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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硝普钠（ＳＮＰ）与头孢克肟（ＣＥＦ）之间的显色反应机理，确定了最佳反应
条件，建立了一种测定ＣＥＦ的新方法。结果表明：在 ＮａＯＨ 溶液浓度为０．１７ｍｏｌ／Ｌ
的碱性介质中，控制温度４０℃，反应３０ｍｉｎ，ＣＥＦ与ＳＮＰ以１∶２化学计量比生成一种
含亚硝基的红褐色化合物，最大吸收波长为５３０ｎｍ，表观摩尔吸光系数ε＝１．９６×１０３

Ｌ／（ｍｏｌ·ｃｍ）。ＣＥＦ的浓度在０．８～４００μｇ／ｍＬ范围内服从比耳定律，线性相关系数为

０．９９９１，检测限（３σ／ｋ）为０．４８μ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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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克肟（ＣＥＦ）又名氨噻肟烯头孢菌素，是广谱、高效的第三代抗生素，其对细菌的β－内酰胺酶十分稳

定［１］，在临床上具有广泛的应用。目前报道的测定ＣＥＦ含量的方法主要有高效液相色谱法［２－３］、荧光法［４］、分

光光度法［５］、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原子吸收光谱法［７］，高效毛细管电泳法［８］等。

本文根据硝普钠（ＳＮＰ）分子中的亚硝基（－ＮＯ）具有亲电性［９］，研究了ＳＮＰ与ＣＥＦ的显色反应条件及

机理。结果表明：ＣＥＦ与ＳＮＰ反应生成化学计量比为１∶２的产物，λｍａｘ＝５３０ｎｍ，据此，建立了分光光度法测

定ＣＥＦ的新方法。与上述文献方法相比，该方法不需要价格较贵的仪器或设备，适合于常规实验室的普遍推

广与应用，具有操作简便、成本低、重现性好等特点，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仪器和试剂

Ｔ６型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ＣＳ－５０１超级恒温仪（重庆实验设

备厂）。

ＳＮＰ溶液（其中ＳＮＰ和ＮａＯＨ浓度分别为５．６×１０－２　ｍｏｌ／Ｌ和０．４２ｍｏｌ／Ｌ）：将１０％（ｍ／Ｖ）ＳＮＰ（分析

纯，北京化工厂）溶液、１０％（ｍ／Ｖ）铁氰化钾（分析纯，天津市化学试剂一厂）溶液及１０％（ｍ／Ｖ）氢氧化钠（分
析纯，天津市化学试剂三厂）溶液与水按体积比１∶１∶１∶３于塑料瓶中均匀混合后，避光保存；其他所用试剂均

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蒸馏水。

ＣＥＦ分散片由广东先强药业有限公司提供。

１．２　实验方法

准确移取１．００ｍＬ　１．００ｍｇ／ｍＬ的ＣＥＦ于１２．５ｍＬ比色管中，再加入５．００ｍＬ　ＳＮＰ溶液，用蒸馏水稀

释至刻度，摇匀后放入超级恒温仪中，控制温度４０℃，反应３０ｍｉｎ，取出后立即以试剂空白为参比，在光度计

上于５３０ｎｍ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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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吸收光谱

图１　吸收光谱

Ｆｉｇ．１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ａ．ＣＥＦ；ｂ．ＳＮＰ；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ＣＥＦ　ａｎｄ　ＳＮＰ．

