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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原 理

一定温度下
,

物质在气液两相的浓

度 单位体积的重量 符合分配定律 向

恒体积密闭容器内加人一定体积已知浓

度 艺 的溶液
,

恒温下使两相平衡

气
、

液相的体积比
· ,

卫里

可准确测

量
,

如果分配系数及已知
,

可按下式求出

相应气相浓度 户 平衡气相可作色

谱标准气使用

子流速计瓜瓜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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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含有底气和组份气的恒体积密闭容器

内加人一定体积纯溶剂
,

平衡时若无气相损

失
,

解物料恒算式 忿 十 乙
凡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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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恒温水浴

平衡进样器 由校正过刻度的 毫升

医用注射器加一玻璃夹套组成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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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吕
、

邓 分别表示起始气相浓度和

色谱信号大小
、

乓 分别表示加人溶

剂后平衡气相浓度和色谱信号大小 这

‘‘‘

””””””””””””””

二书 只只只
 二‘, , 二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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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

根据加人溶剂前后测得的色谱信号由

式算出分配系数
,

使方法同样适合于分配系

数未知的物质

图 平衡进样器示意图

注射器推塞 注射器外筒 夹水套
,

硅橡皮罩 用环氧树脂密封的胶塞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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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部 分

仪器 国产 型气相色谱仪 作如

操作  分配系数的测定 向体积

约为 毫升已抽成负压的配气瓶中注人

约 微升欲测物质
,

让其完全气化 用底气

充成正压
,

摇匀
,

得浓度为 忿的混合气 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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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质可用其饱和蒸气稀释 用平衡器吸

人此混合气
,

恒温 分钟后注入色谱仪
,

测

得信号大小为 邓 再准确吸人 毫升混合

气
,

用帽罩紧 从硅橡皮塞注人适量溶剂 溶

剂沐积等于加入重量除以平 衡温 度 下 的 比

重
,

同样温度下恒温 分钟使两相平衡 把

气相注人色谱仪
,

相同条件下测得信号大小

筑
,

由 式计算分配系数 标准气的配

制 根据欲配气体浓度和分配系数预算出相

应溶液浓度 忿
,

准确配制浓度为 厂的溶液
,

取适当体积该溶液注人平衡进样器内筒
,

恒

温平衡 分钟
,

这时
,

平衡气相浓度可由

式计算 用含有多组份的溶液平衡还可

得到相应组分的混合气

结果 笔者实测了 种物质的分配系

数与文献值相符
,

并用此法配制 种标准气

与普通常压配气法比较
,

两种方法相差 沁

以内 实验数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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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因吸附等原因在气相造成损失
,

这时
,

物

料恒算式为

十
‘ ‘ 乙

乞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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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

和 去
,

乞分别表示有无气相损

失时气相和液相的浓度 △ 。 表示

物质在气相的损失量
,

其中 △ 。

表示气相损

失引起的气相浓度变化 代人 左值由 式导

出要配制一定准确度的标准气
,

左
、

值满足

下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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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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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提高分配系数侧定准确度和严格控制温

度是保证配气准确度的关健 为此
,

须提高

信号测量特别是小峰测量
。

的精度
,

大小峰

应有足够的差别
,

溶剂加入量不宜太少
,

因针

筒壁渗人少量溶剂会引起误差 若平衡温度

与室温相差 ℃ 之内
,

针筒内达到恒温水浴

同样温度的滞后时间 分钟

此外
,

还须注意以下几点

吸附和其它损失对配气的影响 如果

式中
,
占表示配气允许误差

,

了 一些‘

表示气相损失在该浓度引起的相对误差

液相浓度的影响 分配定律适用于稀

溶液
,

浓度增加分配系数略有变化 但在某

一浓度范围可认为是常数 对严格的分析
,

从文献查找或实测分配系数时应注意相应的

浓度范围

气相使用体积 用 毫升定量管每次

进样约消耗 巧 毫升气体
,

使用 毫升医用

注射器作平衡进样器已能满足色谱分析的要

求 如果还要增大气体使用体积
,

平衡气相

用完后可重新吸人底气多次使用 最大允许

的使用次数 尸可由 玲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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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环境科学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召开

我国第一次湖泊环境科学学术讨论会
,

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杭州举行 这次会议是 受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委托
,

由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理研究所和杭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联合召

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
,

有全国从事湖泊环境保护工

作的科研
、

教学
、

监测和管理部门共 个单位的 ”

名代表

会议收到有关湖泊监测
、

湖泊综合调查与评价
、

湖泊水质富营养化
、

湖泊的农药和重金属污染
、

湖泊

的环境生态
、

水利工程对湖泊环境的影响
、

湖泊水质

标准和水质规划以及湖泊污染防治技术等方面内容

的论文和报告共 篇
,

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我国

湖泊环境科学研究工作的进展 会议建议  年在

武汉市召开第二次讨论会 顾丁锡 舒金华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