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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空气,乙炔火焰原子吸收法测铬%\B&时共存元素对其测定结果的干扰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当
!

%共存元素&

j

!

%\B& m#$$时!52#\7#(C#X#Y0#L:#Y;#\;对\B测定有影响!而f#51#61#57# Î#Z0#\4均不影响\B的测定$当
!

%共存
元素& j

!

%\B&为#$和%$时!加入#i ]Ya

%

和"i Y]

+

\C可消除干扰$当
!

%共存元素& j

!

%\B& r%$时!加入Qi ]\C和超过
#i的Y]

+

\C可消除干扰$Qi ]\C作为介质消除\B测定干扰的效果要优于#i ]Ya

%

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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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B&作为我国+十二五,期间重点防治的重
金属污染物之一!在环境和生物体中具有富集作
用!且在环境中很难降解)# ,"*

" 国际标准)%*以及一
些欧洲国家标准)+*用笑气,乙炔火焰原子吸收法
测定水体中\B!但是笑气价格昂贵!运输#储存#使
用不便!对操作者要求高!需要使用专用的燃烧头!

所以工作中常用空气,乙炔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
\B!我国的环境标准)Q ,)*主要使用的也是空气,乙
炔火焰法!但此法测\B时灵敏度低#共存元素干扰
严重" 对于如何消除共存元素对\B测定的干扰已
有研究进行了探讨" 李瑜华等)**用"i Y]

+

\C或
"i f]Za

+

消除\7#L:的干扰$薛福连)S* 用#i

Y;

"

Za

+

消除L:#Y0的干扰$董素芳)R*则采用贫燃性
火焰!外加"i Y]

+

\C来消除L:#Y0的干扰$我国
的环境标准方法))*指出L:#\7#Y0#X#(C# Î#52影

响\B测定!可以加$'+i Y]

+

\C消除干扰"

通过对前人工作的总结分析!发现不同作者由
于使用的仪器#实验条件等的不同!得出的有关\B

测定干扰的结论不尽一致" 现就环境监测分析中
常见的共存元素L:#\7#Y0#X#(C# Î#52#f#Y;#

\;#51#61#57#\4#Z0对空气,乙炔火焰原子吸收
法测\B时的干扰情况及消除方法进行研究!以期
更准确地测定\B"

#!实验部分
#'#!仪器和试剂

((S$$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美国̂O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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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S卷!第#期
"$#)年"月

环境监控与预警
O1G0B71D:1>;C5710>7B012;1= L7B:9;B1012

X7C'S!Y7'#

L:IB4;BH"$#)



司&!\B空心阴极灯%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B#

L:#\7#Y0#X#(C# Î#52#f#Y;#\;#51#61#57#\4#

Z0标准溶液%# $$$ D2j̀!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
料分析测试中心&!Y]

+

\C%分析纯!合肥市永青医
药化工厂&!]Ya

%

#]\C%优级纯!南京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去离子水%电阻率#S'" 5

+

/@D&"

#'"!分析条件
设定灯电流为#$ D(!波长为%Q*'R 1D!狭缝

宽度为$'* 1D!燃烧头为垂直#*"'#% DD#水平
"##'R# DD位置时!\B的吸光值最大"

"!结果与讨论
"'#!乙炔流量选择

固定空气流量为#*'$ j̀D01!调节乙炔流量!

考察空气,乙炔流量比例变化对\B测定的影响"

结果显示!随着乙炔流量的提高!\B的吸光度变
大!但是火焰稳定性降低!综合考虑!选用空气流量
为#*'$ j̀D01!乙炔流量为%'" j̀D01"

"'"!共存元素对\B测定的干扰
配制不同

!

%共存元素& j

!

%\B&的双元素标准
溶液)其中

!

%\B& V# D2j̀*!测定各双元素标准溶
液中的

!

%\B&!并将
!

%\B&的测定值与配制值进行
比较!计算相对误差!结果见图#%;&%I&%@&%=&"

当
!

%\B&测定值与配制值相对误差rs#$i

时!认为共存元素对\B测定有干扰!且相对误差越
大!表明干扰越严重" 由图# 可知'%#&当52#\7#

(C#X#Y0的质量浓度与
!

%\B&的比值为#$ l#$$

时!均对\B的测定产生干扰!比值越大!干扰越严
重!\B的测定误差越大$%"&L:对\B测定的影响
随着

!

%L:& j

!

%\B&比值的增加先减小后增大!与赵
志勇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Y;#\;的质量浓
度与

!

%\B&的比值在*$ 以下时对\B测定影响不
大!可以忽略干扰!但是当Y;#\;的质量浓度与

!

