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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表面活性剂CTMAB 存在下, 维生素E 能够定量将Fe(Ⅲ)还原为Fe(Ⅱ)离子,利用显色剂

5-硝基-1, 10菲咯啉建立了间接分光光度法测定维生素E 的方法,在pH 4. 6 的乙酸-乙酸钠缓冲溶液中, Fe

( Ⅱ) -5-硝基-1, 10-菲咯啉络合物的最大吸收峰位于 502nm 处,维生素E 的含量在 0. 3—2. 0 mg·L - 1范围

内符合比耳定律, 表观摩尔吸光系数�502= 2. 43×104L·mo l- 1·cm- 1。本法用于维生素E 片剂、胶丸及注射

液中维生素E 含量的测定,与药典法对照, 2种方法所得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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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维生素E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能阻止不饱和脂肪酸受到过氧化作用的损伤,从而维持着不

饱和脂肪酸较多的细胞膜的完整性和正常功能;具有延缓衰老、预防大细胞性溶血性贫血作用; 还

与性器官和胚胎发育有关; 市场需求连年增长。有关它的测定方法已有不少报道,主要有高效液相

色谱法
[ 1]
、荧光分析法

[ 2]
、紫外光谱法

[ 3]
、单扫描示波极谱法

[ 4]
、分光光度法

[ 5]
、气相色谱法

[ 6]
等。本

文在表面活性剂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 CT MAB )存在下利用维生素 E 还原 Fe (Ⅲ) , 以

5-硝基-1, 10-菲咯啉为显色剂间接法测定维生素E。该方法简便、灵敏度高,可用于维生素E 胶丸、

片剂、注射液中维生素E 含量的测定。

2　实验部分

2. 1　仪器及试剂

UV 751GD型分光光度计(上海荆和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 pHS-2型酸度计(上海硕光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维生素E标准溶液: 准确称取维生素E 标样0. 2500g ,用无水乙醇溶解并定容到250mL 的棕色

容量瓶中,配成1. 0000g·L
- 1
的溶液。使用时用无水乙醇逐级稀释至20mg·L

- 1
,制得维生素E 标

准溶液。

Fe(Ⅲ)标准溶液 : 用NH4Fe( SO 4) 2·12H2O 配成含Fe(Ⅲ) 100mg·L
- 1的标准储备液,使用时

用水稀释成20mg·L
- 1标准液。

5-硝基-1, 10-菲咯啉: 7. 34×10- 3mo l·L - 1 ,用乙醇定容。



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CTMAB) : 10. 00g·L
- 1 ;

磷酸乙醇溶液:取浓磷酸3. 5mL, 用无水乙醇稀释至100mL 。

乙酸-乙酸钠: 乙酸钠40g·L - 1,配制后在酸度计上用6mol·L - 1乙酸溶液调至pH 为4. 6。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二次亚沸蒸馏水。

2. 2实验方法

于25mL 比色管中依次加入20mg·L
- 1
Fe(Ⅲ)标准溶液1. 0mL、pH4. 6的乙酸-乙酸钠缓冲溶

液 2. 0mL、适量维生素E 标准溶液或样品溶液、5-硝基-1, 10-菲咯啉乙醇溶1. 5mL、10. 00 g·L
- 1

CTMAB溶液2. 0mL, 每加一次试剂均摇匀,用水稀至刻度,摇匀。以试剂空白为参比,用1cm 比色

皿于波长502nm 处测定吸光度。

3　结果与讨论

图 1　吸收光谱

3. 1　吸收光谱

按照实验方法制得Fe(Ⅱ) -5-硝基-1, 10-菲咯啉有

色络合物,在400—600nm 波长范围内扫描得该络合物

的吸收曲线, 如图 1 所示, 络合物的最大吸收位于

502nm 波长处。实验选用502nm 为络合物测定波长。

3. 2　溶液酸度的选择

结果表明,溶液的pH 在2. 5—5. 4之间,有色络合

物的吸光度最大且稳定。pH4. 6乙酸-乙酸钠缓冲溶液

用量在2. 0—5. 0mL 之间时,体系灵敏度和稳定性最好。实验选择乙酸-乙酸钠缓冲溶液用量为2.

