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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分光光度法对食盐中碘含量进行定量分析。对反应条件进行试验及优化,得最佳测定条

件为: 测定波长565nm , 0. 5mo l/ L 盐酸2. 00mL、3%双氧水 3. 00mL、10g/ L 淀粉 1. 00m L, 显色时间 10min。

在此条件下测得碘含量为 29. 32mg/ kg , 符合国家标准。本方法操作简便, 可靠,重现性好,专属性强,具有

广泛的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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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碘是一个有多种形态的非金属元素,具有极强的亲生物性和高活动性,易氧化还原、易挥发和

易吸附等特点。碘是人体内合成甲状腺素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也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成分。为

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国家规定食用盐中必须加碘,且严格控制碘的加入量,因而对于食用盐中

碘含量的测定十分重要 [ 1—5]。

食盐含碘量的测定方法有多种, 如滴定分析法、吸光光度法、荧光及化学发射光谱法、离子选择

电极法、极谱法、色谱法和专用测碘仪法等[ 6—9]。本文从选择性好, 操作简单方面考虑,采用双氧水

氧化比色法测定食用盐中碘的含量。

2　实验部分

2. 1　试剂与仪器

721 分光光度计(上海分析仪器厂) ; 1. 0kW 电子万用炉(上虞市道墟立明公路仪器厂) ;

JM 51020型电子天平(余姚纪铭称重校验设备有限公司)。

100�g / mL 碘化钾, 10g / L 可溶性淀粉, 3%过氧化氢, 0. 5moL/ L 盐酸,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碘化钾标准溶液( 100�g/ mL) :准确称取碘化钾 0. 1g (精确至 0. 0001g)于 100mL 烧杯中,加水

溶解,转移至 1L 棕色容量瓶中,用水定容,摇匀 (用时新配)。

本实验用水均为三级蒸馏水。

2. 2　实验方法

移取碘化钾标准溶液以及食用盐样品溶液于 50mL 容量瓶中, 经盐酸酸化; 加入过氧化氢溶



液,将碘离子还原为碘单质;加入淀粉溶液显色,用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 显色稳定后测其吸光度。

2. 2. 1　校准曲线的绘制

准确移取碘化钾标准溶液于 50mL 容量瓶中, 按实验方法测定其吸光度,并以标液浓度为横坐

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线,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2. 2. 2　样品的测定

准确称取食盐试样 10g(精确至 0. 0001g)于 50mL 烧杯中,用水溶解,并定容于 50mL 容量瓶

中,按实验方法测其吸光度。根据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计算碘含量。

2. 2. 3　结果计算

利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计算样品的碘含量。

3　结果与讨论

3. 1　最佳盐酸用量的确定

从原理可知本试验需在酸性条件下进行,改变溶液的酸度,将对测定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通过

改变 0. 5mol/ L 盐酸加入量来改变溶液的酸度。通过对一系列不同盐酸用量的溶液进行测定,测定

结果见表 1。
表 1　盐酸用量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盐酸用量( mL) 0. 20 0. 40 0. 60 0. 80 1. 00 1. 20 1. 40 1. 60 1. 80 2. 00 2. 20 2. 40 2. 60 2. 80 3. 00

吸光度A 0. 274 0. 297 0. 302 0. 327 0. 351 0. 373 0. 404 0. 432 0. 463 0. 498 0. 500 0. 502 0. 503 0. 504 0. 505

　　从结果可得, 盐酸最佳用量为 2. 00mL 时。此时吸光度值趋于稳定,结果可靠。

3. 2　最佳还原剂用量的确定

由于不同样品碘含量千差万别, 氧化剂用量对测定结果有很大影响, 须考虑氧化剂的最佳用

量。由于 30%的双氧水溶液危险性较大、容易灼烧皮肤;且食盐中碘的含量较少,若用 30%的双氧

水,所需的用量很少,容易产生操作误差导致准确度不高。故选用 3%的双氧水作为氧化剂。结合国

家规定的食盐中碘含量,选择加入 3%双氧水,测定结果见表 2。

表 2　双氧水用量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双氧水用量( mL ) 1. 00 1. 20 1. 40 1. 60 1. 80 2. 00 2. 20 2. 40 2. 60 2. 80 3. 00 3. 20 3. 40 3. 60 3. 80

吸光度A 0. 464 0. 483 0. 505 0. 514 0. 520 0. 527 0. 538 0. 546 0. 584 0. 612 0. 614 0. 615 0. 617 0. 618 0. 619

　　结果表明,双氧水加入量在大于 2. 80mL 以后,吸光度稳定, 说明样品中的碘已全部氧化,测定

结果可靠。选择 3%双氧水 3. 00mL 为最佳用量。

3. 3　最佳显色剂用量的确定

显色剂用量会使得溶液颜色的深浅有所不同。在一定范围内溶液的颜色与显色剂用量无关。为

减少误差,保证数据的准确,须确定显色剂的最佳用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分别加入不同量

