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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 了在酸性介质中
,

锅 9 1 :
一

碘化钾
一

罗丹明7 8
一

阿拉伯胶体系的离子缔合显 色 反

应
2

提出直接在水溶液中光度测定痕量镐的高灵敏度方法
2

缔合物的摩尔吸光系数 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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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共存离子的影响
,

许多常见离子均不干扰锅的测定
2

本法用于 测

定小麦
、

人发及水中的痕量锅
2

以碱性染料为显色剂的离子缔合物体系具有极高的灵敏度
,

文献〔 
, =〕已有报道

,

而

在强酸介质中
,

, > 9五 :
一

碘化钾
一

罗丹明7 8
一

阿拉伯胶显色体系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2

本文

系统研究了, > 9卫 :?? 碘化钾
一

罗丹明 7 8 离子缔合显色反应
,

提出了利用此显色体系测定

痕量福的高灵敏度吸光光度法
2

实 验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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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试剂及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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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丹明 7 8 溶掖 Α !
2

� ≅ 阿拉伯胶 Β吝液Α 碘化钾
一

抗坏血酸溶液
Χ

称取Δ! �碘化

钾和 Δ 克抗坏血酸
,

用去离子水溶解并定容至  !! < 儿 镐标准溶液
Χ

准确称取!
2

 ! ! ! �纯

金属福 9: � �
2

� � ≅ :
,

滴加  Χ 工 − # ∋
。

 ! < 1
,

加热溶解
,

蒸至近干后冷却
,

加 � 1< 浓

− ,% 并蒸干二次
2

加  Χ  �− ,%  ! < 1洛解后转入 �! 0 < 1容量瓶中
,

用去离子水定容至刻

度
,

此溶液含镐量为!
2

= < Ε Φ
%二丈

2

取此溶浪稀释配制成扭Ε Φ < Γ操作溶液
2

日本岛津Η ∃
一

= Δ! 型白记分光光度计
Α Ι=  型分光光度计及ϑ − .

一 =型酸度计
2

=
2

实验方法

在 = � < 1容量瓶中
,

准确加入  
2

卯 Ε福 9   :标准溶液
, =

2

Κ< 1碘化钾
一

抗坏血酸溶液
,

Δ < 1 与,二!  Φ % −
Χ
� !

‘

溶液
, = < 1 !

2

� Α石阿拉伯胶 Β扮不液
, Λ < 1 0

2

0 Λ≅罗丹 11: 7 8 溶液
,

用二次去离子水稀释至刻度
,

摇匀并放置Μ!  
城 Ν ,

以试剂空白为参比
,

用 %Ο < 液池
,

在

室温下于 � 7 ∋Ν < 处测量显色溶液的吸光度
2

结 果 与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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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光谱 由图  可知
,

以试剂空自为参比液时
,

缔合物的最大吸 收 波 长 为

朴 现在兰州化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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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作参比时
,

试剂的最大吸收波长在�= �Ν < 处
2

因在 � 7! Ν < 处缔合物吸收最

大
,

而试剂的吸收很小
,

故选用�7 0 Ν < 为测量波
一

长
2

=
。

溶液酸度的影响 用 Κ< 0Θ Φ1 −
Χ
� !

‘

调节洛液为不同的酸度进行显色反应并测

量其吸光度
2

由图 = 可知
,

在 � Ρ  ! ’ “

< 0Θ Φ 1一  
2

0< 01 Φ1 −
Λ
.∋

‘

介质中
,

吸光度值最

大且恒定
。

选 用 0
2

Κ < 01 Φ1 −
Χ
� ! ‘

介质
2

奢 昌

7! !