%\B&比值达到#$$ 时!Y;#\;的存在使得\B的测
定值偏低$%+&f#51#61#57# Î#Z0#\4 的质量浓
度与

!

%\B&的比值在#$$ 以下时!对\B的测定基
本无干扰"

"'%!干扰的消除
目前消除共存元素对\B测定的干扰主要有"

种方式'提高空气j乙炔比例和加入干扰抑制剂"

董素芳)R*在测\B时增加空气流量!采用氧化性火
焰!发现共存元素L:#Y0对\B的干扰效应小了"

该研究在空气流量#*'$ j̀D01!乙炔流量"'S j̀D01

图#!共存元素对\B测定的干扰

时测定\B#\7双元素混合液中的\B!发现与乙炔
流量%'" j̀D01 时相比!在乙炔为流量"'S j̀D01

时!\7对\B的干扰效应变小%图"&" 与前人研究
一致!但是方法的灵敏度低了!不利于低含量\B的
测定"

#'空气流量#*'$ j̀D01!乙炔流量%'" j̀D01$

"'空气流量#*'$ j̀D01!乙炔流量"'S j̀D01

图"!不同条件下\7对\B的干扰

文献)## ,#"*表明!在Qi ]\C介质中!\B吸
光度最高$柳培文等)#%*提出可以在同一消解样品
中测定\4# Î#61#\=#\B!避免样品的"次消解!而
\4# Î#61#\=一般在]Ya

%

介质中测定" 现以Qi

]\C和#i ]Ya

%

为介质!以Y]

+

\C为干扰抑制剂!

以对\B测定有影响的元素L:#\7#Y0#X#(C#5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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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为干扰因子!进行\B测定干扰消除研究"

具体方法为'在* 种不同介质中!配制L:#\7#Y0#

X#(C#52#Y;#\;和\B的混合标准溶液!测定各个
混合标准溶液中

!

%\B&!并与\B的配制质量浓度
比较!计算相对误差!结果见表#"

表#!消除干扰效果比较
编
号 介质 !

%\B& j

%D2/`

,#

&

!

%共存元素&

j%D2/`

,#

&

相对误
差ji

#

#i ]Ya

%

_"i Y]

+

\C

# #$ #'#

"

#i ]Ya

%

_"i Y]

+

\C

# %$ ,S')

%

#i ]Ya

%

_"i Y]

+

\C

# #$$ ,#*'Q

+

#i ]Ya

%

_+i Y]

+

\C

# #$$ ,#S'*

Q

Qi ]\C_$'+i Y]

+

\C

# #$$ ,#Q'*

)

Qi ]\C_#i Y]

+

\C

# #$$ ,%'#

*

Qi ]\C_"i Y]

+

\C

# #$$ ,$'R

!!由表#可见!%#&当
!

%共存元素& j

!

%\B&为#$

和%$时!在#i ]Ya

%

介质中!加入"i Y]

+

\C干
扰抑制剂!

!

%\B&测定值与配制值的相对误差在,

#$i l#$i之间!可以消除干扰$当
!

%共存元素& j

!

%\B& V#$$ 时!#i ]Ya

%

_"i Y]

+

\C无法消除
干扰!继续增加Y]

+

\C质量分数至+i!也不能消
除共存元素对\B的影响$%"&在Qi ]\C介质中!

当
!

%共存元素& j

!

%\B& V#$$ 时!$'+i Y]

+

\C不
能完全消除干扰!但是当Y]

+

\C质量分数为#i和
"i时!干扰基本上完全消除$%%&相对于]Ya

%

介
质!在]\C介质中!Y]

+

\C消除干扰的效果更明显!

可能是由于]\C能增加火焰中氯离子浓度!使\B

生成易于挥发和原子化的氯化物)#"*

"

%!结语
%#&使用空气,乙炔火焰原子吸收法测\B

时!当52#\7#(C#X#Y0#L:的质量浓度与
!

%\B&的
比值为#$ l#$$时均影响\B的测定!而Y;#\;的
质量浓度与

!

%\B&的比值达到#$$ 时才对\B测定
有影响!f#51#61#57# Î# Z0#\4 的质量浓度与
!

%\B&的比值为#$ l#$$时均不影响\B的测定"

!!%"&共存元素L:#\7#Y0#X#(C#52#Y;#\;的
质量浓度与

!

%\B&的比值为#$ 和%$ 时!可以在
#i ]Ya

%

_"i Y]

+

\C中测定\B$

!

%共存元素& j

!

%\B& r%$ 时!需要在Qi ]\C_#i Y]

+

\C或Qi

]\C_"i Y]

+

\C中测\B"

%%&相比#i ]Ya

%

介质!在Qi ]\C介质中加
入干扰抑制剂Y]

+

\C能更好地消除共存元素对\B

测定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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