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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详细研究了在硫酸介质中
,

邻苯氨基苯甲酸与 犷和 了离子显色体系的光度性质与形成条件
·

结

果表 明
, 显 色产物的最大吸收 又, 。二

位于 一 , , 在此波长下 ,

表观摩尔吸光系数分别为 ’ 。歹二

,

和
’

于
‘

火
,

符合 。 定律的浓度范围为 一 亏 拼 丁一 和 一 协

子
一

据此
,

拟定了分光光度联合测定 犷一 和 犷一 的新方法
,

应用于地表水的测定
, 得到了满意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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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
,

常用于测定 牙离子的光度法

仍首推经典的
 法 其次是一些形成偶

氮染料的方法
【‘一 , ,

法的
, 。

一
·

而用于侧定 了离子的光度法
,

一般可

分为

硝化或氧化某些有机试剂
,

以形成有

色化合物

将 了离子还原成 牙或 风 后

再测定等两大类 , “

其中的酚二磺酸法
。 。 ,

便

是大家所熟知并广泛采用的 但无论是

法还是酚二磺酸法
,

当用于测 定 痕 量 水 平 的

牙 和 了离子时
,

均因其灵敏度低而难于

满足分析要求

邻苯氨基苯甲酸
,

系一常用的氧化还原指

示剂 但用于显色剂
,

尤其用于 牙和 了

离子的联合光度测定
,

则似尚未见 我们在实

验中发现
,

在硫酸介质中
,

邻苯氨基苯甲酸能与

丁和 牙生成有色产物
,

灵敏度高达 护数

量级 显然
,

这是 法的四 倍多
,

酚二磺

酸法的 倍 我们详细研究了此显色体系的

光度性质与形成条件
,

据此拟 定 了 地 表 水 中

牙 和 牙离子的联合光度测定的新方法
。

一
、

实 验 部 分

仪器和试剂

型分光光度计
,

比色皿

邻苯氨基苯甲酸溶液 多 八

邻苯氨基苯甲酸 级
,

上海试剂厂产品 溶

于 浓硫酸中 小心用水稀释并混匀
,

冷

却后用水稀释至 贮于阴凉处
,

至少可

稳定一个月

硫酸银溶液 称取  硫酸银置于

容量瓶
,

加水溶解后
,

稀释至刻度
,

混匀 此溶

液 可去除 氯离子

氢氧化铝悬浮 液 溶 解 殆 硫酸 铝 钾
、 ·

于 蒸馏水中
,

加热至

℃
,

然后边搅拌边缓缓加人 氨水 放

置约 后
,

移至一个大瓶中
,

用倾斜法反复洗

涤沉淀物
,

直到洗涤液不含氯离子为止 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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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空白以水为参比时
,

在各个波长下几

无吸收 在测定波长下的吸光度值 ,
,

因此
,

如当空白的吸光度值大时
,

就可判断实验

用水或试剂中含有硝酸盐或亚硝酸盐

酸度的影响

实验所得结果示于图 在 显色液

中浓硫酸加人量的范围为 硝酸盐氮为 一

亚硝酸盐氮为 一 此时吸光度

达最大值且保持恒定 因此
,

实验时我们选用

浓硫酸的加人量为

  

波长

卜 万卜!ttl卜l!l厂|I
LI..‘J

47563.12众0.0.0.0.氏。

侧来哪

至悬浮液体积约为 IL.

氨基磺酸水溶液 : 0
.
8呱(w /

v
)
.

硝酸盐氮标准贮备液
: 称取 0

.
7218 9 经

10 , 一 110℃ 干燥 Zh 的硝酸钾(K N o
3
)溶于水

,

移人 IL 容量瓶中
,

加水溶解后
,

稀释至标线
,

混匀
.
加 2m l三氯 甲烷作保存剂

,

至少可稳定

6 个月
.
每 m l该标准贮备液含 100那g 氮

.

亚硝酸盐氮标准贮备液
: 称取 1

.
232 9 亚

硝酸钠 (N
aN o Z) 溶于 1som l水中

,

转移人 IL

容量瓶
,

用水稀释至标线
,

贮于棕色玻璃瓶中
,

加人 lm l三氯甲烷
,

保存在 2一5℃
,

至少可稳

定 l个月
.
此贮备液每 m l 含氮约 250 那 9

.

