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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中两种背景吸收干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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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中的背景干扰几乎是每一分析工作者所不能避免的问题,本文针对氘灯

背景较正和塞曼背景较正作了比较, 给出了两种背景校正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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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 国内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技术发展很快, 已成为各个领域检验工作的重要手段。如何使

用好原子吸收光谱仪器,使其在检测工作中发挥更大的效能, 这是从事原子吸收光谱分析的广大分

析工作者努力探求的目标。在原子吸收使用过程中, 背景校正技术的应用对分析准确度的提高起着

很重要的作用。目前, 原子吸收仪器中所采用的背景校正技术最常用的有两种:氘灯连续光源背景

校正和塞曼效应背景校正。本文对这两者作了探讨和研究,希望有助于分析技术的提高。

2　原理

2. 1　氘灯背景校正

如图 1所示, 用一个转镜切光器使由空心阴极灯和氘灯发出的辐射交替地通过火焰,经过单色

器后,两束光线都落在同一检测器上,由电子学系统输出两个光束辐射强度的差值。其原理如下:氘

灯发射的连续光谱经过单色仪的出射狭缝后,出射相应于狭缝宽度的光谱通带,空心阴级灯发射的

共振线也被单色仪分离出来。

2. 2　塞曼效应校正背景
[ 1]

如图 2所示, 谱线在强磁场中能产生分裂现象。当沿平行于磁场的方向观察时,得到具有圆偏

振性的对称分布于中心波长两侧的两条谱线, ( �+成分和 �- 成分)。当沿垂直于磁场的方向观察时,

得到三条具有线偏振 e
- 性的谱线(�, �+和 �- 成分) , 其中 �成分的偏振方向平行于磁场, 记作 P∥,

�+和 �- 成分偏振方向垂直于磁场, 记作 P⊥, �成分可以吸收 P∥ ,不能吸收 P⊥ ,而 �±成分由于波
长产生位移,所以既不能吸收 P∥, 又不能吸收 P⊥。当外磁场很强时,�成分可以与 �±成分很好的
分开,若将 �成分作测量, �±成分作背景校正,即可扣除背景。



图 1　氘灯自动背景校正器装置

图 2　谱线的塞曼分裂

3　氘灯连续光源背景校正和塞曼效应背景校正区别及应用特点

3. 1　波长范围

( 1) 氘灯背景校正波长要在 350nm 以下,否则,氘灯的光谱带会变得很弱。

( 2) 塞曼背景校正波长在 190—900nm 之间, 适用于整个光谱范围。

( 3) 光源的限制:两者都适用普通空心阴极灯。

3. 2　光能量

( 1) 氘灯背景校正的光能量损失,这使光子噪声增加,从而使检出限更差。

( 2) 塞曼背景校正使用偏振器时光能量有透过率的损失, 视波长而异。在交流纵向磁场时无光

能量损失。

3. 3　测量信号的漂移

( 1) 氘灯背景校正如采用单光束,基线漂移增加。

( 2) 塞曼背景校正相当于双光束,基线在很长的测定时间内可保持稳定。

3. 4　对测定灵敏度的影响

( 1) 氘灯背景校正没有损失。

( 2) 塞曼背景校正有灵敏度损失,在交流磁场下的灵敏度损失不大。

3. 5　背景校正能力

( 1) 氘灯背景校正对于火焰法一般不高的基体背景扣除来说, 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 但对于

含复杂基体的样品分析来说,由于基体产生很大的非特征吸收, 氘灯背景校正方法显得不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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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基线的扭曲。

( 2) 塞曼背景校正对被测对象处于极低的浓度,背景很高的样品效果较好, 它比较彻底的解决

了氘灯扣不了的光谱线重叠和结构背景两大问题。在实际的样品分析中,塞曼背景校正对于在有很

高的非特征吸收时具有极佳的准确的校正能力,对于诸如 Pb, Cd和 Se 等相对易挥发的元素测定,

在这一背景校正系统中收效最为显著, 另一方面,对于所有元素来说,较好的背景校正可以使原子

吸收分析的样品前期处理工作降至最低程度。

3. 6　对光谱干扰的校正结果

( 1) 氘灯背景校正的光谱干扰增加。

( 2) 塞曼背景校正: 氘灯扣除背景的光谱干扰不存在,并且有可能消除一些邻近线的光谱干

扰。

3. 7　两种校正技术对分析线的要求

( 1) 氘灯背景校正大部分用共振线,同于普通原子吸收。

( 2) 塞曼背景校正根据分裂情况的不同, 在考虑信噪比及校准曲线的线性范围情况时, 可考虑

使用不同于普通原子吸收的共振线。

4　结论
以上两种扣背景的方式各有长处,由于塞曼背景校正的技术成本略高于氘灯背景校正的造价,

所以有的仪器公司(低端仪器)只采用氘灯背景校正,一些高端的仪器采用组合方式,这种方式稳定

性好,噪声小,又能对结构化背景和光谱叠加干扰进行校正,达到了两者优势互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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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between Two Kinds of Backgrounds
Interference Absorption in 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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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tomic absorpt ion spect rometric analysis, background disturbance is the key

problem which each analyst cannot avoid. T his paper deal w ith the backgrounds f rom deuterium lamp

and Zeeman ef fect , and made a comparis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w o backgrounds

adjusts w 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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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20 世纪 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贫困的前西康省考察时发现, 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 而县政府

则破烂不堪。好奇的孙明经就问一位县长: “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 “刘主席说了,如

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 县长就地正法!”

这位县长所说的刘主席就是指 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 ( 1894—1976)。

(本刊摘编自《每周文摘》2008年 6月 10日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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