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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土壤中环境

有机化合物快速制备的加速

溶剂萃取体系

�美国 � �� � � � �戴安 � 公司中国应用研究和技术服 务中心 �

在有机分析中
,

很少有普遍适用的进行土壤有效处理的 自动萃取体 系
�

多年来
,

美

国环境 保护局 �� �� � 也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

索氏萃取虽然是实验室中使用最多的

方法
�

但其萃取时间太长 �大约 �� � �
,

溶剂用量很大 �� �� � � ��
,

使用时并不理想
�

其

它一些方法虽能部分克服索氏萃取的缺点
,

但它们本身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

例如

超声萃取使 用的溶剂仍然较多
,

仪器保养要求较高
,

在使用时可能会破坏某些分析物

�如有机磷 化合物 �
�

超临界流体萃取 �� � � � 常常需要一种共溶剂
,

而且其应用范围较窄
�

操作人员要有很高的技术才能得到可靠的结果
�

� � � 是 � � � ! � 公司新近的研究成果
,

它采用 ��� 萃取池作为萃取容器
,

在高温

加压条件下采用有机溶剂作为萃取介质
�

其萃取结果与应用范围可与索氏萃取相媲美
,

而

萃取时间和溶剂用量却大大减少
�

二

方法原理

在高温条件下
,

分析物从基体上的解吸和溶解动力学过程加快
,

因此减少了萃取时

间 � 加热的溶剂具有较强的溶解能力
,

因此减少了溶剂用量
�

在萃取过程中保持 一定的

压力
,

其 目的在于使溶剂保持液相
�

,
操作步骤

� � � 体系非常简单
,

其主要部分包括一个带有 电控加热器的不锈钢样品池和泵
,

其

萃取过程如下
� ��� 样品池进样

� �� � 输入溶剂
,

加压 � ��� 在定压下使样甜池升温
�

�� � 静态萃取
� ��� 将萃取液转入收集瓶

� ��� 用氮气吹洗池
� �� � 进下一个样品

�

其

中进样
、

密封
、

阀和升温操作等步骤均为自动进行
�

,

实际应用

将土壤或沉积物样品 �最多可达 � � � � 与无水硫酸钠混合或经风干
,

研细至 ��� 一�� �

目 � ��。拜� 到 �� 拌� �
,

置于大小合适的萃取池中 �萃取池有 � �
,

�� 和 �� � � 三种规格 �
,

在 �� � � 条件下萃取 �� � ��
,

萃取池压力一般选择在 � � �� 一�� � ��� �之间
�

萃取结束后用

�� � � � �的氮气进行吹洗
,

吹洗时间 � ��
�

萃取溶剂推荐采用
�

对于多氯联苯和有机氯农药
,

采用丙酮 � 己烷 �� � ” 溶剂
�
对

于半挥发性物质和有机磷化合物
,

采用丙酮十二氯甲烷 �� � �� 溶剂 � 对于氯化除草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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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用于上壤中环境有机化合物快速制 备的加速济剂萃取体系

采用磷酸酸化的丙酮 � 二氧甲烷 �� 十 �� 溶剂
�

萃取结束后
,

萃取液可以进行浓缩或稀

释
,

必要时还可以转入与采取的净化或测定方法相适应的溶剂中去
�

�

优点

�
�

萃取速度快
�

对于土壤样品
,

萃取时间平均为 � � ��
�

�� 溶剂用量少
�

每 �馆 样品只需 �� 一 �� ��
�

�
�

操作简单
�

对于操作人 员无特殊要求
,

一看就会
�

�
�

功能强大
�

既可以对多达 �� 份样品 �包括 � � 份一般样品
�

两份加标样品
,

一份

空白样品和一份质控样品 � 采用同一种方法进行萃取
,

也可以通过一个程序
,

将用于每

份样品的不同的萃取条件组合起来
�

有利于改进方法和迅速筛选多种样品类型
�

�
,

萃取效率高
�

通过进行加标回收率对比实验和标准参考物质测定实验
,

对于半挥

发性化合物
、

有机氯农药
、

有机磷化合物
、

多氯联苯
、

多环芳烃等
,

� �� 都具有与索 氏

萃取相似或更高的萃取效率
�

�
�

使用方便灵活
,

应用范围广
�

可采用索氏萃取用的溶剂
�
方法与基体无关

,

同 一

萃取条件可用于各种土壤类型
�

�
�

操作安全可靠
�

萃取池在加热过程中
,

压力可实现自动监控
、

�
�

萃取残留少
�

两次萃取之间无残留检出
�

由于 ��� 具有 以上 无可比拟 的 优越性
�

因此它 一 出现
,

便被 美国环 境保护 局

��� � � 列 为推荐方法 ���
一

� � � 方法 � � � � �
�

�陈� 川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