其

准确浓度按文献汇刘所述方法标定
.

硝酸盐氮和亚硝酸盐氮的混合标准溶液:

取适量上述标准贮备液
,

用水稀释成每 m l含硝

酸盐氮 0
.
9群g ,

含亚硝酸盐氮 0
.
1户g 的混合标

准溶液
.
现配现用

.

2
.
实验方法

取两份同量的混合标准溶液于 10 m l容量

瓶中
,

加水补足至 2
.
sm l
.
在其中的一瓶中加

人 0. 8务 氨基磺酸溶液 1滴
,

另一瓶不加
.
在

各瓶中加人 0
.
1务 邻苯氨基苯 甲酸溶液 0

.
5m l
.

混匀后用注射器迅速加人 6
.
, m l 浓硫酸

,

立即

摇匀并冷却至室温
,

用水稀释至标线
,

混匀
.
放

置 3om in 后
,

用 0
.
scm 比色皿

,

于波长 , 6 0一

565nm 处
,

以水作参比
,

测定不加氨基磺酸溶液

的吸光度
,

减去试剂空白吸光度后得 A
,

; 和测

定加氨基磺酸溶液的吸光度减去试剂空白吸光

度后得硝酸盐氮的吸光度 A
Z,
于是亚硝酸盐氮

的吸光度则为 A :一 鸡
.

图 1

1.N O 了一 N l

2
。
N O 孑

一
N I

吸收光谱曲线
.2户g / 1 0 m l 水作参比
.
2 拌g / 10 , 又水作参比

二
、

结果 和 讨 论

1
.
吸收光谱

分别取适量的硝酸盐或亚硝酸盐标准溶液

按实验方法在各个波长下测定吸光度
,

所得结

果示于图 1
.
由图 l 可见

,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两者的吸收光谱波形非常相似
,

且两者的最大

吸收均位于 560 一 565
n m 处

.
由此似可推断

,

不论是硝酸盐或亚硝酸盐
,

其氧化邻苯氨基苯

甲酸后的显包户物
,

在组成和结构上是相同的
.

6.0 6.2 6.4 6.6 6.8 7.0
浓硫酸加入量 (m l)

0.80.7娜0.50.40.3..2

侧职哪

图 2 酸度的影响

1.N O 于一 N 1
.
2 拜g /

10 m l Z
·

N O 了
一
N l

·

2 拌g / 10 m l

3
.

显色剂浓度的影响

在其它实验条件不变下
,

改变邻苯氨基苯

甲酸的浓度
,

所得结果示于图 3
.
图 3 表明

,

侧

定 N O 牙一 N 时
,

0

.

1 务 的试剂加人量在 0
.
4一0

.
6



” 卷 呼期 环 境

m l 范围 ;测定 N O 了一 N 时
,

加入量在 0. 4一0
.
8

m l范围
,

其吸光度达最大值且保持恒定
.
故实

验时
,

我们选择加人量为 0
.
sm l.

4
.
显色温度的影响

在恒温水浴上控制不同温度下
,

按实验方

法显色
,

所得结果于表 1. 由表 1 看出
,

硝酸盐

科 学
.
“

·

加人的速度要快
,

为此实验时我们选用注射器

作为加液工具
.

6
.
显色溶液的稳定性

按实验方法放置不同时间测定吸光度
,

所

得结果示于图 4
。

硝酸盐氮和亚硝酸盐氮均能

稳定半小时
.
此后吸光度逐渐缓慢下降

.

仁沁江立飞
,

仑
一J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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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絮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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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兮 显色溶液的稳 定性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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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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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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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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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试剂浓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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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o 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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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温度对显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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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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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 r

回 归系数 b

回归截距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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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比例的影响

在混合标准溶液中
,

固定硝酸盐含量
,

改变

亚硝酸盐含量
,

或者固定亚硝酸盐含量
,

改变硝

酸盐含量
,

然后按本法测定
,

实验结果表明吸光

度具有 良好的加和性
.
考虑到赣南地表水中硝

酸盐氮与亚硝酸盐氮含量大致为 9
:1. 因此

,

在

配制混合标准溶液时
,

我们选用

N O 了一N :
N O 矛一 N ~

9
:
1
.

8

.

