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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的《预防医学技术》适用于报考预防医学技术的理化
检验技术专业（士、师、中级）、微生物检验技术专（士、师、中级）、消毒技术专业（中级）资格
的人员。
全书内容分为卫生理化检验专业资格考试导、微生物检验专业资格考试指导、消毒专业资格考试指导
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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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原子发射光谱法　　1.基本原理 样品中的待测元素在外来能量（如热能和电能等）的作用
下，经原子化离解成为游离基态原子，生成的游离基态原子又吸收外来能量，由基态变成激发态；当
由激发态返回基态时，释放出吸收的能量。
以光能形式释放的能量就产生特征发射光谱，在一定条件下，发射的光谱强度与样品中生成的游离基
态原子浓度成正比，即与样品中的待测元素的浓度成正比。
根据发射光谱的特征谱线进行定性分析，发射谱线的强度进行定量分析。
　　2.原子发射光谱法的特征 原子发射光谱法是一种可以同时做多元素测定的成分分析方法，可对70
多种金属元素和一些非金属元素如P、Si、As、C、B等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现在应用最广的是电感耦合等离子体(ICP)发射光谱法，简称为感耦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AES)。
　　（三）感耦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与经典的原子发射光谱法比较，ICP-AES具有显著的优点，
其测定的灵敏度、精密度和准确度均优于经典法。
因此，现在已替代了经典法。
　　感耦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的基本构造主要由感耦等离子体炬（光源）、分光系统和检测系统组成
。
　　1.光源 其作用是将试样中的待测物离解成游离基态原子，并被激发成激发态，当回到基态时发射
出该原子的特征发射光谱，供测定。
　　感耦等离子体炬是感耦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的关键组成部分，它的性能决定着测定的优劣。
它主要由样品雾化装置、等离子体(ICP)矩管及高频发生器等组成。
雾化装置通常由气动雾化器和去溶剂器等组成。
采用蠕动泵控制提升，不仅可以减少溶液物理性质（特别是密度和黏度）对吸人量及产生的气溶胶颗
粒大小分布的影响，而且可以更有效地单独选择吸人量以与ICP系统相匹配，实现进样自动化。
由雾化装置将样品溶液雾化成微小液滴，在去溶剂器中，液滴经脱溶剂干燥生成固体微粒，完成原子
化的第一步；然后，由载气（氩气）送入ICP炬管。
样品微粒在ICP炬焰的高温下灰化和原子化，形成游离基态原子，并被激发而发射出原子发射光谱。
　　ICP炬管是一个三层同心石英管，内层由载气（氩气）送人试样气溶胶，中层输入辅助气（氩气
），起维持等离子体的作用；外层通人冷却气（氩气），以保护石英管不被高温烧坏。
炬管上端外面围绕着感应圈（内通冷却水），它与高频发生器相连。
当高频电流流过感应圈时，在炬管的轴线方向上形成高频电磁场；氩气在高频电磁场的作用下，当引
入电子（称作点火）时，发生电离。
当带电粒子达到足够的导电率时，就产生一股垂直于管轴方向的环形涡电流。
这股几百安培的感应电流瞬间将气体加热到近万度的高温，并在管口形成一个火焰状的高温感耦等离
子体炬焰。
　　感耦等离子体炬焰的检测能力强，除温度高外，待测元素的原子在ICP中滞留的时间较长也是主
要原因之一。
经测定计算，滞留时间可达数毫秒。
由于滞留时间长，原子有更多的机会受激发和发射，产生更强的发射光谱。
通常比普通火焰光源强数十倍。
加上ICP的环形通道、惰性气氛以及自吸现象小等特点，因而，它具有检出限低、基体效应小、线性
范围宽等优点。
　　2.分光系统 作用是将光源的复合光（包括特征光谱和光源的连续光谱）中所需的单色光（分析线
）分离出来，供测定用。
ICP-AES仪的分光系统通常采用光栅光谱仪，有的仪器也采用光栅和棱镜两套光谱仪，光栅光谱仪用
于紫外光，棱镜光谱仪用于可见光。
　　3.检测系统 作用是将需要检测的谱线强度（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经放大后以吸光度、峰高、
峰面积或浓度等形式显示出来和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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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仪器多数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自动控制和操作。
ICP-AES仪的检测系统通常采用固态检测器，它是由光电转换元件（硅光电二极管）和电信号读出电
路组成，如二极管陈列检测器(PDA)、电荷耦合检测器(CCD)、分段电荷耦合检测器(SCD)和电荷注入
检测器(CID)等。
　　⋯⋯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预防医学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