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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测定水中铁的方法中
,

经典的硫氰

酸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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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亚铁灵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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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络合物的

条件及其光度性质 发现在乙酸介质中显色
,

该法有良好的选择性
,

且灵敏度比上述方法

高三倍多 应用于水中铁的测定获得了较满

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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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混匀 放置 后
,

用 比色皿于

波长 纳米处
,

以试剂空白为参比
,

测定吸

光度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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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光谱曲线
·

按实验方法绘制吸收光谱曲线如图 所

实 验 部 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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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配制

型分光光度计
,

比色皿

标准铁溶液 群
,

准确称取纯铁

丝 先用稀盐酸洗去表面氧化物后烘干 或金

属铁粉
,

加人 硝酸  
,

加热溶

解
,

冷却后移至 间 容量瓶中
,

并用水稀

释至刻度
,

混匀 用时按所需浓 度 用 水稀

释
一 一

溶液 多 的 , 多

乙醇溶液

其余试剂均为分 析 纯
,

按 常 规 方 法配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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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试剂最大吸收位于 弓 一

一

络合物有两个吸收峰
,

分别位于

。和 处 因用后一波长处测量
,

络

合物的灵敏度高
,

且离试剂的最大吸收也远

△又一 多
,

故以下实验均选用 作

为测量波长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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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度的影响

我们发现
一 一 一

络合

物能在乙酸介质中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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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乙酸浓度在很大

范围内 一 对吸收光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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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影响

四
、

介质的影响

在乙醇介质中发色
,

有利于试剂和络合

物的溶解并增加络合物的稳定性 实验结果

表明 见图
,

界 乙醇加人量 一 结

果一致 故选用加人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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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嗽合

二弓二、

图 酸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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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溶液乙酸浓度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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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影响

试 验 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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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人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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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光度达最大值恒定 见图 故选用加人量

匀 几乙醉 一

图 乙醉浓 度的影响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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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共存离子的影响

取 10产g 铁
,

按实验方法加人千扰离子测

定吸光度
,

结果表明: 大量的 K
+、

N
: 十 、

N l江才
、

N o 了
、

c1

一 、

5 0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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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影响
.
下列诸离子共存量

(有 关 者为允许限量
,

以 那g 计)无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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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Z+、

M g
, +

( 各 2000 ) ; B
aZ+ 、

p b
Z + 、

M

n Z + 、

( 各

100 0) ; 51(Iv ) (50 0 ); z
nZ+ 、

(〕d Z+
、

A I
, + * 、

L
a , + 、

A
s

(
V

)

、

M
o

(
V l

) ( 各 100 ) ; e u
Z+ ,

N i
Z ”,

S
n

(
I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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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V l

)

*

( 各 10); C
oZ+*( 5); T i

(IV )
*
(2 )
.
仅 F

e , +

和 F
一

干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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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样品分析和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取过滤后的水样 10 一50 而 于 50 tnl 烧杯

中
,

在水浴上蒸发至近千时加人硝酸 lml 及

30 % 双氧水 5 滴
,

继续蒸发至干
.
然后加人

3m ol 乙酸 sml 溶解残渣
,

移人 25 间 容量瓶
,

按实验方法测定铁
,

结果如表 1
.
2
.
3所示

.

表 2 样品回收试验结果

样
,

临编号 样品来源
样品 原含量
(拌g )

加入铁量

(傀)
测得铁量
(拼g )

回收率

%

,
0 0

。

0

1 0 0

。

0

9

,

3

1 2

。

3

l 多
。

2

9 6

。

7

9 8

。

3

9 7

。

8

1 2

。

5

1 5

。

6

1 8

。

5

1 0 0

。

0

1 0 1

。

7

1 0 0

。

0

自 来 水

8。

5

1 1

。

2

1 4

。

2

1 0 3

。

3

] 0 0

,

0

1 0 0

。

0

表 3 方法精密度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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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看出
,

本法测定结果与原子吸收

法结果基本一致
.
由表 2 可见

,

样品回收率的

平均值为 ”
.
8外

,

平均值的标准差为 1
.
79
.
表

明本法的准确度满足分析要求
.
表 3 结果表

明
,

多次重复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在 3
.
84 外

以内
,

说明方法的重现性良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