几9Ν 6Ν :

吸收光谱曲线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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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用量 9< 0 1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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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落液酸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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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明7 8 用量的影响 罗丹明 7 8 9!
2

!= ≅ :适宜用量为 
2

�一 =
2

. %Ν以 见图 Μ :
2

选用 Λ< 1
2

Δ
2

碘化钾
一

抗坏血酸用量的影响 由图 Δ 可知
,

碘化钾
一

抗坏血酸的适宜用量范围

为 
。

�一Μ
2

� < 1
2

选用 =
2

Κ < 1
2

习 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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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Μ 罗丹明 7 8 用量的 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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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Δ [ 1 Τ ∃ 3
用量的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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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胶高灵敏显色体系的研究

Ν∴∴]乙

Χ
∋,

�
2

阿拉伯胶用量的 影 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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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丹明 7 8 阳离子作用生成的离子缔合物

不溶于水
,

故本文选用阿拉伯胶作增溶剂
2

实验表明9见图 � :
,

阿拉伯胶的用量对吸光

度影响不大
,

其用量在 =
2

!一 Π
2

0 < 1范围内吸

光度稳定
2

选用 =
2

Κ< 1
2

7
2

温度对显色反应的影响 显色温度

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显色反应
2

实验测得其

最佳温度范围为 � 一= ℃
2

Ι
2

放置时间的影响 放置时间太短反

应不完全
,

太长缔合物部分分解也使吸光度

值降低
2

实验发现
,

放置Μ! < ΒΝ 显色即可完

全
,

且缔合物在室温9 � ℃一=� ℃ :至少可稳

定ΛΨ
。

= Δ 7 Π

+
一

9< 1:

图 � 阿拉伯胶用量的影响
〔& 7 8 〕

Σ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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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ΘΘ33 4 0 Θ 4Ψ 3 ς < 0 Ζ Ν 4 0 Θ ς 6 ς 5 Β3 Ε Ζ <

配合比的测定 以平衡移动法和等摩尔连续变化法两种方法测得, >
“ 于 Χ

& 7 8 Σ

 Χ =9 见图 7
、

Ι :
2

由此推断该离子缔合物的组成为
Χ
〔, > %

Δ

〕
=
一 〔& 7 8 〕

⊥

丈工Ν 1:

图 7 平衡移功法测走配合比
Υ �

2

7 _ 3 Ν 4
一
Υ 63 Ν 3 Ψ 10 Ε ς 6 Β4Ψ < Ν 13 【Ψ 0 > Υ  �

连续变化法测定配合比

, 0 Ν 4ΒΝ Ζ 0 Ζ Κ 、 ς 6 Βς 4⎯0 Ν < 3
·

Ψ 0 >

图2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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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曲线 实验表 明
,

在选定的最佳条件下
,

镐的含量在 。一 7 � Ν Ε Φ < 1范围内

符合比耳定律
2

由工作曲线计算得缔合物的表观摩尔吸光系数
。
为  

2

。工;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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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离子的影响 取  
2

卯� , >9 亚 :
,

按实验方法试验了近三十种常见离子的

影响
。

结果表明9见表  :
Χ

若 以吸光度的变化在 士 � ≅ 以内认为不干扰
,

则许多常见阳

离子的允许共存量较大
,

故此法的选择性较好
2

但− Ε 9 开 : 和 _ Β9 1 : 有较严贡的干扰
,

尚有− Ε
,

_ Β在样品中存在
,

必需考虑分离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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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共存离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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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分析 用本法对小麦
、

水及

人发等样品中疲量锡进 行 了 直 接测定
。

小麦 “ ’ 、

水及人发
‘”’
等试样经处理后

,

取适量试液按实验方法测量
,

分析结果见

表 = ,

木法测得结果与方法对 照 结 果 吻

Φ 翁

表 = 试样中福的分析结采

) ς 5 13 = χ 3 43 6 < ΒΝ ς 4Β0 Ν 0 Θ 3ς >< ΒΖ < ΒΝ

Κς < α13 Κ

?
2

一
, δ δ δ δ 2 2 2 2 2 2 δ ? 2 2 2 2 2 2 甲

样 品名称 本法结果9α ϑ < : Ω 原子吸收法结果 9ϑ ϑ < :

水 样

Ω
。

·

‘。, 。
·

“
, 。

·

‘,

月
ε

麦 ⊥φ
2

! = = , !
2

! =  , !
2

! =  

2 未傲上限
, 2 件加 入Λ < 1

人发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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