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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和环境水样中超痕t 啼的分析方法

安镜如 张 清

(福州大学)

啼为毒性元素
,

有害人体健康
,

近年来微量啼的监测工作日益受到重视
.

文献报道用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了工业废水中 p p b 级的啼
〔‘’及含量较高的人工水样

〔”
.

由子天然水

中啼的含量极低
,

约为 p Pt 数量级
,

目前尚无灵敏的方法可用于测定天然水 中啼 的 本底

值
,

而化学海洋学中也缺乏关于海水中啼含量的数据
〔”’ .

本文 目的在于研究超痕量啼测定的简便方案
,

即琉基棉浓缩
一催化极谱法

.

首 次 测定

了海水中啼的含量
.

一
、

实验部分

(一 ) 主要仪器与试剂

1
.

国产 88 3 型极谱仪
:

指示 电极用滴汞电极 (。
竺 / 3 t ’ / ‘ = 0

.

0 5 2)
,

参比电极 采用大面

积银丝蘸汞电极 (螺旋状 )
.

2
.

琉基棉管
:

内径为 6 毫米
,

长为 8 一 10 厘米一端拉细的玻璃管
,

每次 装入 适量的

琉基棉
.

3
.

琉基棉 :
按文献〔4 〕制备

.

4
.

盐酸 : 6 N (特纯)
.

将优级纯或分析纯的浓盐酸与蒸馏水等体积配比
,

通 过 琉基棉

除啼
.

5
.

洗脱剂
:

浓硝酸
,

优级纯
,

6
.

谛标准溶液
:

准确称取二氧化啼 (光谱纯 ) 0
.

2 51 克溶于 50 毫升 6 N H CI
,

配成1
.

0

毫克 T e (W )/ 毫升储备溶液
,

将此液用 O
.

IN H CI 稀释至所需浓度
, 1 微克 / 毫升 以 下的

标准液
,

当天稀释配制使用
.

7
.

徕标准溶液
: 2 00 微克/ 毫升

.

由 N H
‘

R e O
‘

(9 9
.

95 %
,

匈牙利 ) 溶于蒸 馏 水 ; 或

以 金属徕 (9 9
.

9 %
,

英 国) 溶于硝酸
,

蒸至近干
,

用蒸馏水稀释而成
.

8
.

盐酸轻胺
:

10 %水溶液
,

分析纯
.

9
.

聚乙烯醇
: 0

.

5 %水溶液
,

分析纯 (日本 )
.

其它试剂均为优级纯或分析纯
.

水为二次重蒸水
.

本文 19 81 年 8 月韶 日
r

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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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混合底液
:

于 1 00 毫升容量瓶中加入 30 毫升 6 N 盐酸
、

20 毫升10 %盐酸轻胺
、

0
.

8

毫升 20 0 微克 /毫升 R e (孤 )和 1 毫升 0
.

5 % 聚乙烯醇溶液
、

稀释至刻度
.

(: ) 雄化权悟诚条禅如恤
炎

一
-

啼徕在 H
:

5 0
4 一N a C I

〔5 〕

和 H
Z
S O“

’

介质 (均有经胺和聚乙烯醇存在 ) 中有一个选择

性好且灵敏度高的催化极谱波
,

已用于半导体材料 ” 和矿石
〔“〕

中微量蹄的测定
.

本 文 作

者重复了文献〔5 〕和资料 1 ) 的实验
,

同时系统地进行了介质条件的选择
,

发现文献〔5 〕

记载的 H
Z
S O

4 一N a C I介质条件并非最佳情况
,

而资料 1) 所选择的 H
:

5 0
‘

介质灵敏度低于

H C I介质 (但是能很好地满足半导体锑化锢中分析啼时避免氯离子存在的要求)
.

