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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黄土性土壤受其母质的影响而表现缺钥

症状

由于土壤中的钥含量低
,

造成了植物中

科 学 卷 期

缺相情况
,

进而导致人体的缺钥致病 黄土

区相含量的分布与克山病有一定关系

废水中对
、

邻硝基苯胺的二元光度测定

陈俊 芳
化 工 厂

对硝基苯胺为重要的染料中间体
,

其工

艺过程如下

,

。

孕 一澎一
’
·

。

对硝基苯胺结晶滤出后
,

其母液即为含胺废

水

根据文献介绍
,

我们用甲蔡酚为显色剂

测定硝基苯 胺含量 此法简便
、

灵敏度高
,

克

分子消光系数大于 少
,

最低检出浓度为

毫克 升
,

相对偏差小于 界

利用气液色谱对废水萃取液进行 分析
,

废水中有机毒物以对
、

邻位硝基苯胺为主
,

其

他杂质含量甚微
,

因此
,

在比色测定时
,

可近

似按二元体系处理 在同一水样显色液中
,

测定两个不同波长的吸光度 用  等共吸

收点法可免去繁琐计算
,

由工作曲线直接查

得对
、

邻位硝基苯胺含量 由于采用 型分

光光度计
,

使本法具有普遍推广价值

舰
未 。

咨

。

。

万  

几

图 二元吸收光谱曲线

—
对 硝基苯胺吸收光谱曲线

—
邻硝基苯胺吸收光谱曲线

式中 注

—
吸光度

, 。

—
克分子消光系数

,

—
溶液的浓度

,

—
光径

当采用 厘米比色皿时
,

一 。

对二元体系来说

左 。 。易,
·

, 。
乳

,
·

。

。红 。
乳

,

才 , , 。二,
·

, 。

汪卿 。氛
·

, 十 。
知

·
。

一

实 验 部 分

一
、

原理

取一定量对
、

邻硝基苯胺
,

经显色后
,

绘

制吸收光谱曲线 结果如图

由图可见 点为共 吸收 点
,

在该 点
、

克分子消光系数相等 点处
、

克分子消光系数相差较大
‘

根据朗伯一比耳定律

约 、。

冬三子得’

丝圣匆 ￡龟
。

·

,

、

夕 。 二
·

, 。 羚

因 一二丛‘一 一 一
,

理得

,
代人 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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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旦编

一 脚 一 蜘。氨 一 。
纵

,

令

一 。
编

。
益
。
一 。氛

分别取对位或邻位 硝基苯 胺标 准 溶液

含量 为 一 微 克 于 ” 毫 升 比 色 管

中
,

加盐酸 毫升
,

亚硝酸钠 滴
,

摇匀放

置 , 分钟
,

加氨磺酸钱 毫升
,

摇动至无气

泡产生 约 分钟
,

加入甲茶酚 毫升
,

氢

氧化钠 毫升
,

用水稀释至 毫升
,

在

处
,

用 厘米比色皿测定吸光度 左 ,

结

果如图

业刀一
矛口
公一崖

。
兔
。

一 。
纵

,

。兔
。

一 氛

则 可改写为

,

一勺‘
众认

勺封絮澎

以一孕一 为 轴
,

如 为 二
轴

,

可得一直
。 一 ’

