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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建立了一种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

用于一氯胺的测定 结果表明
,

在水杨酸为
,

硝普钠

为
,

值为 和反应时间为 时
,

方法效果最好
,

吸光度与一氯胺具有很好的线性关系
二

一氯胺的回收率为 土 水中其它共存离子
,

如 代
一 ,

叹
一 , , ‘ ,

浓度范围内均不影响一氯胺的定量 方法检出限为
· 一 ’ ,

对不同浓度标样的测定表明
,

差
,

自来水本底中的加标回收率为 一

关挂词 一氮胺
,

水杨酸
,

反应
,

分光光度法

汗 等在常见 八
相对标准

孙
在水处理过程中

,

氯与氨会顺序反应生成一氯胺
、

二氯胺 和三氯胺 二

氯胺和三氯胺在正常的水处理条件下不稳定
,

而且还有一些嗅味
,

因此
,

在氯胺消毒过程中均通过氯

氮比的控制
,

以一氯胺为主要的氯胺物种 但是
,

氯还会与水中的有机氮化物反应生成有机氯胺
,

有

机氯胺不具有消毒性能或消毒性能很差 目前的标准方法
,

如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

中规定的碘量法
、 , 一

二乙基
一 , 一

苯二胺 硫酸亚铁按滴定法
、

光度法和
一

一

中
, , , , , ,

和 等都不能区分水中的无机氯胺和有机氯胺 因此
,

很容易

夸大水中能起到消毒效果的有效氯 在氯胺消毒工艺中即一氯胺 的浓度
,

从而造成消毒效果的不完

全
,

导致饮用水微生物安全性下降 年
,

等人开发一种 衍生化
一

测定方法

但该方法较为复杂
,

衍生剂 目前无商品供应
,

同时该方法不适于成份较为复杂的实际样

品 ’〕 年
,

等人使用
一

琉基苯并唾哇
一 。 作为衍生剂

,

建立了区别

无机抓胺和有机氯胺的测试方法 但该方法仅适用于水中胺类含量恒定的情况〔’ 年
,

等

人将膜进样质谱用于无机氯胺和有机氯胺的区别测试
,

得到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

但是这些研究过程

中所使用的膜进样装置均为自制
,

从而限制了该方法在实际水厂的应用
,

而且水中的氨氮和荷质比与

氯胺相同的物质均会干扰测定

本文建立了一种基于 反应的水杨酸分光光度法用于测定饮用水氯胺消毒过程中的一氯胺

实验方法

本方法由 名 优化而来
,

该方法是基于经典的 反应而建立的 在硝普钠的催化

下
,

与苯酚或取代苯酚反应生成
一

梭基
一 , 一

醒亚胺类的中间产物
,

然后与酚反应生成一种蓝绿

色的靛酚物质
,

且生成的靛酚量与 的量成正比
,

因此
,

可用于 的定量
。 等人指出 ‘ 〕,

中间产物
一

梭基
一 , 一

醒亚胺易与水中的胺类发生亲核反应
,

从而定量

而水杨酸结构中邻位的梭基则能有效地阻止这个亲核反应的发生
,

同时水杨酸的毒性远小于苯酚
,

因

而多使用水杨酸作为显色剂

将 鲍 水杨酸
、

氢氧化钠和 酒石酸钾钠溶于去离子水中
,

定容至 溶液的 值

为 一币 然后将 亚硝基铁氰化钠 硝普钠 固体溶于水中
,

定容至 而
,

此溶液临用时配

制

将用
· 一 ’磷酸盐缓冲溶液调节到 值 二 的氯水

,

按 质量比 逐滴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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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同样用
· 一 ’

磷酸盐缓冲溶液调节到 值 的氯化按溶液中
,

即为 储备液
,

浓

度为
· 一 ’,

其氯胺组分和含量用
一

硫酸亚铁按滴定法标定

将用
· 一 ’

磷酸盐缓冲溶液调节到 值 二 的氯水
,

按 质量比 逐滴加人

到同样用
· 一 ’磷酸盐缓冲溶液调节到 值 二 的有机氮 以

一

胺基氮计 溶液中
,

配制有

机氯胺溶液

将 样品或稀释样品 含量小于
· 一 ’

转移至 容量瓶中 加人一定量的水杨

酸溶液混合 再加人一定量的硝普钠溶液
,

混合后加人一定量的
· 一 ’

