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及检测系统未加热而出现冷区凝结所造成

的 故在进样前先注人几微升有机汞标准苯

溶液作预饱和吸附处理
,

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气相色谱仪

—
测汞仪直接联机测定

水中有机汞
,

选用氢气作为载气
,

取水样

毫升
,

灵敏度可达
,

当取样量增加

时
,

灵敏度还可适当地提高 水样浓度为

微克 升时
,

次分析结果相对标准 偏 差 为

多

本方法可应用于一般被污染的天然水体

中有机汞的分析
,

与带有电子捕获检测器的

气相色谱法相比
,

其最大特点是避免了使用

放射源
,

对操作人员安全
,

适于推广使用

干扰元素的影响
,

进一步简化装置和扩

大试样范围等问题
,

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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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被

谭 妙 柔 马 怡 载
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

金属皱及其化合物具有 很 大 的 化 学 毒

性
,

在环境样 品中要对它进行监侧 近年来
,

无火焰原子吸收法测被逐渐 得 到 应 用
, 一川

,

在灵敏度和操作步骤上都比其他方法有很大

的改善
,

但对基体复杂的环境样品尚需采取

措施消除基体干扰 最近有报道加人斓作为

基体 !
,

增加被的原子吸收讯号
,

消除其他阳

离子的干扰
,

直接测定环境样品中的被

本文介绍用穗和铝作为基体改进剂
,

可

以增加皱的原子吸收讯号
,

消除多种阴
、

阳离

子的干扰
,

有效地控制了样品中不同组分变

化的影响 对水
、

尿
、

土壤等样品进行了分

析
,

作了回收试验
,

得到满意的结果

度计
、 一

高温石墨炉电源
、

型记录仪

和 一 ,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一

型石墨炉电源
、 一

函数记录 仪
、

被空

心阴极灯
、

普通石墨管和热解石墨管
、

即

微升微量进样器 仪器条件见表

表 仪器工作条件

实

一
、

设备

日立 一

验 部 分

塞曼效应原子吸收分光光

波长 毫微米

狭缝 毫微米

灯电流 毫安

高压 伏

氢气流速 升 分

干燥电流 安
时间 秒

灰化电流 安

时间 秒

原子化电流 安
时间 秒

竺全兰 阵竺竺兰
斗 吕 斗

‘
·

,

一

一

一

净

 



二
、

试荆

皱标准溶液 配成 毫克 毫升的贮存

溶液
,

使用时稀释到所需的浓度

仇
, 、

 !
,

)
2
、

H N O
, 、

H
Z
S 仇

、

H F

、

用作干扰离子的各种浓度的溶液
.

试剂均为优级纯或分析纯
.

三
、

标准曲线的绘制

配制标准系列含被量为 0. 0 、

。
.
, 、

1

.

。
、

2

.

。
、

4

,

o

、

6

.

0
PP

b

.

每个溶液中分别加人穗或

祀
,

使其最后浓度为 s
r 4 毫克/毫升 或 Al l

毫克/毫升
.
标准曲线示于图 1

.

越
絮 0

.
0 3

视
0
.
02

~ 洲衬叫~‘协叹

卜, 叫洲扮伙州卜训

{
卜寸一护馆一幸写尹贪气护

了
衬了偏

。

S r
,

川 (
r
/ m !)

图 Zb 不同 sr
、

A I 量与 B e Zp pb 消光值的关系

O

—
BeZppb+Sr 义

—
B已 Z p p 毛

一
+ A l

化温度
,

有利于赶掉易挥发基体(如钠盐和有

机物等)
.

划
絮 0

.
03

解

理架挥

硬竺‘
一二一一一- ~一‘

~
一一一 二-

一
‘

告 - -‘

0 2

·

4
6

8 1
0

B
e

( P P b
)

电流 (A )

图 1 标准曲线 图 3 Sr、

O

—
纯 B 。 火

—Al
l毫克/毫升十 Be .

—
B巴 Z p p b

A1 对灰化温度的影响

o

—
B。 Z p p b + A l l 毫

. 一一sr 4毫克/毫升 十 B :

嗽理浑

四
、

实验

1
.
稳或铝的加人量

于 B。 Z
PP

b 标准溶液中加入不同量 的

锐或铝
,

测其消光值
,

结果示于图 2a
、

Zb

.

银

选用 4 毫克/毫升
,

铝选用 1毫克/毫升
.

2
.
银

、

铝对灰化温度的影响

结果示于图 3
.
穗或铝加入后能提高灰

克/毫升 又

—Be
Zppb十 sr 4 毫克/毫升

3. 酸度的影响
…

结果示于图 4
.
溶液中加入 Al l 毫克Z

毫升后即可消除某些抑制作用
,

但加人银的

消除作用较差
.
工作中选用的 H N O 3 浓度

0.031
…

-

.
柏

恻架嫂

0 上 2 3

酸浓度 (N )

图 2
:
不同 sr

、

Al 量与

-

—
BeZppb+Sr

Be Zppb消光值的关系
火

—
BeZPpb+AI

图 咭 酸度影响

.

—
BeZPpb+HZSO一 。

—
BeZppb+ HNO,

K

—
BeZppb+HCI △

—
BoZppb+(HZS氏

或 H N O ,

或 H CI ) + Al l 毫克/毫升

一
3 8



一般小于 o
.
SN
.

4
.
千扰影响

结果列于表 2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在本

实验条件下
,

大多数物质对被讯号有影响
,

加

人钮或铝可以消除干扰
,

但铭的消除效果比

铝差
,

并且银对 F
一 、

Cl

一
等阴离子的干 扰 无

法消除
,

必须蒸发除去
.