一 仍 一
‘

” 一

线方程式 十

式中 为直线斜率
,

为截距
、

的数值可由实验数据 用最 小 二乘

法求得 因此只要测定同一水 样 又仍 及 又,

两波长相应的吸光度
,

由上式即可求出对
、

邻

位硝基苯胺的含量
,

也可由工作曲线查得总

胺量及对位的相对含量

式中 , 、 。

为对位及邻位硝 基苯 胺 克

分子浓度

,
、

为波长
、

处被 测液

的吸光度
。
氛

、 。
氢为波长 , 处对

、

邻位 硝 基

苯胺克分子消光系数
。 ,

为波长 二 处对
、

邻位硝基 苯 胺

克分子消光系数

二
、

工作曲线的绘制

一 仪器及试剂

盐酸 亚硝酸钠 , 多

氢氧化钠 务 氨磺酸钱 多

甲蔡酚 多 取化学纯 甲蔡 酚

克
,

加 外氢氧化钠 毫升
,

溶解后用水稀

至 毫升 此液久置变质
,

低温保存可使

用一星期
,

夏天须临用前配置

对
、

邻位硝基苯胺标准溶液 以

盐酸溶解
,

配成 微克 毫升

型分光光度计

二 总胺量 共吸收点 又一 , 工

作曲线

孟二韶 。口

  ! ∀

对
、

邻硝基笨胺 陀

图 总胺量工作曲线

三 相对含量的工作曲线

绘制方法类似于 二
,

在 和

处测定不同比例的二组分标样的吸光度
,

以

即 二匕色

, 十
。
、为纵坐标

,

咖 为横坐标
,

月 ,
界

作图
,

为一直线 图

儿 一一 万一 几。

, 。

图 相对含量的工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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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即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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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竺兰旦 一 斗
,

结 果 与 讨 论

显色液的稳定性 五分钟显 色完 全
,

吸光度可稳定四小时

氢氧化钠加人量 文 献 指 出 在

一 时
,

胺类与甲蔡酚偶合所得吸光度最

大
,

经实验证明
,

氢氧化钠加人量在 一 毫

升都符合要求 本试验选用 毫升

重复性 同一水样平行测定结果列于

表

表 结果的重复性

, , 。 。

万厂万下陈万不孤

」
‘。‘ , ‘

翌 竺竖
’ 。。 ‘。 ‘, “, “, ‘ 。

】
’‘, ‘。 ‘ “

标准偏 差

毫克 升

了瓦
一

二万歹 土
表 部分水样测定结果

相对标准偏差粤 务 一

水样的测定

废水中含有氢氧化按和氯化按
,

前者影

响重氮化时
,

可适当地增加些盐酸 后者

会消耗氢氧化钠
,

降低偶合时 值

氏
一

氏
一  !∀

对于浓度很低的废水
,

水样取量较大
,

可

酌情增加氢氧化钠用量
,

并吸取相同量废水

作空白
,

以消除氯化铁和底色的干扰
.
这样

,

可检出含胺为 1毫克/升的废水
.
如水样清

澈
,

最低检出浓度为 0
.
2 毫克/升

.

用本法配合废水的 活性 碳吸 附处理 试

验
,

经近三百个水样的测定
,

均能很好反映实

验情况
,

部分数据列于表 2
.

上表数据说明
,

由于废水中邻硝基苯胺

含量高
,

按常规法测定
,

以对硝基苯胺计
,

数

编编 号号 进水水 出一
111 出

一
222 出

一
333 出一 444 出

一
555 出场场

对对硝基基 m g /lll 6斗UUU 弓8 333 5 7333 5 3 555 3 9 555 22 111 2 777

苯苯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胺 %%%%%%% 34 。

555
3

666 3
666 3 8

。

SSS 3 5

.

555

7 只 气气8
.
555

邻邻硝基苯胺 (
,。 g

/
l
)))

1 2 2 000 1 () 3 777 1 0 1丁丁 8 苏SSS 7 2 000 55 444 2 8 999

表 3 同一水样按不同方法计算结果

丈丈丈
lll,, 弓弓 444 弓弓 666 777 888

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丁丁1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按按一元 (凡

, 。

) 测得得 12222 3 1555 38000 55(JJJ 石「)f}}} 工2 0 ())) 11 6000 9 2 000

硝硝基苯胺 (m g八))))))) 88000000000000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硝硝硝基苯胺胺胺胺胺 1 1多OOO 1
、

子2 000 2 0 寻OOO 2 1 4000 , 7 , nnn

(((((
n o

g
/
l
)
又

, , ,,,,,,,,,,,,,

恢恢_ 刃二理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臼

得得结果果 P%%% 1000 99999 2666 2 lll 4000 3333 3
.
,,

值偏低
,

仅为实际含量的 1/ 3一 l/ 2
.

应该指出: 二元光度测定法
,

要求水样

在工作点
,

即波长 , 2 5 n m
、

5
80

nm
处不存在

明显吸收物质
,

否则将使结果造成偏差
.

(参考文献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