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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红外分光光度法和非分散红外光度法的测油原理分析, 指出这两种方法在测油过程中存在差异, 提示

执行 GB/ T 16488- 19965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6时,应正确地使用这两种方法。

关键词:红外光度法; 红外分光光度法;非分散红外光度法;测定; 油

中图分类号: X 83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6- 2009( 2000) 03- 0042- 02

  GB/ T 16488- 1996 5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

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6中有红外分光光度法和非

分散红外光度法两种方法。现对如何正确地选用

这两种方法作一探讨。

红外分光光度法和非分散红外光度法,都是基

于油品中某些特性基团对红外光的特征吸收行为

进行测定的,符合最基本的光的吸收规律 ) ) ) 比尔
定律。

1  红外分光光度法

国标中所规定的红外分光光度法, 是用三氟三

氯乙烷或四氯化碳萃取水体中的油类物质,并通过

硅酸镁吸附,除去动植物油,得到水中石油类物质,

在红外光谱中的波数为 2 930 cm
- 1
、2 960 cm

- 1
和

3 030 cm- 1处的吸光度来计算其浓度, 计算公

式为:

C = X # A 2930+ Y # A 2960+ Z ( A 3030 - A 2930/ F)

式中: C ) ) ) 溶剂中石油类的含量;

A ) ) ) 对应波数下的吸光度;

X、Y、Z ) ) ) 与各种 C- H 键吸光值相对应

的系数;

F ) ) ) 脂肪烃对芳烃影响的校正系数。

上述 3个波数对应的特征吸收物质分别为亚

甲基 ( CH2 ) 基团中 C- H 键的伸缩振动、甲基

( CH3)基团中 C- H 键的伸缩振动和芳烃( Ar- H )

中C- H 键的伸缩振动。红外分光光度法可以在

石油烃中芳烃占有很大比例的水样中使用。由于

该方法不必特别筛选或确定特殊的标准油,故适合

于各种石油烃的测定。通常红外分光测油仪均带

有曲线显示,这样既能定量测定,也能作定性分析,

显示情况见图 1。图 1中波长与波数间的关系是:

  波长 1 Lm= 104/波数 cm- 1

波长  K/Lm

图 1 红外分光光度法测试光谱

 

由图 1可见,它可以确定红外光谱中的油品总

含量,也可以根据 3个波数处的吸收值进行定性分

析,准确测定出对应的 CH 2、CH3 及 Ar- H 之间的

比值。

红外分光光度法中 3个特征波长的产生是由

可见光分光法获得。

2  非分散红外光度法

该标准中所规定的非分散红外光度法,是采用

油品在红外光谱中 314 Lm 处的特征吸收来测定
浓度,采用四氯化碳萃取水样中石油烃, 调整油品

在萃取溶剂中的浓度范围使之符合比耳定律。

由于油类的不同, 在 314 Lm 附近的吸收峰会
有不同(展宽看) , 这在图1中可以看出, 但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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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  K/Lm

图 2 非分散红外光度法测试原理

任何一种油品来说(收窄看) , 在 313 Lm~ 315 Lm
的这一吸收带几乎是相同的, 见图 2。

各种油品在 314 Lm 处的比吸光系数有一定
的差异,尤其是油品中的芳烃含量对比吸光系数影

响很大,油品比吸光系数随着芳烃含量的增加而明

显降低。因此, 用此方法测定含有较多芳烃的油品

会产生较大误差。另外,在这个方法中, 标准油也

不是可以随意确定的,应尽量选用与污染源相同的

油品作为标准油,但这一点很难办到。现以正十六

烷B异辛烷B苯= 65B25B10(体积比)作为我国标准

油品使用, 经大量验证试验, 可满足测定要求。该

方法的仪器通常采用表头或数字显示, 显示的是总

含量(均值) ,仅能作为定量检测。

非分散红外光度法的 314 Lm 波长是采用特
殊材料的光源在指定温度下产生的。

3  两种红外光度法的差异

从数学微积分的理论看图 1和图 2,红外分光

法将图 2上的图形面积展宽成图 1, 在底边上微分

成 3部分,取 3个高。而非分散红外法则是将图 1

收窄成图 2, 仅取了一点处的高(实际上是一个带

宽) ,显然积分的精度前者高于后者。

在测定方法上,红外分光法的 3个波数分别对

应了油类中CH 2、CH 3和芳烃中的C- H键的伸

缩振动 , 非常科学。非分散红外对应的油类是在

314 Lm 处的特征吸收,当然,其实质也是 C- H 碳

氢键的伸缩振动, 但比较笼统、粗糙。其中芳烃对

应的 3 030 cm
- 1
波数处(波长约为 313 Lm)已基本

上落在非分散红外光谱 314 Lm 波长谱带的外沿,

参见图 2。因此非分散红外法主要测定的是油品

中 CH2 和 CH3 基团,对油类中含 CH 2和 CH 3基团

比例大的油品其测定结果较为准确, 相反, 若油中

芳烃所占比例较大, 误差就会加大,且测定值必定

偏低,这也是国家标准中提到的/在水样中含有大

量芳烃及其衍生物时,需用红外分光光度法进行对

比试验0。

关于测定仪器,目前国内使用的测油仪型号规

格较多, 有进口的, 也有国产的,但基本类型大同小

异。非分散红外测油仪多数为便携式,可带到现场

监测。红外分光光度计因其精密的光、机、电、分光

系统,一般均设置在实验室内应用,因此在选用具

体测定仪器时,要综合各种因素作整体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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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天津市邀请国外环境专家来华进行学术交流

2000 年 3 月 3 日~ 17 日加拿大环境专家 Shenfled 先生应邀到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进行为期 15 天的国际学术交流,就

环境监测与污染控制技术、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空气质量预报、空气污染物排放清单以及空气 TSP 源解析等与中方有关专

业人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Shenfeld 先生还详细介绍了加拿大环境监测工作的进展情况、现有模式以及国际环境监测工作

的发展动态。在讨论中, Shenfeld 先生针对天津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和 24 h 仪器监测的不同点, 特别是使用B射线法

测定 TSP的数据对比分析中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见解,同时 Shenfeld先生还带来目前国际上较先进的软件和资料,

对提高天津市的监测工作水平将会有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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