£
W =(C2H, 0) CHjPfO) SCH8CH8 N(iC3HJ4
V = CH, W)H( OH) '

IL =CH,P(。)(0H)8
如=CH3I>(0)H(0CH5 )
W =CH,H0) (OCH, ) 2

含有E - Me键旳化合物的环境背景级别

'已密f 5研究来了解天然水或工业用水中存在含有E — Me化合物旳情况，因 

为这些化合物在使用核査程序时也会产生甲璟酸二甲體.含有P - Me化合物的 

浓度是在从若干歆洲和北美国家取祥旳几种表层水里補定旳(2，3 ).水豹样品 

按照取样当局标明旳污染等级分成不同旳四组.其结果载于表一.不同组的甲基籐 

酸二甲嘉的浓度旳平均值随着它们豹污染等级而增加•这表明・含有P - Me化合物 

旳背景是由工业来源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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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表层水取样中含有P-Me化合物(确定为甲基滕酸二甲游)的浓度是按不同 

的污染级别来排列的

分类 甲基滕酸二甲謂浓度(ug/1)*

非常清洁 —

清洁 0. 2

工业污染 0. 5

废水 1 3

* =平均值

-=没有或低于0. 14 ug/1的侦察界限

商用的含有E-Me的火焰抑制剂(3)或相应起始物料及分解产物.在使用核查 

程序时，可产生甲基滕酸二甲番.该背景的另一来源可能是甲基膵酸二氯化物. 

(ch^pci2 )它可从商业市场上得到，并且是一种可制造许多其他产品(3)的起 

始物料.许多这样的产品可被水解成甲基滕酸〔C% PH(0)(0H)),这种酸对氧 

氧化作用敏感，并可通过核査方法的手段被侦察出是甲基腰酸二甲醋。这些可从商 

业市场上符到的、工业化生产的含有P-M e化合物可能是表一提到的背景的来源.

对核査方法的实施来说.含有化合物的这些背景数值的后果是什么？

为了经济的、环境的和安全的原因，有理由期望所释放的神经毒剂或其分解产 

物的数量不超过所生产的物剂的百分之0. 01(4),这意味着，一套为每天生产12 
吨而设计的生产神经毒剂的设备，如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6)的一份出版物中提 

到的,.每天可带走12克的神经毒剂(或更可能是相同数量的它的分解产物).并 

流入每秒^7公升流量的废水流中(4);这就造成了大约20 0ug公升'的浓度. 

远远超过了核査程序的侦察界限(0. 14ug公升)。废水流最终可流入一条河 

流。在流量低于每秒200。立方米的河流的情况下，从废水流中产生的神经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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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含有E-Me的分解化合物）的浓度.在废水出口的下游几百米之内，可高于侦 

察界限（4）.为了确定某一工厂是否送走含有」Me键的化合物，和为了校正这些 

化合物的背景.有必要比较上下游的取样.两种取样的尺度必须是这样的.即根据 

用选定的在一特定百分比的个例下具有意义的标准所作的T形管试验，可以在标准 

偏差方面发现在统计上具有意义的特定区别.如果两种取样的尺度选为7或更多的 

话，那么按照0. 05的有意义的标准，可在0. 95的概率下找到2个标准偏差的区 

分（4）。授照我们的测量.我们发现标准偏差大约是确定数值的百分之12.因而. 

可侦察到从0. 12ug公升t的废氷流所产生的，具有0. 5ug公升f 背景（被工 

业污染的表层水的平均数值，见表一）的下游的浓度.由于这个浓度可与0. 14ug 
的侦察界限相比较，可以断定.上述的背景不影响可在该处釆样的下游的最高可达. 

几百米的距离.

未来的工作

P-Me核查程序甚至在被严重污染的水中也是敏感的.它对于含有P-Me键的 

化学嵌神经毒剂有关的化合物是否出现的问題可给予简单明了的是或否的回答.然 

而，这些方法缺乏明确性.含有原封不动的PTe的化学战剂或其分解产物全部都 

转化为同样的化合物：甲基勝酸二甲謂.现在已开始进行实验.用装有作为吸收剂 

的能渗透的聚合物XAD或TE3JAX的吸收管将化学战剂的痕量从水中提浓.全部排 

除掉粘附着吸收物质的水后，经分离的化学战剂将用加热法将其从管子中发放出来, 

并接着用具有毛细作用的气相色普法与特电探测器或质谱测定计相结合的方法在 

质量和数量上加以分析.也许可以期望可以处理相当大量的取样水，这样就可保证 

高度的敏感性.这将是必要的，因为T：来说.在自然的或人工诱发的分解之后. 

或在吸收过程之后，原有的原封不动的化学战剂在取样水中将只有痕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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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附件中载有包括更改在内四核査程序旳一份概述。

取样水是在2 4小时内按P H ,进行水解作用旳.产生的酸用离子交换器进行 

浓錦 并在洗提后用重氮甲烷将其转化为甲基醞 将甲基驛酸一甲醋〔曲"(。) 

H(OCH,)角甲基滕酸二甲酯！： ( CHsP(O) (OCH,)”置于一个涂有Carbow* 

2 0皿旳一个宽内径四有毛细作用豹柱・用气相色谱法进行分标 对这些化合物进 

行的分析是在使用硅胶清理柱之前和之后分别进行虱 Kovats保留指数在110 °C 

之下分别为1645和1659.探测是用一个热离子向特定磷探测器进行的.进一步 

旳细节见参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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