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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中乙醛的化学发光法测定
�

吕 小 虎 陆 明 刚
�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

, 合肥 � � � � �‘�

摘 要 乙醛发光分析去的 检 出限 为 � 又 ��
一 � ‘� � � �

,

线性范围为 � 丫 ��
一 , “� � � �一 � 义 �。� ‘� �� �

�

对近 �。 种常见无

机物和有机物对乙醛测定 的影响进行了试验
,

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选择性
�

用于有机化工和印染废水中乙醛的测

定 , 其回收率为 �� � 一 � �� �
,

变异系数 为 �
�

��一 �
�

��
�

关镇词 乙醛测定
,

化学发 光法 工业废水
�

用化学发光法测定无机成份如� �
, 十 ���

、

�‘一 『刀

已见报道
�

但利用此法进行有机物的定量分析

还不多见
�

�� � �� 曾通过固定甲醛氧化酶使甲

醛
、

甲酸氧化得过氧化氢
,

然后由化学发光法测

定过氧化氢
,

从而测定天然水体中甲醛和甲酸

的含量 ��, � 用 化学发光法还可侧定腐殖酸等有

机物
�� �

本文借乙醛敏化异丙醇氧化发光反应

建立了测定水体中乙醛含量的化学 发 光 新 方

法
,

具有
‘

较高的灵敏度
,

线性响应范围超过三个

数量级
�

丙醇溶液
,

�
�

� � � �� �
一 ,

溶液和 �
�

� � � 乙醛试

液
,

随后向反应池中注人 �
�

� � � �
�
�
�

溶液
,

此

时产生化学发光反应
,

记录化学发光动力学曲

线
,

以其峰高表示发光相对强度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乙醛敏化异丙醇氧化发光特性

实验表明
,

�� � 一�� �
�

可氧化异丙醇而 产

生化学发光
,

乙醛可敏化该化学发光反应
,

其化

学发光动力学曲线见图 �
�

当乙醛浓度为 � �

� � 一馆� � � 时
,

化学发光 由开始至峰值需经历 �

侧嫩常�书兴剑扑毋

一
、

实 验 部 分

�一 � 仪器

� � �
一 � 型液相化学发光分析仪 �西安无线

电八厂 �
,

� � �
一 � �� 型台式平衡记录仪 �上海

大华仪表厂 �
�

�二 � 试剂

异丙醇贮 务溶液 ��
�

� � �� � �
,

� �� �

贮备溶

液 �
�

� � � �� �
,

� � � 一

贮备溶液 �
�

�� � �� � �以

� ��� � 溶液配制 �
,

乙醛贮备液 � � ��
一月� �

� �
�

� �� � ,

�� �
一

及乙醛稀溶液当日配制
,

�� � �

和乙醛溶液在使用前先标定然后再稀释
�

以上所用试剂除 �
�
�� � 为化学纯外

,

其余

均为分析纯或优于分析纯
,

配制溶液所用水为

二次重蒸水
�

�三 � 实验方法

洗净反应池后
,

依次向其中加人 �
�

�� � 异

习
�� ��  

·

图 � 化学发光动力学曲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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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秒钟
,

续经约 � 秒钟
,

发光强度由峰值 降至其峰

值的 允汤
�

被敏化的化学发光
,

其强度与一定

范围内的乙醛浓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

据此
,

可

建立测定乙醛的化学发光法
�

实验证明异丙醇被氧化可生成荧光性物质

酮
�

由文献 � 知
,

�� �
一

和 �
�� 。

可反应生成

活拨氧化剂 � � �� 一 所以
,

所述化学发光反应

历程为 �

� ��
一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
一

习
�� �

�
一� � 一 � �

,
� � � � �

�

一
�� � �一 � 一 � �夕

� ��
�
� � � �

�

� �

�� �
� �

,

一 � 一 �打萝
一

� �
�

一 � 一 � �
�
� � �

乙醛敏化作用是由于乙醛的存在可使化学

发光反应速度加快
,

从而使发光强度增加
。

�二 � 测定乙醛的条件

�
�

试剂混合顺序

若以最后加入试剂进行统计
,

试验中所用

四种试剂有四种混合方式
�

实验结果表明
,

以

先将异丙醇
,

� �� 一

和乙醛溶液于反应池中混

合
,

再加人 �尹
�

溶液这一试剂混合顺序为最

佳
。

由这种顺序所测得的化学发光强度最大
�

�
�

试剂浓度的选择

异丙醇和 �
�
�
�

溶液的浓度对发光强度的

影响分别见图 � 和图�
�

由图可见
,

当异丙醇浓

� � 卷 � 期

�
三

一 二
,

� 一 � � 一 �
�

� � �� �

�� � 汇�
� � ,
���

� �� ��

图 � �
之
�
�

浓度对发光强度的影 响

�异丙醇〕二�
�

, 山 � � � � 仁� ��
一

飞� �
�

� �� � ���

��
一
二 �

�

� �
�
��� 〔乙醛〕二 � 火 �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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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异丙醇浓度对发光强度 的影响

