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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中的化学形态（第2版）》系统介绍了日常形态分析工作中使用的各种方法，阐述了不同
环境介质中的各种化学形态，总结了形态分析科学的近期发展，并探讨了这一学科的未来研究趋势。
《环境中的化学形态（第2版）》力求提供给读者形态分析工作中最新文献及研究动态，对深入了解
形态分析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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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当今科学界已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对健康的威胁、毒性和生物可用性的评价不是取决
于元素的总量，而是由元素特定化学形态决定的。
因此，我们可以预计到科学界对化学形态的研究兴趣也会日益浓厚。
然而目前关于这一领域的文献并不充分，并且大部分综述、会议论文和书籍也都是1980年以前出版的
（本章最后的拓展材料中列出了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文献）。
本部分的目的是为读者介绍一些可供选择的实验策略，这些方法常用于研究无机化学形态分析的两种
特定类别，也就是：（1）给定样品中某一特定形态的测定，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2）给定样
品中元素形态分布或丰度的研究，对同一元素不同形态的分布（或丰度）给出数学描述（参见第1章
有关“形态”的定义）。
元素形态浓度的测定比元素总量的测定更具挑战性，这是因为：（1）将感兴趣的元素形态从复杂基
体中分离出来存在着一定难度；（2）目前所使用的大部分形态分析技术，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所
研究系统中化学形态间的平衡关系；（3）对于超痕量级别的元素形态，几乎没有什么分析方法能够
达到所要求的灵敏度；（4）通常难于获得适用的标准物质。
随着基体的不同，形态分析所面对的困难往往也不同，例如，通常使用不同的形态分析方法来分析水
体、生物材料或土壤／沉积物这些不同的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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