按照实 验 方 法，以 蒸 馏 水 为 参 比，分 别 测 得ＣＥＦ（ａ）、

ＳＮＰ（ｂ）的吸收光谱，以及以试剂ＳＮＰ空白为参比测得产物

的吸收光谱（ｃ）如图１所示。结果表明，反应产物的最大吸

收波长位于５３０ｎｍ，而在５００～７５０ｎｍ范围内，ＣＥＦ与ＳＮＰ
几乎没有吸收。为消除试剂空白的影响，选择以试剂空白

为参比测定吸光度。

２．２　ＳＮＰ用量的影响

按１．２节测定了显色剂ＳＮＰ用量对吸光度的影响。结

果表明，溶液的吸光度随ＳＮＰ的用量增加而呈线性关系增

加。当ＳＮＰ用量为５．００ｍＬ时，溶液的吸光度已不再随其

用量增加而变化，因此选择ＳＮＰ加入量为５．００ｍＬ。

２．３　反应机理推断及ＮａＯＨ用量的影响

应用摩尔比法和斜率比法测定ＳＮＰ和ＣＥＦ反应物的组成。结果表明ＣＥＦ与ＳＮＰ的反应化学计量

比为１∶２。基于ＳＮＰ分子结构中含有的亚 硝 基（－ＮＯ）具 有 亲 电 性［９］，在 碱 性 溶 液 中，可 与 亲 核 试 剂 反

应，最终生成有颜色的Ｎ－亚硝基类化合物［１０］。由此可以推断ＣＥＦ和ＳＮＰ的反应机理如下：

由于所配制的显色剂ＳＮＰ溶液中本身含有０．４２ｍｏｌ／Ｌ的ＮａＯＨ，且依据ＯＨ－ 能与ＳＮＰ中缺电子

中心基团（－ＮＯ）反 应 形 成［Ｆｅ（ＣＮ）５ＮＯ（ＯＨ）］３－ ［１１］，为 此 按 照１．２节 方 法，又 试 验 了 外 加 ＮａＯＨ 对

ＳＮＰ和ＣＥＦ显色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吸光度随着外加ＮａＯＨ用量的增加而下降。其原因正可能是

由于随溶液中ＮａＯＨ浓度增大，ＯＨ－ 与ＳＮＰ反应形成［Ｆｅ（ＣＮ）５ＮＯ（ＯＨ）］３－ 的能力增强，降低了ＣＥＦ
分子中的亲核基团（胺基）与－ＮＯ发生亲核反应的能力，从而使吸光度降低。

２．４　反应温度和时间的影响

按照１．２方法，控制反应时间为３０ｍｉｎ，分别测定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和６０℃时溶液的吸光度值，结

果表明当温度为４０℃时，吸光度已出现一极大值；对于５０℃时吸光度降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ＳＮＰ在较

高温度下容易分解所致；６０℃时吸光度又明显增大的原因是由于ＳＮＰ分解形成了Ｆｅ（ＯＨ）３［１２］沉淀，从

而发生光散射使吸光度增大，与观察到比色管中生成了红棕色的沉淀的实验现象相符。
其他条件同上，固定反应温度为４０℃，分别测定ＣＥＦ与ＳＮＰ反应（加热）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

４５、５０ｍｉｎ时的生成物的吸光度，结果表明当反应（加热）时间为３０ｍｉｎ时，溶液的吸光度至少２０ｍｉｎ内

基本保持不变。因此选择反应时间３０ｍｉｎ，反应温度４０℃为最佳反应条件。

２．５　标准曲线的绘制

按照实验方法配制系列浓度的ＣＥＦ标准溶液，按照１．２节分别测定其吸光度，以ＣＥＦ的浓度为横坐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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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工作曲线。结果表明，ＣＥＦ浓度在０．８～４００μｇ／ｍＬ范围内与吸光度成良

好的线性关系，线 性 回 归 方 程 为：ｙ＝－０．０１３７８＋０．００４６３ｃ（μｇ／ｍＬ），线 性 相 关 系 数 为０．９９９１，检 测 限

（３σ／ｋ）为０．４８μｇ／ｍＬ。

２．６　共存组分的影响

控制测量误差在±５％之内，对药物的一些常见赋形剂（淀粉、葡萄糖、柠檬酸、精氨酸）进行了干扰影

响的测定。结果表明：葡萄糖（５％），淀粉（２％），柠檬酸（１０μｇ／ｍＬ）的存在对ＣＥＦ的测定没有干扰；精氨

酸（２０μｇ／ｍＬ）对ＣＥＦ的测定有干扰，这是因为精氨酸与ＳＮＰ发生反应生成了Ｎ－亚硝基胺。以上各组分

均未进行更高倍数的干扰试验。

２．７　样品制备与分析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ＣＥＦ分散片（广东先强药业有限公司提供 ）相当于０．１ｇ　ＣＥＦ，溶解定容于１００
ｍＬ容量瓶中，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匀，配成１．０ｍｇ／ｍＬ试液，４℃避光保存。采用标准加入法，按照

实验方法对ＣＥＦ样品进行加标回收测定。结果见表１。
表１　样品及回收率测定（ｎ＝５）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ｎ＝５）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μｇ／ｍ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μｇ／ｍＬ）

Ａｄｄｅｄ
（μｇ／ｍＬ）

Ｆｏｕｎｄ
（μｇ／ｍ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ＲＳＤ
（％）

１　 ４０．００　 ３９．９８　 ４．００　 ４３．９５　 ９９．２　 ０．８１

２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２　 ８．００　 ４８．１７　 １０１．９　 ０．５７

