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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2
一

(5
一

澳一毗咙偶氮)一二乙氨基酚为整合剂
,

三抓甲烷为萃取剂
,

采用卡尔曼滤波和分光光度

法同时分析长江和嘉陵江现场采集的地表水样中 c u , ’ ,

c d , ’ ,

z n , ‘

和 Pb , ‘

的浓度
.

4 种金属离子的实验室

回收率在 91
.

0 % 一1 13
.

1% 之间 ; 比较长江
、

嘉陵江国控点例行监测数据
,

本方法具有较好的可比性和可靠

性
,

能直接应用于江河水样多种金属污染物的同时定量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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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

(5
一

澳
·

2
一

毗陡偶氮)一二乙氨基酚
.

卡尔曼滤波(KF) 是一种递推优化滤波算法
,

在混合体系的光谱分析中已广泛应用【’,2]
.

2
一

(5
一

澳
-

2
一

毗咤偶氮)一二乙氨基酚(5
一

Br
一

PA DAP) 为葡萄酒红色固体
,

可用作测定金属离子的显色试剂和鳌合

滴定的金属指示剂 [’
,

4 〕
.

本文应用卡尔曼滤波
一

分光光度法
,

以 2
一

(5
一

滨一毗吮偶氮)一二乙氨基酚(5
一

Br
一

PA D AP) 为金属鳌

合剂
,

在优化实验条件下
,

分析了铜
、

锡
、

锌和铅 4 种金属离子的标准混合水样
,

同时测试了长江和

嘉陵江现场采集的水样中这 4 种金属离子
.

1 实验方法

分别移取适量金属离子溶液置于 25
.

00 而 容量瓶中
,

依次加人 2
.

0耐 H , B0 3 一N a Z B 4 O 7
(pH

二 9
.

0)

缓冲溶液
,

0
.

50 m ll
.

0 9
·

l
一 ’
酒石酸溶液

,

5
.

0 m l 0
.

02 % 的 5
一

Br
一

PADAP 氯仿溶液
,

用去离子水定容至

25
.

oo ml
,

强震荡 Zm in
,

以试剂空白为参比
,

静置 30 m in
,

转人 1
.

oc m 石英比色皿
,

在 550 一565n m 区

间每隔 0
.

05
n m 用 肠m bda8 5o 分光光度计(PE 公司 )对鳌合物和参比进行吸光度测定

.

2 线性范围及相关系数

4 种金属离子鳌合物的线性分析范围
、

相关系数和摩尔吸光系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4 种金属离子光谱分析的线性范围
、

相关系数和摩尔吸光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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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干扰分析

根据文献 [ 5 〕
,

N a ‘ ,

K
‘ ,

NH扩
,

e a , ‘ ,

从, ‘ ,

M o 6 ‘ ,

M扩
‘ ,

No丁
,

el
一

和 Po :
一

等离子基本不

与 5
一

Br
一

PA DAP鳌合 ; 由文献 〔6〕和实验可知
,

以 5
一

Br
一

PAD AP 为显色剂的鳌合反应中
,

调节 pH 值

可控制 Bi , ‘ ,

C尸
‘ ,

Fe
, ‘ ,

se
, ‘ ,

H g“和 M n , ‘

等离子对测试的影响
.

实验表明
,

加人掩蔽剂酒石酸

可掩蔽 Fe , 十 ,

e o Z ‘

和 N i, +

等离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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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光度法同时测定长江
、

嘉陵江地表水中微量铜
、

锅
、

锌和铅

4 回收率

取不同浓度的金属离子配成混合液
,

用 KF
一

分光光度法进行分析
,

结果如表 2 所示
.

表 2 4 种金属离子标准混合液的 KF 分光光度法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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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际水域现场采样分析

聚乙烯器皿和玻璃容器均用 2
.

o m ol
·

l
一 ’

硝酸溶液浸泡 48h
,

再用去离子水冲洗后低温烘干
.

取现

场水样 200
.

onil 置于圆底烧瓶中
,

加人 5
.

0耐 浓硝酸消解
,

加热煮沸且蒸发至近干
,

用少量去离子水

溶解可溶盐
,

再过滤
.

冷却滤液转移至 50
.

Oml 容量瓶
,

用去离子水定容
、

振荡
、

摇匀备用
.

以长江
、

嘉陵江各水质监测国控点(符合 G B383 8一0 02 )的监测数据为参考
,

用本文的 KF/ 分光光

度法测试了长江(寸滩)
、

嘉陵江(磁器口和大溪沟)三个国控点附近采集的现场地表水
.

由于取样时

间与国控点采集的水样有差异
,

且长江
、

嘉陵江地表水中金属离子浓度随时都有变化f’〕
,

但大体上存

在一定规律性
.

因此
,

国控点监测数据主要用于考察本文分析结果的适应性
、

数量级范围和比例关

系
.

对比表 3 数据可知
,

这两种分析手段检出的4 种金属离子浓度基本处于同一数量级
,

同时具有相

似的变化比例
.

从金属离子的浓度可知
,

长江和嘉陵江水体属于 I类和 11 类水质
,

与重庆市环保局水

质监测 [ .〕结果一致
,

而且具有可比性

表 3 KF/ 分光光度法分析长江和嘉陵江地表水的监测数据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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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本文建立的 KF/ 分光光度法能适应江河环境水质定量分析的要求
,

且具有较好的精确

度
、

可靠性和实用方便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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