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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邻菲啰啉分光光度法测定海水中的总铁, 方法在 0 m g /L ~ 3. 00 mg /L范围内线性良好, 检出限为

0. 03 mg /L,相对标准偏差为 3. 0% ,不同样品的加标回收率为 95. 2%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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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鲮鲆鱼是原产北欧的一种名贵的海洋鱼类,

近几年在我国的养殖规模不断扩大。该鱼对海水

的适应性较强, 但对铁离子较敏感, 浓度过高会影

响其生长与繁殖。海水中总铁的测定尚无标准方

法
[ 1]
,采用直接火焰原子吸收法易受氯离子干

扰
[ 2]
,萃取法操作复杂且受萃取率限制, 测定准确

度难以控制
[ 3]
。今采用邻菲啰啉分光光度法

[ 4 ]
测

定海水中的总铁,方法简便准确,效果较好。

1 试验

1. 1 主要仪器与试剂

721型分光光度计,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

10 mm比色皿;电炉。

人工海水: 准确称取 24. 898 2 g氯化钠、

0. 644 4 g氯化钾、1. 472 0 g 二水合氯化钙、

4. 112 6 g六水合氯化镁、6. 842 0 g六水合硫酸

镁,溶解于蒸馏水中,定容至 1 000mL,此溶液盐度

( 1 kg海水所含固体物质的总质量 )
[ 5]
为 3. 3%;

100mg /L铁标准贮备液:准确称取 0. 702 0 g硫酸

亚铁铵溶于 50 mL 50% 硫酸溶液后转移至

1 000 mL容量瓶中, 用人工海水定容; 10. 0 mg /L

铁标准使用液:准确移取 10. 0mL铁标准贮备液于

100mL容量瓶中,用人工海水稀释定容; 25%盐酸

溶液; 饱和乙酸钠溶液; 100 g /L盐酸羟胺溶液; 缓

冲溶液:称取 40 g乙酸铵, 加 50 mL冰乙酸, 用水

稀释至 100mL; 5 g /L邻菲啰啉溶液;刚果红试纸。

1. 2 试验步骤

1. 2. 1 校准曲线的绘制

分别移取铁标准使用液 0 mL、1. 0 mL、

3. 0mL、5. 0 mL、7. 0 mL、10. 0 mL、15. 0 mL置于

200mL锥形瓶中, 加人工海水至 50. 0 mL, 再加

25%盐酸溶液 1mL、100 g /L盐酸羟胺溶液 1 mL、

玻璃珠 3~ 5粒, 加热煮沸至溶液剩 15mL左右,冷

却至室温, 转移至 50mL比色管中 (转移过程中应

防止溶液损失 )。加一小片刚果红试纸, 滴加饱和

乙酸钠溶液至试纸刚刚变红, 加入 5mL缓冲溶液、

2mL 5 g /L邻菲啰啉溶液,加水至标线,摇匀。显

色15 m in后, 用 10 mm 比色皿, 以人工海水为参

比,在 510 nm处测量吸光值, 以经过空白校正的吸

光值对质量绘制校准曲线。

1. 2. 2 样品测定

采样后立即将样品用盐酸酸化至 pH值 < 1。

分析时取 50. 0mL混匀水样 (浓度高时适量少取 )

于 200 mL锥形瓶中, 加 25% 盐酸溶液 1 mL、

100 g /L盐酸羟胺溶液 1 mL、玻璃珠 3~ 5粒, 加热

煮沸至溶液剩 15 mL左右, 确保铁全部溶解和还

原。按绘制校准曲线步骤同样操作,测量吸光值并

作空白校正。

2 结果与讨论

2. 1 校准曲线

按上述步骤绘制校准曲线, 方法在 0 mg /L ~

3. 00 mg /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回归方程为 y =

0. 004 08 x+ 0. 004,相关系数 r= 0. 999 6。

2. 2 检出限

按照试验方法制备空白溶液, 连续测定 20次,

标准偏差 = 0. 006 5。以 4. 6倍 计
[ 5 ]
,方法检

出限为 0. 03 mg /L。

2. 3 精密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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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g /L 铁 标准溶液, 以人工 海水稀 释至

1. 00mg /L后,连续测定 7次, 均值为 1. 01 mg /L,

相对标准偏差为 3. 0%。

2. 4 加标回收试验

对几种不同质量浓度的标准溶液和海水样品

作加标回收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1 加标回收试验结果

样品
测定值

m / g

加标量

m / g

加标后测定值

m / g

回收率

/%

标准溶液 1 19. 7 25. 0 43. 5 95. 2

标准溶液 2 45. 1 50. 0 98. 9 108

秦山岛水样 5. 10 10. 0 14. 9 98. 0

朱蓬口水样 13. 6 20. 0 34. 2 103

育苗厂用水 36. 3 50. 0 89. 3 106

3 结论

采用邻菲啰啉分光光度法测定海水中的总铁,

不受氯离子的干扰, 方法简便、稳定、可靠, 精密度

与准确度均符合要求。

[参考文献 ]

[ 1]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GB 17378. 4- 1998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部分 海水分析 [ 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1999.

[ 2]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指南 !编委会.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

方法指南:中册 [M ]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4: 385.

[ 3] 陈代红.有机萃取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海水中总铁 [ J] .环

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01, 13 ( 3) : 35.

[ 4]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编委会. 水和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M ]. 4版.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2: 368- 370.

[ 5]  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 !编写组. 环境水质监测质量

保证手册 [M ]. 2版.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1994: 228.

本栏目责任编辑 姚朝英 薛光璞

(上接第 26页 )

综合分析各重金属的污染系数、潜在生态风险

系数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R I, Cd和 A s属于极高

的潜在生态风险, Hg属于很高的潜在生态风险,

Cu属于高潜在生态风险, Pb属于中等潜在生态风

险, Cr和 Zn属于轻微潜在生态风险。填埋场污染

最严重的重金属元素是 Cd和 A s。由上述 7种元

素计算的 RI值为 124. 71, 表明该填埋场中这 7种

重金属元素造成的潜在生态危害很高。

3 结论

( 1)微波消解与普通消解方式相比具有优

越性。

( 2)填埋场的填埋土重金属含量明显高于自

然土壤的背景值, Cu, Zn, As分别高出背景值含量

86%、250%, 300%。除 Hg外均高于一级标准; 除

A s外, 都在三级标准的规定值内。该垃圾填埋场

A s是主要污染物。

( 3)生态危害指数法的评价结果表明, 该垃圾

填埋场受到一定程度的重金属污染,污染状况为:

Cd、As> H g> Cu> Pb> C r、Zn; Cd和 A s的毒性贡

献较大,存在极高的潜在生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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