0mL。

3. 3　试剂用量选择

结果表明, 20mg·L
- 1
铁(Ⅲ)标准溶液的用量在0. 5—5. 0mL 之间, 7. 34×10

- 3
mo l·L

- 1
5-硝

基-1, 10-菲咯啉乙醇溶液的用量在1. 5—5mL 之间体系的吸光度值最大。实验选择5-硝基-1, 10-菲

咯啉乙醇溶液1. 5mL, 铁(Ⅲ)标准溶液用量1. 0mL。

3. 4　显色时间的选择

结果表明: 在0. 5—4m in之间吸光度逐渐增加, 4min后达最大值,加入磷酸终止显色反应, 络

合物在20m in 内稳定, 选择显色4min 后加入1mL 磷酸, 摇匀,进行测定。

3. 5　表面活性剂的选择

考察了非离子表面活性剂OP、曲通X-100、聚乙烯醇( PVA ) ,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CTMAB 和

CPC 对络合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曲通X-100和PVA、OP 不具增敏效果; CT MAB 和CPC 具有增

溶增敏效果,且CTMAB效果最佳。当CT MAB的加入量为1. 0—4. 0mL 时吸光度值最大且恒定,实

验选用CTMAB的用量为2. 0mL。

3. 6　共存物质的干扰

在实验条件下, 对10mg·L
- 1
维生素 E 的标准溶液进行测定, 当相对误差≤±5%时, 下列物

质: Ca
2+ 、Mg

2+、Mn
2+ ( 400倍) , K

+ 、Zn
2+、Na

+ ( 500倍) , NH
+
4 、SO

2-
4 、OAc

-、Cl
- ( 800倍) ,淀粉、葡

萄糖、果糖、麦芽糖、蔗糖( 250倍) , 谷氨酸、尿素、酒石酸( 120倍) ,柠檬酸( 2倍)不干扰维生素E 的

测定,抗坏血酸、维生素B1、盐酸羟胺严重干扰。

3. 7　校准曲线

在选定的实验条件下, 测得维生素E 的含量在0. 3—2. 0mg·L - 1范围内符合比耳定律,回归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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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方程为 A = 0. 0136 + 0. 0147C ( mg ·L
- 1 ) , 相关系数 r 为 0. 9993, 表观摩尔吸光系数

�502= 2. 43×104L·mol
- 1·cm

- 1。

3. 8　样品分析

( 1) 维生素E片剂:取2片维生素E 去糖衣,研钵中研细,准确称取适量(约含维生素E 20mg ) ,

乙醇溶解过滤并定容于100mL 容量瓶中供测定用。

( 2) 维生素E胶丸:取1丸维生素E胶丸于50mL 烧杯中,先用探针刺破胶丸,再用乙醇溶解并

定容于100mL 容量瓶中供测定用。

( 3) 维生素E 注射液:取启封后的维生素E注射液2. 0mL,用乙醇定容于100mL 容量瓶中供测

定用。

按照实验方法对上述试样进行测定和做加标回收实验, 并将所得结果与药典法所得结果进行

对照,结果见表1、表2。本方法操作简便,测定结果与药典法一致,可用于维生素E的测定。
表 1　回收实验结果 ( n= 5)

样品原含量

( mg)

标准加入量

( �g)

加标测定总值

( mg)

回收率

( % )

RSD

( % )

6. 30 3. 00 9. 28 99. 3 1. 1

7. 54 4. 00 11. 51 99. 3 0. 4

8. 34 5. 00 13. 33 99. 8 0. 7

表 2　样品分析结果 ( n= 5)

样品
标示值

( mg )

样品测定值

(m g)

药典法测定值

( mg)

维生素E片 100 99. 6 99. 5

维生素E胶丸 100 101. 5 100. 8

维生素E注射液 50 51. 3 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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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nation of Vitamin E in Drugs by Indirect Spectrophotometry

L IU Shu-Heng
( Depar tment of Ch emistry, Cang z hou N ormal C oll eg e, Cangz hou, H ebei 061001,P . R . China)

Abstract　A spect ropho tometr ic method fo r the indirectly determination o f vitam in E w 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complexat ion o f 5-nitr o-1, 10-phenanthr olin and Fe (Ⅱ) . In an acetate

buf fer o f pH 4. 6, and in the presence of CTMAB, Fe(Ⅲ) w as quantitat ively reduced by vitam in E

to Fe(Ⅱ) . T he absorption peak locates at 502nm, and the molar abso rpt ivity ( �502 ) is

2. 43×104L·mol
- 1·cm

- 1. Beers law w as obeyed in the range of 0. 3—2. 0mg/ L of Vitam in E.

The content of v itamin E in the sof t content , tablets and inject ion w er e analy zed by the propo sed

method, r esults w ere in consistent w ith tho se obtained by the pharmacopoeia method.

Key words　Vitam in E; Spect rophotometry; 5-Nitro-1, 10-Phenanthrol ine ; Fe(Ⅲ) ; Fe(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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