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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微型计算机的发展与普及
,

微机化分析仪器已经成为发展分析仪器的一个重妥方 向
。

但微机化分析仪器通常是专用的
,

使用者不能根据自己的要求去修改或开发应用程序
。

而 M

I A一 1 到微机化多功能离于分析器却能根据使用者的要东去修改或开发祈的应几程序
,

并且

在不同的应用程序的支持下实现多种测试功能
:

它与 p H电极翔各种离子选择性电极配 套使

用
,

可测定溶滚中的 p H值和相应的离子浓度值 (不需要原有的p H计和离了计 )〔 ’ 〕 ;与 D A B一

1 型等数字目动滴定管配套使用
,

组成微机控制的自动滴定系统哪
。

实现各种类型 的 计 算

机滴定 (如各种 S型电位滴定
,

电流滴定和光度滴定等 )
,

自动判别终点
,

绘制滴定曲线和 打

印结果 ; 与各种分光光度计 (包括火焰光度计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等 )联机使用
,

实现光度

法分析仪器微机化 〔 3〕 ; 与流动注射分析仪配套实现微机化流动注射分析以〕 ; 与 S Y一 2型或

S Y一 3型袖珍数字式电导仪配套可 以组成量程 自动转换的电导分析仪〔 5〕 ;
还可以进行电 导

或电位型数据采集等 〔的
。

一
、

仪器的组成

M IA一 1 型微 机化多功能离子分析器是由高阻抗输入放大器
,

双积分型 A / D转换器
、

I/

O接口
、

控制电路
、

P C一 1 5 0 0A 袖珍计算机
、

总线扩展插座和应用程序等组成 ( 图 1 )
。

高阻抗输入放大器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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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M I A 一 1型离子分析器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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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减小在配用高内阻 电极时产

生的分压误差与降压误差
。

采用四位半双积

分型 A / D转换器
,

因为它具有高的转换精度

和好的杭干扰能力
。

A / D转换器的输入 电压

范围为 士 1 9 9 9
.

9m V
,

自动判别和显示极性
,

最小读数为 0
.

l m V
。

1/ 0 接 口采用并行传输

技术
,

它将 A / D转换器转换后的结果传送给计算机和计算机通过它对外围设备进行控制
。

控

制电路能输 出开关量信号
,

如控制数字自动滴定管发送滴定剂
,

控制分析仪器量程自动转换

等
。

仪器具有 60 总线扩展插座
,

可以通过 C E一 1 58 多功能接口与宽行打印机联用
,

进行宽行

打印结果
。

数据采样速度 3次 /秒
。

P C一 1 50 0袖珍计算机可以采用汇编语言和 B A S IC语言
,

便于用户 自行开发应用程序
。

同

时它有较多的功能
,

如打印
、

四色绘图 ; 关机后应用程序及数据能长期保存等
。

应川程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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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固化在C E一 1 16模块中
,

也可 以不固化在模块中
, l盯存入 32 K 程序模块或磁带中

,

由用

户自己选择
。

通常把分光光度法
、

火焰光度计法 (包括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

pH测量与离

子选择性电极测量浓度法
、

计算机电位自动滴定法等几个应用程序固化在 C E一 1 61 中
,

有详

细的操作表
,

使用十分方便
。

二
、

几种应用

( 一 ) p H测量与离子选择性 电极测量离子浓度

在作为这个功能时
,

只要将 p H玻璃 电极或相应的离子选择性 电极插入 电极插座中
,

参比

电极接到参比电极接线柱上
。

按操作表进行操作
,

就能测量溶液的 p H值或离子浓度值
。

备有

二点校正法 p H (或 P x) 测量和浓度测量
、

二次添加法离子浓度测定等应用程序 (用户也可 以

根据 自己的需要编制应用程序 )
。

应用程序能实现人机对话输入分析日期
、

分析者和各种参数
,

数据采集
、

数据处理
,

打

印分析结果和复制等功能
。

通常 p H计和离子计上的功能开关与功能调节钮
,

如温度补偿器
、

电极系数校正钮和定位调节钮等功能全部被软件所代替
,

因此不需要原来的 pH 计和离子计
。

(二 )与各种型号的分光光度计 (包括火焰光度计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等 )的联用

