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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对通辽地区产黄禾和谷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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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元素含量同时进行测定的方法!并对各元素作了加标回收实

验!黄禾和谷子中各元素的平均回收率为
D=A=@a

!

%$"A$$a

!相对标准偏差
ẀI

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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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简

便"快速"准确地测定了黄禾和谷子中的元素$结果显示!在黄禾和谷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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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较黄禾中的高$黄禾和谷子中富含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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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元素!从微量元素

角度看谷子中对身体有益的元素较黄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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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

重视)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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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是内蒙古盛产黄禾和谷子的重要地

区!这两种粮食都属于小宗粮食系列!深受人们喜

爱!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之一$微量元素

参与人体的多种代谢!对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维持人

体健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粮食中微量元素的成

分以及含量与其生长产地的土壤"气候和环境的差

异!导致粮食品质的差异$粮食的品质与微量元素

在植物体中的形态及相互协同作用密切相关!因此

研究粮食中的微量元素对人体健康是十分重要的$

黄禾和谷子中含有丰富的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氨

基酸和碳水化合物等$因此测定粮食中微量元素的

含量能鉴别作物品质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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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具有干扰

少"线性范围宽"工作效率高等优点!在食品"矿石"

材料"化工中的多元素检测中有较为广泛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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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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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黄禾和谷子中

常量及微量元素!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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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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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样品

黄禾和谷子产于内蒙古通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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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及试剂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仪&美国

俐曼公司'%

YRWE#

型红外测温微波压力消解系统

&德国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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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

各元素的标准储备溶液均由国家标准物质研究

中心提供$

高氯酸"

C<?

!

为优级纯!其它试剂均为分析

纯!实验用水为超纯水$

混合标准溶液配制(测定时将待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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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

!

样品处理

将干燥的黄禾和谷子分别粉碎过
![

$

9

筛!分

别称取
>A$

4

&精确至
$A$$$%

4

'放入坩埚中!先在

通风橱内用电炉缓慢加热至碳化!移至马弗炉中

@$$_

保温
"'

!转移至微波消解罐中!安装上减压

阀!用
C<?

!

和高氯酸&

>i%

'的混酸消化!其中一

个装上压力传感器放入微波消化炉转盘上!按表
%

设定程序消化!结束后冷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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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定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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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做样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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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消解程序条件

G;J53$

!

F#?<"L;43!#

N

3,8#"-?"-!#8#"-,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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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温度/
_ %!$ %=$ %[$

控制时间/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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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工作条件

射频 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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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气 流 量 &雾 化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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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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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离子观测方式(水平观测$绘制工作曲线并计算各

元素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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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

!

工作曲线及检出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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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作校正各元素的标准曲线$用

样品空白作参比!测定样品中各元素含量$每种元

素选择多条谱线!选择最佳谱线!作最终测定结果!

有关数据见表
#

$

将各种元素质量浓度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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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的标准储

备溶液稀释成各元素浓度的工作溶液!在+

%A"

,的条

件下!测量标准系列溶液!绘制出标准曲线!计算线

性回归方程!所得回归方程"线性范围以及检出限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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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空白溶液
%$

次!根据
%$

次测定结果计算

出标准偏差!以
!

倍标准偏差作为仪器检出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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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元素的检出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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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标准偏差值作为定量

分析最小值!相应各元素的检出限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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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标回收&精密度实验

为了验证该方法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及可靠性!

分别取谷子和黄禾的消化试液!加入
%>

种元素的标

准溶液!按+

%A"

,条件进行测定!计算加标回收率和

标准偏差!对同一样品平行测定
>

次$谷子消化试

液的加标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范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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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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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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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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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禾的消化试液加标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范

围分别为
D=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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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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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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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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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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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精密度和回收率

G;J53'

!

>??A<;?

H

;-!<3?"43<

H

83,8,9"<8D3

!383<7#-;8#"-"97#5538

$

!a/

%

元素 试样含量 加入量 测得量 平均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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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较好的精密度和准确

度!符合分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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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样品分析

将微波消解法消化好的黄禾和谷子样品的供试

液!用+

%A"

,的测试条件进行测定!用样品空白作参

比!得到黄禾和谷子中各元素含量!数据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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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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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禾精密度和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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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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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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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见!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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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4

在黄禾和谷子中含

量高!谷子中
&0

!

Y

4

!

J*

!

F)

和
Y)

的含量较黄禾

中的高$黄禾和谷子中富含丰富的
<0

!

&0

!

F)

!

J*

等元素!从微量元素的角度看谷子中对身体有益的

元素高于黄禾$通辽产谷子和黄禾中
Y

4

的含量高

达
%D[$

和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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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

!

Y

4

是细胞的重要离子!

参与许多酶的辅酶!有舒张血管降低血压"血脂和血

糖的作用%谷子中铁含量较高!多吃谷子有预防缺铁

的作用!黄禾和谷子中富含锌元素!所以多吃黄禾和

谷子有防治缺锌的作用%谷子中富含
&0

!其含量高

达
@"D9

4

/

T

4

$

&0

在人体活动中参与肌肉和神经

的活动!调节体内酸碱平衡!调整心律!维持骨密度

有利于骨骼"牙齿的生长!降低细胞膜和毛细血管的

通透性!控制新陈代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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