我们为了

解决海水和天然水中极低含量啼的测定问题
,

要求尽量提高方法的灵敏度
,

实验结果说明

CI
一

的存在使灵敏度增高
,

而 N a ‘

存在会抑制波高
,

故使用 N a
CI 作为介质不是理想的

.

1
.

介质选择

取 2
.

5 x 1 0
一 8

克啼标准液于 25 毫升容量瓶中
,

其他实验步骤同工作曲线 绘 制
,

只 是

改变相应的实验条件
.

酸度对波高的影响
:

分别进行了 H C I或 H
:
5 0

‘

介质酸度对波高影响的实验
.

此 时系

统中【H
‘

〕用计算量的 H C I或 H
Z
S O

;

调节酸度
,

在 H
:
5 0

‘

的情况下考虑到 H S O 二为 中 强

酸
,

实际 H
‘

浓度均加以校正
.

由图 1 看出
,

不论使用 H CI 或 H
:
5 0

‘

介 质
,

催化波的最

佳氯离子浓度均在 2
.

8 N 左右
.

同时
,

在同样〔H
‘

〕时曲线 ( 1 ) 较曲线 ( 2 ) 峰高较高
,

说明 C l
一

的存在有利于提高灵敏度
.

�兴研�挺嗜

�恻兴�褪世

、、~
:
一

6 N

图 1 酸度与峰高的关系

1

—
H C I ; 2

—
H : 5 0 ‘

.

图2 硫酸存在时盐酸浓度与峰高的关系

1) 王蓉娟
、

熊庆华
,

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
.

科技通讯(分析化学专辑 1 )
.

1 98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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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和环境水样中超痕量谛的分析方法

为了证实 Cl
一

能增高催化极谱波的峰电流
,

我们在固定 H
Z
S O

‘

浓 度 为 0
.

9 叼 的 情 况

下
,

逐渐提高 H CI 的浓度进行实验
,

结果见图 2
.

曲 线 的 高 峰位于 1
.

SN
,

此时相应的

〔H
‘

〕亦为 2
.

8 N 左右
,

而峰高却和 图 1 中 曲线 ( 1 ) 相同
,

说明 5 0 夏的存在对催化电流

并无显著的影响
.

而起主要作用的是 Cl
一

的存在
.

N a
CI 对波高的影响

:

固定 H : 5 0
‘

浓度为 1
.

S M时
,

逐渐增大 N a CI 浓 度
.

从 图 3 可

知 N a C I的存在对波高有影响
,

其最佳浓度在 5 一 8 %之间
.

< 5 % 时峰电流急剧 下降
,

这

和 C l
一

对波高影响的实验结果 (图 5 )相同
,

但是 > 8 %时
,

随着 N a
CI 浓度的继续增大

,

峰

电流逐渐下降
.

这和图 5 不同
,

可能是由于大量 N a ‘

的存在对催化极谱波的峰高具有抑制

作用
.

25

�砌兴)涎奢

八�SC八tU了一�
‘.人

劝2500、
‘. .山. .‘

�兴姗)坦奢

r 二 18 一 2 0 “

Na C I

一一
~ ~ 一一

---

才介丫丫
sss 七 Z t 二 一8一邓

。。

N a Z S伍 (K : 5 0 月

图 3 N a C I 浓度对波
l

丸的影响 图 4 N a : 5 0 ; ,

K : 5 0
.

浓度对波高的影响

1

—
N a : 5 0 ; : 2

—
K : 5 0 ;

.

N a :
50

、 ( K :
5 0

‘

) 对波高的影响
:
为了证实 N a +

对波高的抑制
,

我们在 固 定 H CL

浓度为 3N 的情况下逐渐增大 N a :
5 0 ‘ ( K :

5 0
‘ ) 浓度进行试验

,

在硫酸根实验浓度范围

内
,

由于 H CL 浓度较大
,

所 以系统的仁H
十

〕的变化不会太大
,

不至于对波高有严 重 的 影

响
.