五
、

样品分析

分别用铭或铝作为基体改进剂分析了几

种基体组分不同的样品
.
对海水和尿样

,

用

银时需用浓 H N O 3(1:1) 蒸发后才能测定 ;

用铝则可不预处理直接测定
,

样品中加铝能

有效地控制基体的影响
.
土壤样品需要经硝

酸和氢氟酸分解
.
如选用镖

,

则必须用氏S。
,

冒烟赶净 F
一 ,

因少量的 F
一
能抑制 Be 的 讯

号
,

使结果偏低
.
如选用铝

,

不需经 H
ZSq 冒

烟
,

残留 F
一

能被铝掩蔽
.

对几种不同基体组分的样品做了回收试

表 2 其他物质对 B
.
回收值的影响

一~ ~ - - - ~ ~ - - - - - 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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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

回收率在 90 一110 呢 之间
.
表 3 列出了

分析结果的一部分数据
,

同时列出发射光谱

分析结果
,

以作对照
.
对 Be 含量极低的水样

(如 自来水……等 )需浓缩 2一10 倍
.
回收率

在 好一110 多
.
结果也列于表 3

.
表中还列

出了用国产 w F D
一
Y
3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



计侧定土壤中被含量的结果
.

六
、

方法灵敏度和精密度

从图 1 的二条标准曲线分别求出其绝对

灵敏度;又各选一适当浓度的标液
,

分别重复

侧量 10 次
,

计算其标准偏差系数
,

结果列于

表 4
.

表 4 方法灵敏度和精密度

基体改进剂

灵敏度*

标准偏差系数

…里翌翌
,

口三三
}止里望兰1 }-上竺兰竺二
} 3·

5

%

!

.

4

%

一

* l% 吸收

表 3 样 品 分 析 结 果
.....曰. . . . . . . . . .

测得 Be 含量
(俨薇豁)

样品编号
{

l夕O 一 7 0 *

W
F D

一Y
,

光谱法**

Sr 为基体
为基体 】A l 为基体

普通管 热解管

2
.4

2 .3 ;

’

;

. .且产Ot乡

:

I
L
I
,�

土壤 1.

土壤 2.

土壤 3铆

土壤 斗奋

土壤 尹

土壤 6铆

土壤 7.

土壤 13犷

土壤 14.

土壤 15.

土壤 16.

2
.
8

2
.
2

3
.
2

2
.
4

2 2

2
.
8

2
.
0

2
.
3

2
.
1

2
.
2

;

‘

;

1 3

.

1

2

.

2

普普通管管

‘

;
:
:

样品
Sr 为基体
(170一 7 0 ) * 样品

地下排水 5游

地下排水 6朴

地下排水 7挤

地下排水 8*

地下排水 9拼

0
.
0 2

0
.
0 1

0
.
0 2

0
,

0 2

0

.

0
1

自来水 1,

自来水 2 ,

江水 n

江水 111

用普通石墨管

土壤 1一7
. 用浸取法处理

,

结果大多偏低
.

讨 论

其余样品用全溶法
,

结果较接近
.

限较差
.
所以

,

如仪器扣除背景的能力较差

时(用氖灯)
,

则选用银较好;如使用塞曼效应

1.本工作所选用的基体改进剂银和 铝
,

各有优缺点
,

可视具体实验条件而定
.
选用

银
,

其空白低
,

所产生的背景吸收较小
,

检出

限较好
,

但对 Cl 一 、

F
一等阴离子的干扰无法消

除
,

必须蒸发除去
.
用铝

,

能掩蔽阴
、

阳离子

的影响
,

但其空白较高
,

背景吸收较大
,

检出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则选用铝较好
.

2
.
根据 L ’

vo

v

训 的观点
,

有大量基体存
在时

,

在石墨炉中原子化时有可能产生下列

化学反应:
_
、

Be O (气)十A] (sr)(气)
石产白

-
一

Be (气)十AI O (sr o )(气) 一



从图 2
。、

b 和图 5可看到
,

各种不同基体

样品在石墨炉中原子化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

杂的高温化学反应过程
.
然而随着加入基体

量的增加消光值也随之增加并趋于稳定
,

当

基体加入量大于 0
.
5毫克/毫升后消光值基本

恒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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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C I

( 气)+ A I(气 )二- 生 B
e
(气)+ A ICI(气 )

BeF (气 )+ A I(气)荃之 B
e
(气)+ AIF(气)

又根据它们的键 能 (见 表 5)
,

Al

一。 、
S
r 一。

、

A I
一F

、

A I
一C I 的键能均大于 Be一 O 、

B
e 一F

、
B
e

一

Cl 的键能
,

所以当有大量 A1
、

s
r

存在时 就

有助于在原子化时提高原子化效率
,

增加 Be

的消光值(见图 2a
、

Z b
) 和消除 F

一 、

C1
一等干扰

(见图 5)
.
而 sr一F 、

s r 一 e l 与 Be邓
、

B
e 一

C1

的键能相差不大
,

所以 s
r对 F 一 、

Cl

一

干 扰

的消除效果不如 Al 显著
.

表 s 氧化物和卤化物的键能(千卡/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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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托木尔峰地区山地生态系统的初步研究

黄瑞农 彭补拙 袁 国 映
(南京大学地理 系) (新疆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托木尔峰 (以下简称托峰) 是天山最高

峰
,

海拔 7435
.
3 米

,

位于我国新疆天山山脉

的最西端
.
本文根据 1978年 , 一9 月参加托

峰地区登山科学考察所获得的资料和采集到

的样品
,

经室内分析整理而成
,

由于工业
“

三

废
”

和农业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不

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自然界 生 态 平 衡 的 破

坏
,

给人类的生产
、

生活和生存带来了极为严

重的恶果
,

生态系统的研究为愈来愈多的人

所重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