３　 ４０．００　 ３９．９９　 １２．００　 ４１．８８　 ９９．１　 ０．６３

４　 ８０．００　 ７９．９８　 ４．００　 ８４．０６　 １０２．０　 ０．７８

５　 ８０．００　 ７９．９７　 ８．００　 ８７．９３　 ９９．５　 ０．６９

６　 ８０．００　 ８０．１０　 １２．００　 ９２．０７　 ９９．８　 ０．５３

３　结论

本文研究了ＳＮＰ与ＣＥＦ之间显色反应的条件及机理，建立了以ＳＮＰ为显色剂分光光度法测定ＣＥＦ
的新方法。该方法简便快速，可直接用于药物样品中ＣＥＦ含量的测定，结果满意。

参考文献：
［１］　ＣＨＥＮ　Ｘｉｎ－ｑｉａｎ（陈新 谦），ＪＩＮ　Ｙｏｕ－ｙｕ（金 有 豫）．Ｎｅｗ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新 编 药 物 学）［Ｍ］．Ｂｅｉｊｉｎｇ（北 京）：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ｅｓｓ（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５：５９．
［２］　Ｄｈｏｋａ　Ｍ　Ｖ，Ｓａｎｄａｇｅ　Ｓ　Ｊ，Ｄｕｍｂｒｅ　Ｓ　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ｏａ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２０１０，９３（２）：５３１．
［３］　ＳＨＥＮ　Ｊｉａｎ（沈　健），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ｇｕｏ（周建国）．Ｃｈｉｎａ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中国医药）［Ｊ］，２００８，１７（１４）：４３．
［４］　Ｂｕｋｈａｒｉ　Ｎ，Ａｌ－Ｗａｒｔｈａｎ　Ａ　Ａ，Ｗａｂａｉｄｕｒ　Ｓ　Ｍ，Ａｌ　Ｏｔｈｍａｎ，Ｚ，Ｊａｖｉｄ　Ｍ，Ｈａｉｄｅｒ　Ｓ．Ｓｅｎｓｏｒ　Ｌｅｔｔｅｒｓ［Ｊ］，２０１０，８（２）：２８０．
［５］　Ｄｈｏｋａ　Ｍａｄｈｕｒａ　Ｖ，Ｇａｗａｎｄｅ　Ｖａｎｄａｎａ　Ｔ，Ｊｏｓｈｉ　Ｐｒａｎａｖ　Ｐ，Ｇａｎｄｈｉ　Ｓａｎｔｏｓｈ　Ｖ，Ｐａｔｉｌ　Ｎｅｅｌａｍ　Ｇ．Ｈｉｎｄｕｓｔａｎ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Ｊ］，２００９，５１（１－４）：２９．
［６］　Ｍｅｎｇ　Ｆ，Ｃｈｅｎ　Ｘ　Ｙ，Ｚｅｎｇ　Ｙ　Ｌ，Ｚｈｏｎｇ　Ｄ　Ｆ．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Ｂ－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Ｊ］，２００５，８１９（２）：２７７．
［７］　ＷＡＮＧ　Ｓｈａｎｇ－ｚｈｉ（王尚芝），ＺＨＡＮＧ　Ｐｉｎｇ（张　萍），ＬＩＵ　Ｙｕｅ－ｃｈｅｎｇ（刘 月 成），ＷＡＮＧ　Ｈａｉ－ｑｉｎｇ（王 海 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ｒａｇｅ（化学分析计量）［Ｊ］，２０１１，２０（１）：６２．
［８］　Ｈｏｎｄａ　Ｓ，Ｔａｇａ　Ａ，Ｋａｋｅｈｉ　Ｋ，Ｋｏｄａ　Ｓ，Ｏｋａｍｏｔｏ　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１９９２，５９０（２）：３６４．
［９］　ＬＩＵ　Ｚｈｏｎｇ－ｑｕａｎ（柳 忠 全），ＬＩ　Ｒｕｉ（李　锐），ＷＵ　Ｌｏｎｇ－ｍｉｎ（吴 隆 民）．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有 机 化

学）［Ｊ］，２００４，２４（２）：２２４．
［１０］Ｌｅｅｕｗｅｎｋａｍｐ　Ｏ　Ｒ，Ｖａｎ　Ｂｅｎｎｅｅｋｏｍ　Ｗ　Ｐ，Ｂｕｌｔ　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Ｄｒｕ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１５：７８２．
［１１］Ｋａｔｚ　Ｎ　Ｅ，Ｂｌｅｓａ　Ｍ　Ａ，Ｏｌａｂｅ　Ｊ　Ａ，Ａｙｍｏｎｉｎｏ　Ｐ　Ｊ．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Ｊ］，１９８０，４２（４）：５８１．
［１２］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ａｇ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