从图 4 可见 N a :
5 0 、

的存在使波高明显降低
,

而 K
:
50 ‘

存在使波高略有降低
,

可见

图 S CI
一

对波高的影响

N a :
5 0 ‘

比 K
:
5 0 ‘

的影响更大
.

显然 N扛: 5 0
;

对波高的影响主要是由于 N a 十

所致
.

氯离子对波高的影响
:

为 了 避 免 N a +

的

存在
,

厂

实验时用计算 量 的 H C L 和 H
:
50 ‘

使

系统〔H
+

〕固定为 3N 而改变氯离子浓度 ( 同时

〔5 0
‘ 二

〕也相应改变 )
,

实 验 指 出 (图 5 ) 当

〔Cl
一

〕大于 I M , 峰高达到最大值
,

继续增大

〔Cl
一

工直瓢 3M 峰电流均为恒定值
.

一关侧�奢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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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试验可知
,

磅催化极谱的最佳氢离子浓度为 2
.

8 N
,

氯离子能增高灵敏 度
,

其最佳浓度可为 2. 8对
,

硫酸根的加入是多余的
,

而钠离子则会抑制波高
.

和文 献仁5 〕不

同
,

我们认为最佳介质条件应为 2
.

8好 H CI (其他组成同前所述 )
.

2
.

三种不同组成底液催化波灵敏度的比较

文献【5 〕及资料 1) 的数据和本文所测灵敏度结果见表 1
.

表 i 不同底液的催化波灵敏度比较

底液主要成份 灵 敏 度

2
.

SM H C I 0
.

匀X 1 0 一 1 O

M

文 献

木 文

8男H
:

5 0 ‘
一 10多N a C I

Z M H : 5 0 .

6
.

5 X 1 0 一 1 o

M

4 X 1 0 一 1 O M

[ 5 〕

1 )

3
.

催 化波稳定时间和表面活性剂的作用

资料 1 ) 中指出
,

由于蹄可能与汞结合
,

因此催化波峰高在 12 0 分钟内逐渐下降
.

我

们的试验表明
,

此催化剂在 2 小时内是稳定的
.

同一杯电解液连续测定 1 小时
,

以及电解液

放置 2 小时再测定
,

峰高基本不变
.

说 明在我们研究的介质中
,

在 2 小时内啼不致 被 H g

还原
.

T e (w ) 只有在 SN H CI 中才会被较大量 H g 所还原
〔‘’ .

但如果在含汞的电 解 液

中通以氮气除氧或搅拌
,

将使峰高降低
,

因此也得注意谛与汞在搅拌下的作用
.

明胶
、

T r ito n x 一1 00
、

C T M A B
、

十二烷基硫酸钠
、

甜菜碱等表面活性剂对啼徕 催 化

波均起抑制作用
.

而加入少量的聚乙烯醇却能使峰高增加
,

更多量的聚乙烯醇
,

峰高又下

降
,

且峰形变坏
.

4
.

工作曲线

取 0
.

25 一 5 x 1 0
一 吕

克啼于 25 毫升容量瓶中
,

分别加入 6 N 盐酸 1 1
.

7 毫升
、

10 %盐酸

羚胺 5 毫升
、

2 00 微克 /毫升 R e (姐 ) 0
.

2 毫升和 0
.

5 %聚乙烯醇 0
.

25 毫升
,

用蒸馏水 稀

释至刻度
,

摇匀
,

将溶液移入电解杯中
,

通氮 5 分钟除 氧
,

选 择
, = 2 (或 S 二 4 )

、

补 赔

1 0
、

阻尼 3
,

于 一 0
.

5一 一 0
.

9 伏记录啼的催化波
,

侧量其峰高
,

绘制工作曲线 (见 图 6 )
.

所有实验均同时进行空白溶液测定
.

勃0050

(三 ) 水中超疲 , 蹄的浓缩

对于痕量啼的分离富集多采用 电 沉 淀 富

集
、

砷共沉淀
、

溶剂萃取等办法
.