氢氧化钠溶液
,

并用去

离子水稀释至
,

剧烈振摇使之完全混合 反应一段时间后
,

在 处测定吸光度

吸收光谱
一

图 所示为不同浓度的 与水杨酸反应后的吸收光谱曲线 由图 可以看出
,

与水杨

酸的反应体系具有 个明显的吸收
,

第一个吸收峰在 左右
,

根据反应机理的探讨
,

认为这是过

量的硝普钠所产生的 第二个吸收在 处
,

是反应产物 —靛酚所产生的
,

且其与 浓度

有很好的线性相关性 因此
,

取 为 的定量波长 这个波长值与《水质 馁的测定 水杨

酸分光光度法 》
一

中所给出的最大吸收波长值稍有差别
,

具体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数的优化

采用单因子方法对测试方法的参数进行了优化
,

包括反应体系的 值
、

水杨酸用量
、

硝普钠用

量和反应时间等 由图 可以明显地看出
,

在所考察的水杨酸用量范围内
,

反应产物的吸收值基本保

持不变
,

这是由于水杨酸远远过量的原因 反应要求水杨酸完全电离 ’ 相对于更大浓度的

水杨酸而言
,

较小浓度的水杨酸需要更高的 值才能取得相同量的水杨酸离子 而较高的 值则

会引起水中金属离子
,

如 , 十

和 , 等的沉淀
,

从而影响吸光度测定
,

因此
,

必须保证水杨酸过量

考虑到检测的可操作性
,

选择水杨酸的用量为 耐

图 氛胺与水杨酸反应产物的光谱曲线
二 ,

水杨酸 二 ,

硝普钠溶液 二 ,

反应时间 二 而

伴 耐

图 水杨酸光度法参数的优化
二

· 一

心
一

水杨酸
“

硝普钠 冷 反应时间

肠

与水杨酸不同
,

硝普钠的用量存在一个最佳值
,

即 硝普钠在本反应中为催化剂
,

不使

用硝普钠
,

反应体系在 处不产生吸收
,

即没有靛酚类反应产物生成 当硝普钠用量超过

耐 时
,

反应体系的在 处的吸收值反面有所下降 等指出
,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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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催化剂是硝普钠在碱性条件下的水解产物 —水五氰基高铁酸盐 。 叩 谊 ‘ 同

时过高的水五氰基高铁酸盐与一氯胺的摩尔比过高会导致产物的光谱发生蓝移
,

因而造成吸收值下

降
,

所以合适的硝普钠用量为

在试验过程中
,

通过改变 的加人量调节反应体系的 值
,

结果表明
,

最佳的 值为

用量为 当 值小于 时
,

值的升高
,

有利于硝普钠的水解
,

提高水五

氰基高铁酸盐的含量
,

因而会强化反应的发生 而如前所述
,

过量的水五氰基高铁酸盐会造成反应产

物光谱的蓝移
,

从而降低产物在 处的吸收值 因此
,

用量选定为 耐

反应时间在 一代 范围内
,

反应产物的吸收值快速上升
,

至 时达到最大 反应产物的

稳定性也较好
,

在其后的 内吸收值基本没有变化 这使得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

而且也使得大批量样品的测试成为可能 为缩短测定时间
,

本方法确定反应时间为

标准曲线

按上述优化后的参数
、

水杨酸 二 、

硝普钠 和反应时间 二 ,

在水处理常见的浓度范围 一
· 一 ’ 内

,

浓度和 处的吸光度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二 ,

线性相关系数 尺 高达

其它抓胺物种的影响

有机氯胺对 的检测和定量有很严重的影响 本文着重对 种氨基酸类有机氯胺
,

甘氨酸
,

丙氨酸
,

撷氨酸
,

亮氨酸
,

异亮氨酸
,

蛋氨酸
,

脯氨酸
,

苯丙氨酸
,

色氨酸
,

丝氨酸
,

苏氨酸
,

半胧氨酸
,

酪氨酸
,

天门冬酞胺
,

巧 谷酞胺
,

天门冬氨酸
,

谷氨酸
,

精氨酸
,

组氨酸
,

赖氨酸
,

甘氨酞甘氨酸 种胺类有机

氯胺 甲胺
,

乙胺
,

二甲胺
,

甲乙胺
,

二乙胺
,

苯胺 种无机氯胺
,

自

由氯
,

二氯胺
,

三氯胺 浓度均为
· 一 ’

对一氯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结果如图

所示 图中所示的虚线表示响应值
,

为 的 士 的上下限

由图 可见
,

种氨基酸类有机氯胺和甘氨酞甘氨酸类有机氯胺在本方法中的响应值很小
,

小于一抓胺的 土 这主要是由于 反应的发生需要相应的
一

上有两个可换交换的氢原

子 ‘ 在所有的氯胺种类中
,

仅有 的
一

上具有两个可供交换的氢原子
,

而其它氯胺物种最

多只有一个
,

因而限制了 反应的发生
,

从而在方法中的响应值很低 同时
,

这也是本方法之

所以能够区别 和有机氯胺的原因所在

种胺类有机氯胺的响应值与此相同
,

如图 所示
,

仅有苯胺氯化产生的有机氯胺在方法中

的响应值较高
,

达到了一氯胺的 这主要是由于苯胺或氯化苯胺极易被氧化成亚胺类物质
,

然后

与水杨酸反应生成一种类似的靛酚类物质
,

从而导致氯化苯胺在本方法中的响应值过高 但也应该指

出
,

在绝大多数水中
,

苯胺的含量很低
,

因而不影响 的定量 对苯胺含量较高的水体
,

如染

料
、

制药等工业废水或受其污染的给水水源中
,

则应注意苯胺的含量

种无机氯胺
,

如二氯胺和三氯胺以及 自由氯在本方法中的响应值均较低
,

低于一氯胺的
,

见图 这也是由于二氯胺和三抓胺的
一

上仅有一个可供交换的氢原子所导致的

向浓度为
· 一 ’氨基酸或胺类的溶液中缓慢加人一定量的氯水

,

使最后的氯浓度为
· 一 ’