遵守比尔定律的浓度范围和方法的灵敏

度
。

实验结果表明
,

N O 牙一 N 浓度介于 0
.
03 一

0
.
巧 产g

/ m
l ; N O 了一N 浓度介于 。

.
DS 一0

.
20那 g

/

m l 范围内遵守比尔定律
.
氮浓度与吸光度之

间
,

具有 良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N02-

0.9 ”
l ,

和
;No 、一 0. 9992 )

.
在最大吸收波长

下的表现摩尔吸光系数分别为
: 。

‘

二矛一 L ”

X 10, 和 6
‘

N 。了一 l
·

0 7 X 1 0

5

L

·

m
o

l
一 ‘ ·

c
m

一 ‘.

9

.

共存离子的干扰及其消除

常见的阳离子如 ca
Z十 ,

M
g

Z +

等呈正干扰
,

本文采用强酸型阳离子交换树脂
,

予以除去
.
阴

离子中 50牙
一 ,

P O 孟
一 ,

C 以
一 ,

H C O 了等均无干扰
.

测定 N O 了时
,

氨基磺酸可消除 N O 牙的影响
.
溅

定 0. 6拌g N O 了
一
N 或 0

.
8拌g N O 了一 N 时

,

共存量

,卜‘

和亚硝酸盐均随温度的提高而吸光度增大
,

且

有较好的线性关系
.
温度每升高 1度

,

硝酸盐

氮的吸光度约增加 0
.
00184 ;亚硝酸盐的吸光度

约增加 0. 00222
.
考虑到本法具有高灵敏度

,

为

简化操作手续
,

故采用室温下显色
.
标准 曲线

的绘制与样品的测定同时进行
.

5
.
试剂加入速度的影响

实验中我们观察到
,

显色剂加人后
,

浓硫酸

加人的时间间隔不能太长
,

宜即时加人
,

且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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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境 料 学

样品回收试验结果

!3 卷 4 期

鉴鉴鉴 样品来源源 样品原含量〔户g ))) 加人氮量 (湘))) 测得氮量(拜g ))) 回收率( % )))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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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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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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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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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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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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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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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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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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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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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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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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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方法的精密度考查

编编
{{{
样品来 ,

}

··

测定结果 的个别值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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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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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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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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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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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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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11

水水水 0
,

4
1

0

。

3 888

平均值 牙 标准差 ‘ 相对标准差 。 肠

N O 犷一 N NNN O 于一 NNN N o r
一
N

0
。

0
1 1 Q

。

0 D 3 6 7 0

。

0
0

0 7 4
6

。

7 6

0

。

4 0 0

。

0
3 6 0

。

0
1
2 8 0

。

0
0

1
6 4

。

呼,

0
。

9 1 0

.

0 9 7 0

。

0
1

8 3
0

。

0
0 2

8 8 2

.

, 7

的 20 m l 后
,

准确吸取适量流出液 (体积不超过

2. sm l) 于 10 m l 容量瓶中
,

按实验方法 测 定

N O 了一 N 和 N O 牙一N
.

所得结果见表 2 和 3
.

参 考 文 献

周天泽等
.
1。 , 。r 。

,

J

,

E
。少

i
r o o

.
A
刀 a

l
,

C 五君用
.,

1 9 8 3

,

1 5
: 2 1 3

M

a r e z e 红
k
o

C
r
i
t
2
.
R
e , ,

A
件a

l
.
C h

亡仍
.
19 8 1

.
11
.
2 2 7

马钦科 Z 著 ;郑用熙等译
。

元素的分光光度测定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1 9 8 3 : 3 4 1

同 3
.
第 339 页

国家环保局
.

《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三版)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1 9 8 , ,第 261 一262 页

32

41,

( 以 拜g 计)C l
一

(
2
)

,
F
一

(
2

.

5
)

,

M
n

O 不( 2 ) 也无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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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卤素离子可用硫酸银

予以除去
.

ID. 样品分析

取水样 100 m l
,

加适量硫酸银溶液(按测得

的 cl
一 ‘

含量 )混匀后置暗处澄清
.
如需同时除

去悬浮物则加人 2m l 氢氧化铝悬浮液
,

之后再

加入硫酸银溶液
,

混匀
,

放置澄清
.
将上清液通

过 732 型阳离子交换树脂柱(柱高 6一s
om ,

柱

径 1
.
4c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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