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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穿米

目前已有采用 一 一毗陡偶 氮卜
一
蔡 酚

分光光度法分别测定 微 量锌和 镍 的

报道
,

灵敏度虽较双硫腺测锌及丁二肘测镍

的方法高
,

但仍需用氰化钾等试剂和有机溶

齐萃取
,

操作复杂
,

且有害于工作人员的健

康

我们在前人。一 月〕及我 们过 去工 作囚的基

础上
,

分别进行了借非离 子 型表面 活性 剂

一 胶束增溶
一 及 中 络

合物
,

进而测定锌及镍的条件试验
,

并根据

及 络合物对 工气稳定性

的差异
,

拟定了在同一水溶液中直接联合测

定水中微量 锌和 镍的 方法 方法 灵敏度

高 。架委
, 。
凳

,

咯 ,

操作

简单
,

不需分离
,

节省试剂
、

人力和时间 经

过对自来水及污染水的分析
,

获得满意结果

比色皿对试剂空白测量吸光度

吸收曲线 按上述手续
,

分别作锌

及镍的吸收曲线
,

结果如图 锌一

以 络合

物的最大吸收波长 在 , 毫微米
,

镍
一

络合物的最大吸收波长在 毫微米

。

一
、

,

主要试剂

户氨荒丙酸按 印
一  按文献

方法自行合成 溶液 界 一 多

溶液 氯化按一氢氧化按 缓 冲溶 液

乙醇溶液 锌
、

镍标准溶

液 按常规方法配制

 ! ∀ 一

面 一

波长

图 吸收曲线

—
。 一 人 对试剂空白 一一

一

对试剂空白

川
—

试剂对水
一

分光光度计 厘米比色皿

二
、

条件试验

试验方法 在 毫升容量瓶中
,

加

人锌 镍 标准溶液
,

加人 , 多柠檬酸钠溶液

毫升
,

用稀氨水和稀盐酸调节至溶液恰呈

酸性
,

加人 ‘ 的 缓 冲溶 液 毫 升
,

一 溶液 毫升
,

乙醇溶液 毫升
,

加水至刻度
,

摇匀
,

放置

分钟 对镍则需放置 小时 用 厘来

的影响 试验表明 锌一 络

合物在 一 恒定 镍
一

络合物在

一 恒定田
,

我们采用

络合物的形成时间 试验表明在有

隐蔽剂 〔户  ! 及六偏磷酸钠等 存在下
,

锌一 络合物在室温条件下需 分钟方可

形成完全 镍一
络合物在室温下需 分

钟
,

才可以发色完全 但在沸水浴加热时
,

镍一
络合物只需要 分钟就可以形 成 完

全
,

由于在加热情况卞
,

影响 夕  的隐

蔽效果
,

因此我们在测定时
,

采用了室温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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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操作步骤

约 络合物的稳定性  不论锌或镍

的 络合物
,

在 小时内都稳定

当加人 溶 液 毫升 时
,

锌

络合物很快被分解
,

而镍一 络合物

不被分解

干扰离子的隐蔽 在上述条件下
,

铜
、

钻
、

铁
、

锰
、

锡
、

锑
、

铅干扰测定
,

我们选择

了不同的隐蔽剂
,

对上述干扰离子的试验结

果如下 毫克
,

以下同
,

,

的 干扰 可 以 加

人 务夕一 溶液 一 毫升隐蔽

, , , ,
,

, ,

可用 , 六偏磷

酸钠溶液 一 毫升隐蔽  需用过硫

酸按氧化为 锌对镍的干扰可在 一

络合物形成后
,

加人 溶液消除

镍对锌的干扰可在镍和锌 的 络 合物形

成后
,

加人 溶液
,

使 一 络合物

分解
,

以此为参比溶液来测定分解前溶液的

吸光度
,

求得锌的含量

卷 期

毫升 一 溶液
,

毫升 户 洛

液
,

毫升 乙醇溶液
,

放置 小时后
,

加人 , 毫升 溶液
,

稀释至刻

度
,

摇匀 放置 分钟
,

在 型分光光度计

上对相应的试剂空白
,

用 厘米液槽
,

在

毫微米测量吸光度

锌工作曲线 取锌标准溶液
,

同上

操作
,

在加人 溶液之后
,

稀释至刻度
,

摇

匀
,

倒出小部分显色液于烘干的比色皿中
,

于

剩余的显色液中
,

加人  溶液 ,

毫升
,

摇匀
,

放置 20 分钟
,

以此作参比溶液
,

于 552 毫微米
,

测定未加 E D T A 的显色液
,

按所测出的吸光度减去同样操作的试剂空白

的吸光度
,

绘制工作曲线(见图 2)
.

三
、

工作曲线

(l) 镍工作曲线: 在 50 毫升容量瓶中
,

分别加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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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4 期

四
、

样品分析及加人实验

(l) 分别取自来水及长春市南湖污染水

各 20 毫升
,

按上述工作曲线操作发色恻定
,

然后以试剂空白为参比
,

在 55 2 毫微米测定

样品溶液的吸光度为 A:
.
(2 )以加 ED T A 后

表 2 回收试验结果

科 学
。

”
·

的试剂空白为 参比
,

在 ” 2毫 微米 测 定加

E D T A 分解锌络合物后的样品溶液得吸光度

为 A
,
.

AI 一
,

即为锌含量的吸光度
.
见表 1.

(2) 在上述水样中
,

加人锌
、

镍标准溶液

进行加人回收试验
,

结果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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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除样品中锌
、

镍含量
.

检测空间悬浮粒子场的全息照相术
—
Qx一1 型

激光全息滴谱记录仪

唐继束 聂书玉 叶仁清
(北京药物化学研究所)

在环境科学
、

大气科学和云雾物理研究

中
,

许多场合都需要进行 空 间悬浮 粒子 场

(雾
、

烟及空气污染物等)样品采集和测量
.
以

往应用的采样和测量方法都不同程度地改变

和破坏了原始粒子场的 空间 和时 间分 布状

态
,

甚至有些场合则根本无法采样和测量
.
本

文描述的 Q X
一 1 型激光全息滴谱记录仪是一

种采样和测量合一的空 间悬 浮粒 子场 测试

仪
.
它不仅可以拍摄和记录空气中悬浮和作

快速运动的 (固
、

液)气溶胶粒子
,

而且也能拍

摄和记录液体中各种悬浮和运动粒子
.
将记

录的全息片用激光再现测量
,

不仅可以获得

粒子大小
、

浓度和质量 (重量 )分布
,

而且可以

获得粒子运动速度和空间坐标位置
.

一
、

仪器原理
、

性能和结构

为适应野外和现场拍摄各种样品的使用

要求
,

实现仪器的小型化和轻便化
,

本机巧妙

地采用了同轴全息光路设计原理
: 即对整个

采样体积而言
,

可以认为形成近场全息图 ;而

对于单个粒子而言
,

由于其线度很小
,

全息图

就处在远场区
.
于是讨厌的共扼孪生象实际

上就变成了叠加在单个粒子再现实象上的一

个近乎均匀的背景光
.
这样一来

,

不仅精减

了仪器机构
,

而且提高了成象质量
.

Q X 一 1 型激光全息滴谱记录仪由光学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