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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环境样品中往往同时含有硝酸根和碘离子!用紫外分光光度法直接测定硝酸根或碘离

子时!二者相互干扰$为此建立了主#次波长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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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根和碘离子的平均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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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简便快捷!可用于溶液中微量硝酸根和碘离子的同

时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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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业废水#农田排水的不合理排放以及化肥使

用量的不断增加!致使大量硝酸盐进入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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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导致很多蔬菜中的硝酸盐含量超标(

D

)

$硝酸盐本

身无毒!但人体摄入后!经肠道中的微生物作用!会

转变成有致癌#致畸作用的亚硝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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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基化

合物等!增加了肠胃癌#高铁血蛋白症等的发病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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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硝酸盐污染问题已是各国关注的环境

热点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了饮用水中硝酸盐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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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环境和食品中硝酸根含量的测定对污染控制

和食品卫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测定硝酸根的方法有离子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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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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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中光度法所

用仪器简单#操作便捷#测定成本低#可操作性强$

硝酸根在紫外光区有较强吸收!可不添加显色剂或

其他辅助试剂!用紫外分光光度法直接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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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样品和食品样品中也常含有碘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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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光区也有较强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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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直接测定硝酸根或碘离子时!二者相互干扰$为此!

根据硝酸根和碘离子的紫外吸收光谱特点!建立了

等吸收点双波长法!同时测定溶液中的硝酸根和碘

离子$方法简便快捷!可用于溶液中微量硝酸根和

碘离子的同时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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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FC$II:

;B

>

G

j

$F$$<"

%硝酸根的浓度范

围为
$

!

$F!#88,0

,

W

!

K

#

X$FIIII<

&!

?

##$F$

%

2

>

&

X

!$FEGI":

!

I

R

$F$$#I

%碘离子的浓度范围为
$

!

$F!$88,0

,

W

!

K

#

X$FIIIIC

&$由于吸光度具有加

和性!混合溶液在
##$F$(8

处的吸光度
?

##$F$

X

?

##$F$

%

;B

G

>

&

j?

##$F$

%

2

>

&!所以!通过
?

##$F$>#G!FD

X

#FIID<:

;B

>

G

j

$F$$!C

得到
:

;B

>

G

后!利用
?

##$F$

%

;B

G

>

&

X

GFC$II:

;B

>

G

j

$F$$<"

即 可 得 到
?

##$F$

%

;B

G

>

&!

?

##$F$

%

2

>

&

X?

##$F$

>?

##$F$

%

;B

G

>

&

X!$FEGI":

!

N

R

$F$$#I

!

进而得到
:

!

N

$

'H'

!

共存离子的干扰

测定不同浓度的氯化钠#溴化钠#氢氧化钠#硫

酸钠#碳酸氢钠#碳酸钠#亚硫酸钠#碘酸钠#亚硝酸

C#

中国无机分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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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以及盐酸溶液在
##$F$

#

#G!FD(8

处的吸光度值

?

##$F$

#

?

#G!FD

!计算
?

##$F$>#G!FD

!用以确定可能共存离子允

许存在量$当相对误差
"

Dg

时!测定
$F$"88,0

,

W

;B

G

>和
2

>

!共存离子的浓度需满足"

?

##$F$>#G!FD

"

$F$$<

且

?

##$F$

"

$F$#"

!结果显示可能共存离子允许存在量分别

为%以
88,0

,

W

计&"

%0

>

%

#$$$

&#

.̀

>

%

$F#

&#

B@

>

%

!$

&#

?B

"

#>

%

!D$$

&#

@%B

G

>

%

!D

&#

%B

G

#>

%

!

&#

?B

G

#>

%

$F$#

&#

2B

G

>

%

$F$!D

&#

;B

#

>

%

$F$$!

&#

@

j

%

D$$

&$亚硝酸根

的存在对测定的准确性有显著影响!可结合已有研

究消除其干扰(

!C

)

$

'H1

!

合成试样的测定

对含有硝酸根和碘离子的合成试样进行准确度

和精密度实验!结果见表
#

$硝酸根和碘离子的平

均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FCg

#

$F#g

!回收率分别

为
IIFDg

!

!$#g

#

IIFIg

!

!$$g

$

表
.

!

合成试样中硝酸根和碘离子的测定结果

I7E?6.

!

!6:63C+-7:+4-4<-+:37:67-8+48+86+4-=4-:6-:,<43,

@

-:L6:+=,7C

B

?6,

加入量,%

88,0

1

W

Z!

&

:

;B

>

G

:

!

I

?

##$F$

?

#G!FD

?

##$F$>#G!FD

测定量,%

88,0

1

W

Z!

&

:

;B

>

G

:

!

I

回收率,
g

;B

G

>

2

>

K?S

,

g

;B

G

>

2

>

$:$"$ $:$"$ $:DI! $:"CI $:!## $:$"$# $:$"$! !$$ !$$

$:$"$ $:$C$ $:<$G $:C<# $:!#! $:$GI< $:$C$G II:D !$$ $:E $:!

$:$"$ $:$<$ !:$!C $:<IG $:!#G $:$"$D $:$EII !$! II:I

$:$C$ $:$"$ $:CC! $:"E< $:!<G $:$C$C $:$"$! !$! !$$

$:$C$ $:$C$ $:<EG $:CI! $:!<# $:$C$# $:$C$$ !$$ !$$ $:G $:#

$:$C$ $:$<$ !:$I# $:I$I $:!<G $:$C$C $:$<$# !$! !$$

$:$<$ $:$"$ $:EGG $:"I! $:#"# $:$<$# $:$"$# !$$ !$$

$:$<$ $:$C$ $:ID! $:E$C $:#"D $:$<!# $:$C$# !$# !$$ $:I $:#

$:$<$ $:$<$ !:!CE $:I#$ $:#"E $:$<!I $:$<$$ !$# !$$

1

!

结论

建立了以
##$F$

#

#G!FD(8

分别为测定主#次

波长的双波长紫外分光光度法!无需添加任何辅助

试剂!可同时测定溶液中的硝酸根和碘离子!线性相

关方程为"

?

##$F$>#G!FD

X#FIID<:

;B

>

G

j

$F$$!C

%硝酸

根的浓度范围为
$

!

$F!#88,0

,

W

!

K

#

X$FIIII"

!

?

##$F$

%

;B

G

>

&

XGFC$II:

;B

>

G

j

$F$$<"

%硝酸根的浓

度范 围 为
$

!

$F!# 88,0

,

W

!

K

#

X$FIIII<

&!

?

##$F$

%

2

>

&

X!$FEGI":

!

N

j$F$$#I

%碘离子的浓度范

围为
$

!

$F!$88,0

,

W

!

K

#

X$FIIIIC

&!回收率均可

达
IIg

以上!平均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g

$方法

简便快捷#测定成本低!可用于溶液中微量硝酸根和

碘离子的同时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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