但是对于水

中含量低至约 l p Pt 超痕量啼的浓缩方法尚 未

有文献报道
.

近年来
,

琉基棉浓缩技术广泛应

用到环境监测中
,

最近有关报道提及
,

在强酸

性介质中筑基棉能吸附微量啼
,

结合用氢化物
一
原子吸收法测

‘

定
,

其 最 低 检 出 浓 度 可达

SP Pt 〔”
,

如能提高灵敏度 1 一 2 个数量 级
,

尔z00
亥憋掩奢

0
.

2 0
.

6 1
.

0 I
.

J 、 10 ’克T e 尹

毫升

图 6 工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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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望用于海水及天然水中超痕量磅的浓缩与测定
.

我们详细研究了接近于海水中蹄浓度

的超痕量啼的琉基棉吸附与洗脱条件
.

1
.

吸附条件

于 2 升分液漏斗中分别加入 1 5 0 0 毫升不同酸度的盐酸溶液 (酸度 7 一 12 N )
,

加入 5 毫

微克啼
,

摇匀
.

接上琉基棉管 (内装 0
.

1 克琉基棉 )
,

以 5 毫升/ 分钟流速让溶液两次 通 过

琉基棉管 (一次通过吸附率约 90 %
,

本实验均采用二次通过 )
.

流过后取下琉 基 棉 管
,

用

蒸馏水吹洗二次
,

再用洗耳球吹出水份
.

用 5 毫升硝酸洗脱
.

以下处理和测定步骤同水样

分析
.

盐酸酸度对啼吸附率的影响见图 7 ,

从图 7 看出
,

在酸度 7 一 IO
.

SN 盐酸介 质 中 筑

基棉均能吸附啼
,

酸度从 0
.

1一 g N
,

啼的吸附率达 98 一 10 0 %
.

以下测定 选 用 在 ZN 盐

酸介质中富集磅
,

然后用 20 毫升 6 N 盐酸洗涤 以消除某些离子 的干扰
.

2
.

洗脱条件

我们试用 H N O
3 、

H
Z
S O

4 、

H C IO
‘ 、

K O H
、

H
:
O

: 、

N H
:
O H

·

H C I等作为洗脱 剂 进

行洗脱试验
,

结果表明以 H N O
。

作为洗脱剂为宜
.

1
一

IN 0
3

浓度对谛洗脱率的影响见 图 8
.

�犷�缤矫豁

甘净

一

陌
75印翁

八次�哥奎奋

百一一丁一拼

___ .

厂
一

_ 一
’’

N H C I
10 1 2 N H N O 、

图 7 蹄的吸附曲线 图 8 硫的洗脱曲线

结果表明 9一 1 4
.

75 N 的H N O
。

洗脱率均达 1 00 %
.

本实验选用浓硝酸为 洗 脱 剂
,

同

时在测定水样时浓硝酸有益于试样洗脱液的处理
.

3
.

琉基棉对磅的饱和吸附量

试 验表明
:
在 ZN H CI 中磅的饱和吸附量为 4 毫克 / 克 ( S

.

C
.

F
.

)
,

(四 ) 干扰离子试验与模拟海水分析

我们进行了 S b
, ‘ 、

A S
, ‘ 、

Se ( W )等二十多个离子的存在对啼极谱催化测定的影 响 试

验
.

结果表明
: 2 倍量的 Sb 只 ‘ 、

10 倍量的 A , 3 +

以及大于 3 30 倍量 的 M o( 矶 )
、

8 30 倍 量

的 W ( VI )
、

S e ( lV )
、

V ( V )与 1 6 6 0 倍量的 P t ( W )
、

C d
么 ‘ 、

B i
3 ‘

干扰啼的极 谱 测 定
.

但

根据琉基棉对这些离子吸附性能的不同以及洗脱性能的差异
,

选 择适 当的富集
、

洗脱及处

理条件即可消除 其 干 扰
.