的 10g / L 淀粉溶液, 测其吸光度,结果见表 3。
表 3　显色剂用量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淀粉用量( mL) 0. 10 0. 20 0. 30 0. 40 0. 50 0. 60 0. 70 0. 80 0. 90 1. 00 1. 10 1. 20 1. 30 1. 40 1. 50

吸光度A 0. 382 0. 391 0. 400 0. 427 0. 441 0. 464 0. 470 0. 486 0. 495 0. 499 0. 499 0. 501 0. 500 0. 501 0.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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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加入淀粉溶液体积的增大, 吸光度值也相应增大。当加入 1. 00mL 淀粉时,溶液的吸光度

稳定,故选取淀粉溶液最佳用量为 1. 00mL。

3. 4　最佳显色时间的确定

由于碘的特殊性, 要求显色时间要恰到好处,时间短显色不完全;时间长碘易升华损失,使得测

定结果不准确。选取不同的显色时间,测其吸光度, 结果见表 4。

表 4　显色时间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显色时间( min)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吸光度 A 0. 488 0. 633 0. 635 0. 636 0. 613 0. 589 0. 568 0. 542 0. 523 0. 500 0. 474 0. 456

　　测定结果表明用本法测定碘离子含量时,在前 20m in 内显色较稳定,由于碘的不稳定性,显色

时间越长,越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使得吸光度值下降。所以,为了测得结果的准确性,选择显色时间

10m in 为最佳显色时间。

3. 5　测定结果

3. 5. 1　校准曲线

以碘化钾溶液为标准, 按实验方法( 2. 2)配制标准系列,在最大吸收波长 565nm 处, 用 2cm 比

色皿测其吸光度, 相关记录见表 5。

表 5　校准曲线绘制的有关数据记录

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标液体积 V( mL) 0. 00 1. 00 2. 00 2. 50 3. 00 3. 50 4. 00 4. 50 5. 00

标液浓度 C( �g/ mL) 0. 00 2. 00 4. 00 5. 00 6. 00 7. 00 8. 00 9. 00 10. 00

吸光度 A 0. 000 0. 162 0. 328 0. 412 0. 494 0. 576 0. 659 0. 741 0. 826

　　利用Q 检验法对所测数据进行可疑值分析。检验后得到以上数据均可信。建立浓度与吸光度

的回归方程: A= 0. 0826C- 0. 0017,相关系数 r= 1. 0000。

3. 5. 2　食盐样品的测定

根据上述实验讨论得到的最佳测定条件对食盐样品进行测定,结果见表 6。

表 6　食盐样品测定数据

编号 1# 2# 3#

称取食盐样品质量( g) 10. 0865 10. 1073 10. 1294

吸光度 A 0. 486 0. 486 0. 486 0. 488 0. 488 0. 489 0. 490 0. 489 0. 490

平均吸光度( A- ) 0. 486 0. 488 0. 490

样液中碘含量( �g/m L) 5. 9044 5. 9286 5. 9528

食盐样品中碘含量( mg/ kg) 29. 27 29. 32 29. 38

食盐样品中碘平均含量( mg/ kg) 29. 32

　　测定样品得到的吸光度,根据校准曲线的回归方程计算出该食盐样品中碘的浓度,对数据进行

处理后,得到该食盐样品中碘含量为 29. 32mg / kg。

4　结论
最佳的实验条件:测定波长 565nm , 0. 5mol/ L 盐酸、3%的双氧水和 10g/ L 淀粉溶液的加入体

积分别为 2. 00mL、3. 00mL、1. 00mL 最佳,而显色时间 10m in最佳。在此条件下碘含量的测定数据

稳定,曲线趋于平直,可减小误差,方便操作。

国标中规定食盐中碘含量的测定方法为直接滴定法, 该方法准确度高,但操作过程比较繁

1780 光谱实验室 第 28 卷



琐
[ 10 ]
。本实验选用双氧水氧化比色法测定食盐中的碘含量。此方法简便,分析成本低,且应用范围

较广。作为普通化学教学实验还具有低污染和贴近日常生活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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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Iodine in Salt by Spectrophot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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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content of iodine in salt w as quant itat ively analyzed by spectrophotometry. The

react ion condit ions w ere tested and opt im ized, and opt imal reaction conditions w ere obtained as

follow s: detect ion w avelength of 565nm, 0. 5mol/ L HCl dosage of 2. 00mL, 3% hydrogen perox ide

dosage of 3. 00mL, 10g / L starch dosage of 1. 00mL, colorat ion time of 10min and the iodine content of

29. 32mg / kg under the condit ions, that met national standard. T he method is convenient , accurate,

pract icable, and has good reproducibility and good specif icity, that has same advantages and pract 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Iodine; Spectrophotometry; Salt ; Hydrogen Perox 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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