� � ��
一
〕二 �

�

� � � � �� � �  
一
二 �

�

�田。� � �

��
�
�
�

〕二 �
,

� � � � �� � 〔乙醛〕二 � 丫 ‘。一
‘
� � � �

度选为 �
�

� � � �� �
,

� �
�

�

浓度为 �
�

� � � �� � 时
,

能产生最大的化学发光峰值强度
�

�� �
一

浓度

对发光强度的影响几乎成线性关系
,

但 CI O 一浓

度大于 。
.
肠m ol /L 时

,

本底信号较大
.
本文选

择其浓度为 。
.
肠m ol /L

.

3
.
O H 一

浓度选择

异丙醇氧化发光反应是在碱性条件下进行

的
,

反应体系的 pH 值由 CI O
一

溶液的 pH 值

来控制
.
实验表明

,

当用 仪Z m ol /L O H
一

溶液

来配制 cl o
一

溶液时
,

所得发光强度最大
.

(三 ) 千扰实验

在选择条件下
,

对 1 x 10一7 9 / m l 乙醛进行

测定
,

1 0 0 0 0 倍的 K + 和 N a
+ ;1 000 倍的 M宫

2+

和 Baz+ ;100 倍的 C于+
、

H
g
Z + 、

N i
Z + 、

P b
, +

和

ZnZ+ ;10 倍的 C uZ+ 和 M n , +

以及 2 倍的 coZ+

等阳离子不产生干扰
.
10 00 0倍的 CIO 了

,

N O 了
、

F
一 和 Br一 ; 5 0 0 0 倍的 50 1

一

和 P O 乏一 ; 1 0 0 0 倍

的 c1
一

及 10 0倍的 I一 等阴离子也不 产 生 千

扰
.
另外

,
1 0 0 0 倍的 C

ZO子
一

和柠檬酸根 ;100 倍

的甲酸和乙二醇 ;60 倍的甲醛
、

甲醇
、

乙醇以及

50 倍的乙酸
、

丙醇等有机物也不干扰乙醛的皿

定
.

(四) 工作曲线

由测定乙醛的工作曲线 (图 D 可知
,

在 5

x lo一 ‘“g
/ m l一 1 X 10

一“
g
/
m l 范围内乙醛 浓 度

和化学发光强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
若定义本

底信号平均值加上其标准偏差的两倍所对应的

浓度为检出限
,

则本法测定乙醛的检出限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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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样品分析

有机化工厂废水 A 和 B 经过滤
,

印染废水

经脱色处理后
,

分别取 lm l 按实验方法测定其

化学发光强度
,

并由工作曲线求出所对应的乙

醛浓度
.
同时

,

分别对上述三个水样进行乙醛

回收实验
,

所得结果一并列于表 1
.

三
、

结 论

15L.es
一 IU 0 一 & O 一 6. 0

lo g c (g /m L )

图 4 工作曲线

表 1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

用乙醛敏化异丙醇氧

化发光反应可进行乙醛的测定
,

且测定方法的

灵敏度较高
,

线性响应范围宽
.
可比较方便地

应用于工业废水中乙醛的测定
.

样品分析结果

样 品

有机化工厂废水A

有机化工厂废水 B

印染废水

测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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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夏季城近郊区大气醛类含量及分布规律探讨
*

白郁华 李孝珍 李金龙 刘福强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在 1986 和 1987 年夏
,

对北京市城郊几个测点进行了大气甲醛和总醛的采样分析
.
用酚试剂法测总醛

, 乙酷

丙酮法侧甲醛
. 1986 和 1987 二年大气总醛浓度 平均 值分别为 18

.
, 和 9.9拜g Z m

3
;1 9 8 7 年夏大气甲醛浓度 平均值

为 4.4”g 厂m
, .

甲醛约占总醛的 , o %
.
甲醛和总醛浓度的 日变化 呈双峰形

,

其浓度的 高低与机动车密度
,

气象条件等

关系 密切
.
北京大 气醛类 化合物浓度水平是一次污染与二次污染 的叠加结果

.

关镇词 甲醛 , 总醛
,

大气
,

北京市
.

大气中醛类化合物既是生成光化学烟雾的

前体物
,

又是碳氢化合物光化学氧化的产物
,

是

污染大气中自由基和有机气溶胶的重要 来 源
,

是使甲烷转化为一氧化碳的关键介质
.
其浓度

水平直接关系到对流层大气的 光化学活性 [1]
.

1986 和 1987 两年夏季对北京几个监测点

进行了大气中甲醛和总醛的现场观测
,

并与其

他同步观测的污染物进行了比较
,

探讨了该地

区大气中醛类化合物的来源及分布规律
.

* 王筱敏参加了本工作
收稿 日期: 1992 年 斗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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