F e
, ‘ 、

A l, ‘ 、

K
‘ 、

N a + ,

N i 竺
+ 、

Z n
’ + 、

H g
巴 ‘ 、

C u , 十 、

M o ( 矶 )

等在 ZN 盐酸介质中不为琉基棉所吸附
.

Bi
3 ‘

在 ZN 盐酸介质中吸附 率 为 20 %
,

Sb
’ ‘

为

1 0 0%
,

但吸附后的 B i
、

S b 均可用 6N H C I 洗脱
.

A , 、

P t
、

S e 等离子 经 } IB r 处 理 后 可

消除其干扰
.

经筑基棉富集
、

洗脱并用 H Br 处理后
,

常见干扰离子对磅测定的影 响 即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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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 (见表 2 )
.

表 2 干拢离子对啼测定的影响 (蹄加入 5
.

0 毫微克 )

_

_ 鲍丝一⋯二二!
一

互毕率子卯燮些
)

阵二一⋯
_

一

11)i经丝里i募微克)]
”.2 }

.

上⋯二一里至翌
一

卜塑丝翌
一

卜
一

l理
5 一 5 { 5 { 5

S e

(W ) Pt(W ) } B l ” 十

一旦
一

{少
5

.

2 { 4 4
.

8 } 4

试验结果表明
,

大量的常见离子及千 倍 的 Sb ”
、

A 。 , 卜 、

W ( VI )
、

M o ( VI )
、

V ( V )
、

S , (Iv )
、

Pt (Iv )
、

Bi
” ‘

均不干扰啼的测定
,

已满足水样测定的要求
.

为了验证分析方法的可靠性
,

作者按资料 2 ) 的海水配方
,

合成了啼含量为 1
.

0 毫微

克/ 升的人工海水
.

经本法测定的磅含量为 1
.

1 毫微克/ 升
,

证明海水中其它元素不干扰啼

的测定 (见表 4 )
.

(五 ) 水样分析

1
.

海水 (或地下温泉水 )

海水取样后用盐酸酸化
.

量取 2 0 0 0 毫升通过 0
.

45 微米微孔滤膜抽滤的海水 (或地下

温泉水) 于 5 升带下口的玻璃瓶中
,

加入 1 , 0 00 毫升 6 N 盐酸
,

摇匀
,

让其 通 过 0
.

15 克

琉基棉
.

流完后用 20 毫升 6 N 盐酸清洗
,

取下琉基棉管
,

吹掉酸液
,

以少量蒸馏 水 吹 洗

两次
,

最后用 3 毫升硝酸分 3 次小心将吸附在琉基棉上的磅洗脱于小烧杯中(预先加入 0
.

5

毫升 9. 7 M H
:

5 0
4

和 0
.

5 毫升 H C IO
4

)
.

将其置于低温 电热板上加 热 (温 度 不 宜 超 过

1 2 0
0

C ) 至 H C IO
4

冒烟
,

加 5 滴 H B r ,

继续蒸至 IIC IO
‘

冒烟尽
.

然后升温 至 H
Z
S O

‘

刚

冒烟即取下
,

冷却
,

加入 5 毫升混合底液进行极谱测定
.

测量峰高
,

用工作曲线法定 鼠
.

2
.

江水
、

自来水

量取酸化后经脱脂棉过滤的水样 1 , 0 00 毫升于 2 升分液漏斗
一

中
,

加入 5 00 毫升 6 N 盐

酸
,

摇匀
,

让其通过 0
.

1 克琉基棉
,

其它步骤同上
.

各种水样的分析数据列于表 3
.

表 3 水样分析结果
井

各种水样 南海水
东

1 号

闽江水

蹄 含 量
(毫微克/升 )

海

l

一
一

⋯

水

2 号

福州 自来水 地下温泉水

< 0
.