然后向其中加人浓度为
· 一 ‘

的
,

以测定回收率
,

结果如图 所示 由图 可

以看出
,

除在苯胺的有机氯胺溶液外
,

在其它溶液中的回收率均较好
,

在 土 以内 仅在氯化

苯胺溶液中的回收率较高
,

为 这主要是由于氯化苯胺自身在本方法中的响应值较高所造成

的 由此可以看出
,

有机氯胺对 测定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水中其它共存离子的影响

水中存在较多的共存离子
,

如
一 , 一 , , 十 , , 十 , , 十

等
,

有可能对 的定量造成

一定的影响
,

为此对水中常见阴
、

阳离子的最大允许浓度做了详细测试 于
· 一 ’

的 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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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加人一定量的阴离子和阳离子
,

以相对误差不超过 土 为依据
,

测试了常见离子的最高允许浓

度
,

结果如表 所示 由表 可见
,

常见离子的最高允许浓度均远远高于水处理过程中常见的范围
,

因而不会影响 的测定

叭肠 耳笋 乡 尽 吧

表 水中共存离子的最高允许浓度
·

而
一

离子 聋
一

孟
一 一 一 , ‘ , ‘ , ’

最高允许浓度

离子
斗

儿
今 十 令 令 十

最高允许浓度

方法的检出限
、

精密度和准确度

为测试方法的检出限和精密度
,

对一系列标准样品进行了 次重复测定
,

结果如表 所示 由

表 可见
,

测定不同浓度的 一礴
· 一 ’

时标准偏差 为 司
· 一 ’,

相对

标准偏差为
一一 ,

均小于
,

方法的检出限为
· 一 ’ ,

可满足水分析的要求

为考察方法的准确度
,

在 自来水 二 · 一 ’ 本底中考察了加标回收率
,

结果如表

所示 由表 可见
,

的加标回收率为 一
,

表明所建立的方法准确可靠

表 精密度测定结果 表 加标回收率试验结果

化 叮

标准液浓度
· 一 ’ 加标里夕

· 一 , 测定宜吨
· 一 ’ 计算官吨

· 一 ’ 回收率

测定值
·

· 一

以

实际应用

于蒸馏水中加人一定量的抓化按
、

甘氨酸和硼酸
,

使其浓度分别为 氨氮 二 或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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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氨酸氮 二 · 一 ’,

硼酸 二 · 一 ’ 用
· 一 ’ 调节其 值为 然后按不同

氯氮比加氯进行氯化试验
,

取样对比水杨酸分光光度法和 摘定法的测量结果
,

如图 所示 由

图 可见
,

当水中没有氨氮存在时
, 一

滴定法依然检测出了相当浓度的
,

这显然与事实不

符 而采用水杨酸光度法
,

则基本上没有检测到 的存在
,

说明水杨酸光度法能够有效地区分

有机氯胺和无机氯胺 当水中氨氮浓度为
· 一 ’时

, 一

滴定法的测量结果明显高于水杨酸分

光光度法
,

这是由于氨基酸与氯反应生成有机氯胺所造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
,

在最高点时
, 一

滴

定法的测量结果比水杨酸分光光度法高
· 一 ’,

这正好是
· 一 ‘甘氨酸氮在氯化条件下生

成氯胺的理论值 同时
,

在最高点时
,

水杨酸光度法的测定结果为
, · 一 ’,

也正好与
· 一 ’

氨氮生成 的理论值相符 说明水杨酸光度法能够有效地区分有机氯胺和无机氯胺
,

准

确地测定水中 的浓度
,

不会造成有效消毒剂的误报

图
一

滴定法和水杨酸光度法的对比

圣
一滴定法

飞

印 ’
一

协公水杨酸光度法 ’
一 ,

一

‘
一 一滴定法例 二

·

’
一 ,

一

合冰杨酸光度法 , 二 ’
一 ,

乡 一 伴 加

综上所述
,

水中一氯胺在硝普钠的催化下可与水杨酸按一定计量比反应生成蓝色的靛酚类物质
,

可于 处测定吸光度
,

用以确定一氯胺的含量 在 值 二 、

水杨酸用量 二 、

硝普钠

用量 二 耐 和反应时间 二 时可取得最好效果 由 种
一

氨基酸
、

种多肤和 种胺类氯化

而生成的有机氯胺在本方法中的响应值很低
,

除由苯胺生成的有机氯胺外
,

其它均小于一氯胺的
土 水中自由氯

、

二氯胺和三氯胺在本方法中的响应值也很低
,

小于一氯胺的
· 一 ’

的一氯胺在
· 一 ‘的有机氯胺中的回收率为 士 ,

说明本方法可有效地区分有机和无机氯

胺 水中的其它共存离子不影响一氯胺的测定 方法检出限为
· 一 ’,

对不同浓度标样的测定

表明
,

相对标准偏差
,

自来水本底中的加标回收率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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