公司）．Ｒｅａｇｅｎｔ　Ｍａｎｕａｌ（试剂手册）［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上海）：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１９０．

３２４



第３期 李宜轩 等：硝普钠分光光度法测定头孢克肟 第３０卷

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ｆｉｘｉｍｅ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ｄｉｕｍ　Ｎｉｔｒｏｐｒｕｓｓｉｄｅ

ＬＩ　Ｙｉ－ｘｕａｎ１，ＦＡＮ　Ｂｉｎｇ－ｌｉｎ２，ＬＩ　Ｑｕａｎ－ｍｉｎ＊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ｅ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ｎｘｉａｎｇ４５３００７；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ｎｘｉａｎｇ４５３００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ｈｒｏ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ｆｉｘｉｍｅ（ＣＥＦ）ａｎｄ　ｓｏｄｉｕｍ　ｎｉｔｒｏｐｒｕｓｓｉｄｅ（ＳＮＰ）ｗ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Ｆ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Ｆ　ａｎｄ　ＳＮ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１∶２ｉｎ　ａｎ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３０ｍｉｎ　ａｔ　４０℃．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ｍｏｌａｒ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ｉｔｙ　ｗａｓ　１．９６×１０３　Ｌ／ｍｏｌ·

ｃｍ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５３０ｎｍ．Ｂｅｅｒ’ｓ　ｌａｗ　ｗａｓ　ｗｅｌｌ　ｏｂｅｙｅｄ　ｗｈｅｎ　ＣＥ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ｉｎ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０．８－４００μｇ／ｍＬ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０．９９９１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３σ／ｋ）

ｗａｓ　０．４８μｇ／ｍ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ｄｉｕｍ　ｎｉｔｒｏｐｒｕｓｓｉ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Ｃｅｆｉｘｉｍｅ

“２０１４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在京召开

中国科学仪器行业的“达沃斯论坛”———２０１４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ＡＣＣＳＩ　２０１４）于４月１８日在北

京京仪大酒店召开。共有３００余位相关政府领导及业内专家、３００余位仪器企业负责人、４０家媒体及２００
余位其他有关机构代表出席了会议。ＡＣＣＳＩ　２０１４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中国仪

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仪器信息网（ｗｗｗ．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ｃｏｍ．ｃｎ）联合主办，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我要测

（ｗｗｗ．ｗｏｙａｏｃｅ．ｃｎ）协办。此外，本届年会还得到了中国化学会、中国颗粒学会、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

会、中国检验检疫学会、北京材料分析测试服务联盟、中国设计红星奖、化学试剂杂志的大力支持。
年会主办方特别邀请了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秘书长闫增序，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秘书长朱险峰，中科

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刘文清院士，仪器信息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刘向东做大会报告。
“企业高峰论坛”是ＡＣＣＳＩ多年来倾力打造的一个特色环节，今年的高峰论坛成功邀请到赛默飞、沃

特世、耶拿、天美、莱伯泰科、博纳艾杰尔等６家国内外知名科学仪器企业的高层，旨在通过领袖企业家们

的视角来审视和展望２０１４中国科学仪器行业的机遇与前景，给参会的同行业人士以更多的启示。

ＡＣＣＳＩ　２０１４精心开设８个分论坛，包括仪器及核心零部件研发论坛、国产科学仪器发展论坛、核磁技

术论坛、环境监测仪器技术论坛、食品检测标准与前沿技术论坛、化学试剂在分析测试领域的前沿应用论

坛、仪器及分析测试行业人才发展论坛、仪器买家供需见面会。
作为ＡＣＣＳＩ　２０１４的“重头戏”，年 会 主 办 方 颁 布 了１３项 大 奖，包 括：“２０１３科 学 仪 器 行 业 优 秀 新 产

品”、“２０１３科学仪器行业绿色仪器”、“２０１３科学仪器行业最受关注仪器”、“２０１３科学仪器行业最具影响

力厂商”、“２０１３科学仪器行业最佳网络营销厂商”、“２０１３科学仪器行业新锐企业”及“２０１３科学仪器行业

企业年度人物”、第一届“科学仪器研发特别贡献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届 ＡＣＣＳＩ首次特别增设了

“人物奖”，其中，“科学仪器行业企业年度人物”旨在为表彰奋斗在中国科学仪器产业第一线的企业领袖。
“科学仪器研发特别贡献奖”旨在鼓励多年来奋战在仪器研发第一线，为科学仪器行业技术创新做出突出

贡献的科研人员、企业研发人员。

（仪器信息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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