3

.
表中所列数据均为二次以上测定平均值

.

经测定
,

南海海水中啼含量为 s x lo
一 ‘ 。

克 / 升
,

东海海 水 为 4 一 7 X 10
一 ‘ 。

克/ 升
.

关于海水中磅的含量国际上至今尚未有定量数据
,

可能是 由于缺乏灵敏度可靠的超痕量啼

分析方法之故
〔3 〕 .

本文作者首次定量分析了海水中的谛含量
,

填补了海洋地球化学 中啼

含量的空白
.

我们的数据证明海水 中啼的含量 (、 1。
一 ’ “

克/ 升) 较文献〔8 〕中关 于 啼 含

2) H a r , e y
.

H
.

W
. ,

李法西译
,

海洋译丛
,

2 (196 4 )
,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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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估算 (、 1 0
一 ’

克/ 升 ) 约低 2 个数量级
.

(六 ) 回收率和精密度试验

取经本法测定磅含 量 为 2
.

4 X 10
一 ’

克 / 升 的 自来 水
、

4 x lo
一
“

,

克 / 升 的 海 水 以 及

< 3 x 10
一 ‘ 。

克 /升的地下温泉 水 1 升
,

分 别 加 入 1
.

0
、

3
.

O x 10
一 ’

克 T e/ 升和 3
.

0 x 1 0
一 ’

克 T e/ 升
,

进行回收率试验
,

结果列于表 4
.

由表可知回收率在 73 一 1 20 %之间
.

表 4 蹄的回收式验

水 样

回收量(毫微克 )

回收率 (拓)
洲

一

竺
0 {7 3 7 3 ! 9 3

州⋯
8 }1 0 0 1

海 水

2
.

4 } 2
.

2 { 2
.

2 } 2
.

5 } 2
.

。 { 3
.

0

模拟海水 { 空兰上二⋯
{些i⋯三

一

黔州
下

⋯
}, 0 一1 0 0 }1 2 0 1

地下温泉水

1
.

1 } 1
.

0

竺卜
3

一
1

1。。

⋯
1 0 3

精密度试验结果列于表 5 ,

本法的变更系数 < 10 %
.

表 5 方法精密度式验

测定次数

1
一

升江水含磅
(毫微克)

1 升自来水含哪
(毫微克)

标准偏差 变更系数男

n己��勺
.
�
.

厅叮‘.

压二{
一

画⋯⋯巫二1 2
·

2 } 2
·

3 3 t 士 0
·

1 8

11111 222 333 444 { 555

艺艺
.

555 2
.

666 3
.

111 3
.

111 Z 777
些⋯
兰竺⋯
2

·

3 3 {

二
、

讨 论

�

兴甲
�
婚彗

v ( V 5 1 !g ,

图 。 石帝的催化极谱波

( l) —
2

.

8M H C I 一2多NH O
: H

一 0
。

0 0 5男聚

乙烯醇
;

(2 ) —
( 1 ) + R e (租) ;

( 3 )
—

( 1 ) + T e ( l 微克 / 5 毫升 )
;

(4 ) — ( 1 ) + R d (租 ) + T
e
(5毫克/ 5 毫升 )

.

微量啼在盐酸
一
高徕酸按

一
盐酸经胺

一
聚乙 烯 醇

介质中产生一个灵敏度很高的极谱波
,

呈尖锐的峰

形 (见图 9 )
.

有 R e ( 呱 ) 存在产生的极谱波 比无

R e (孤 ) 时峰高增加约 5 千倍
,

说明此极谱 波 具 有

催化性质
.

为了验证此催化波的特性
,

我们做了汞

柱高
,

温度的影响
,

以及电毛细管曲线等试验
.

汞

柱高度对啼峰高无甚影响
,

证明此波具有动力波的

特征
.

温度对啼徕催化波的影响比较显 著
.

在 7一

1 7
“

C 电流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 在 17 一24

“

C 范围内

影响小
,

而 > 25
“

C 时峰高下降
,

可能此波 属 平 行

催化波
,

伴随着吸附现象
,

而在较高温度有脱附现

象
.

电毛细管曲线上在一0
.

7 伏左右 (谛徕催化 波

峰电位 ) 表面张力出现折点
,

这也说明电活性物质

吸附于滴汞电极表面
.

我们也进行了恒电位电解的实验
,

于谛徕催化

波最大电流处的电位 ( 一 0
.

73 伏 ) 上电解 3 小时
,

催化波降低 2 倍
.

实验说明是谛在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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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中在电极上被还原而消耗
,

因而电流下降
,

而不是徕本身在电极上被还原消耗
.

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与分析
,

我们认为可能的机理为
:

还原
T e (ly )

一
T e ( l ) 〔或有 T e (O )〕

岐化ZT e (l 珠病 催化
T e ( lV ) + T e (O )

电极反应
,

化学反应
.

盐酸是作为支持电解质
,

同时也作为啼的络合剂
,

啼易生成氯化络合 物 (T e
CI 沙

.

因

此
,

在盐酸介质中
,

比在硫酸介质中啼催化波的灵敏度增高
,

这可能是啼的氯化络合物更

易于在 电极上吸附
、

还原之故
.

谛在电极上从四价还原到低价(二价或 零 价 )
,

而 T e ( I )

会产生岐化反应转变为 T e( W )及 T e( O )
〔’〕 .

R e O
‘ 一

的存在能大大地催化 T e ( l )的岐 化

反应
〔’ 。’ ,

使之不断产生 T e (w )
,

又在电极上还原
,

这样来回循环使电流大大 增 加
.

用

R e O 二作催化剂
,

在低含量时 R 。的浓度与此催化波成比例关系
,

已有报道利用此 催 化 波

对 R e 进行了分析
.

根据平行催化波的方程式
〔’ ‘〕 :

= 了 Z k 〔O
x

〕才
化一徽蛆一扩

我们计算了化学反应的速率常数
,

求得 k
、 : Z o C 。 二 7

.

2 X 10
。

升 / 克分子
·

秒
.

k 值 很 大
,

说明化学反应进行得极快
,

因而在此体系中产生的催化电流也就特别高
.

盐酸轻胺的作用我们认为可能是它促进了低价啼氧化为四价啼的化学反应过程
,

因为

当无盐酸羚胺而只有 R e (孤 )存在时亦有催化波的产生
,

说明 R e (孤 )的存在是产生催化 波

的必要条件
,
而在 R e (现 )存在下

,

加入盐酸经胺会使催化波增高
,

对灵敏度的提高 有 好

处
.

二亡 李七 二吞
一

、 二曰 卜口

在 。
.

1一g
.

oM盐酸酸度下
,

琉基棉对 0
.

25 一 1 00 p Pt 蹄能定量吸附
,

并为浓硝酸所 洗

脱
.

于 0
.

28 M H CI
一2 % N H

:
O H

·

H CI
一1

.

6 微克 /毫升 R e (孤 )一 0
.

00 5 %聚乙烯醇介质 中 可

获得灵敏度很高的峰形谛催化波
,

探讨了此催化波 的 机理
.

利 用 此 催 化 波 可 以 检 出

9 火 1 0
一

”M的啼
.

常见的大多数离子对测定无干扰
.

建立了琉基棉富集
一
催化极谱法 测 定

超痕量谛 (o
、 x
一 1 0 p Pt ) 的方法

.

方法简易
,

选 择性好
,

此法可望成为目前测定啼的最灵

敏的方法之一
,

并成功地用于各种天然水本底值的测定
.

首次定量分析了海水中啼的含量
,

经测定南海和东海海水中的啼为 1 0
一 ’ 0

克 / 升数量级
,

较海洋地球化学估算值约低二 个 数

量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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