M I A一 1型微机化多功能离子分析器与分光光度计等联用时
,

将分光光度计等电表两端

(或电流放大器输 出端 ) 的信号用专用连接线输入到M IA 一 1型主机的 电极插座和参比电极

接线柱上
。

如果当分光光度计的电表指针偏转时
,

M I A一 1型主机上的数字显示应 该 是 正

值
,

否则将接到电表两端的线调换一下
。

由于各种分光光度计电表的满度 电位值不同
,

如 7 21 型分光光度计为 2 00
, 7 22 型分光光

度计为 10 0 0 ,

则在应用程序中作相应的改变
。

所以用户在购买 M I A一 1型微机化多功能离子

分析器时
,

应事先告诉生产单位
,

在固化应用程序时作必要的修改
。

在分光光度计与M I A一 1型微机化多功能离子分析器联用时
,

原来的比色皿改成流动比

色皿
,

采用虹吸的办法使 已显色的溶液流经比色皿
。

流动与否 由简易阀控制
。

这不但提高了

分析速度 (约 10 倍 )
,

同时由于只需要一个流动比色皿
,

可以消除几个比色皿性能不一致带来

的测定误差
。

光度法应用程序考虑到灵活性
,

编制了一种既能联机工作又能脱机应用的光度法应用程

序
。

程序的主要功能有人机对话
、

输入分析日期
、

分析者及参数
、

采集数据
、

线性拟合标准

曲线
、

二次曲线拟合标准曲线
、

标准曲线的绘制
、

数据的打印
、

各种图表及数据的复 制 等
。

也可以输入稀释系数
、

样品重量
、

计算和打印样品的百分含量
。

在使用时按操作表进行操作
。

是执行分光光度法还是执行火焰光度计法 (包括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程序
,

在操作时人机对话中加以选择
。

( 三 )计茸机控制的电位滴定

计算机控制的电位滴定系统是由M I A一 1型微机化多功能离子分析器和 D A B一 1 型 数

字自动滴定管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江苏电分仪器厂研制和生产 )〔 7〕等组成
。

滴定用的

指示 电极与参比 电极分别插入电极插座内和接在接线柱上
。

D A B一 1型数字自动滴定管与 M l

A , 1型主机之间用专用电缆线加 以连接
。

将数字自动滴定管的吸液管插入滴定 (下转 25 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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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
“ “

P的吸收量比对照增加 97
.

0%
,

植株的含磷量也增加了 4 1
.

2% (表 5 )
。

( 三 ) B一 44 接种花生的效果

生产实践证明
,

红壤垦荒后种植花生
,

其结实能力低
,

空瘪壳现象严重
。

空瘪壳产生的

原因很多
,

土坡缺乏有效磷可能是造成空瘪壳的重要因素
。

为了活化土壤中难溶性磷和提高

磷肥的有效性和发掘有益微生物的作用
,

将磷细菌和根瘤菌配合应用以达到改善花生 的营养

而减少空瘪壳的 目的
,

于 1 9 8 8一 1 9 8 9年连续两年
,

在中国科学院红壤生态实验站内新垦的红

壤上
,

将 B一 44 接种于花生
,

并设有花生根瘤菌以及 B一 44 与花生根瘤菌双接种等 处 理
。

结

果表明
,

在新垦红壤上种植花生时使用有益微生物明显地提高了单株花生果实的重量和出仁

率
,

从而增加了产量
。

第一组采用 昆阳磷矿粉的小区试验
,

B一 44 的处理
, 1 9 8 8年花生产量为 1 2

.

2公斤 /亩比对

照 1 0
.

3公斤 /亩增产 1 8
.

5% ; 1 9 8 9年产量为 2 5
.

9公斤 /亩比对照增产 2 8
.

9%
,

根瘤菌的处理两年

分别增产 1 1
.

7%和 1 6
.

9 %
,

而磷细菌 B一 44 加根瘤菌的处理则最高
,

分别增产 25 %和 4 8
。

8%
。

B一 44 还能提高钙镁磷肥对花生施用的有效性
,

第二组的试验与第一组的试验结果趋 势

一致
。

1 9 8 8和 1 9 8 9年 B一 44 处理比对照分别增产 1 1
.

7%和 4 2
.

6% ; B一44 与根瘤菌混用处理

则增产幅度更高分别为 2 2
.

7%和 4 3
.

7 %
。

因此
,

在红壤生荒地上种植花生接种磷细菌与根瘤菌等有益微生物可以达到减少空瘪率
,

增加出仁效
,

从而提高产量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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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定头插入滴定池中
。

计算机控制的电位自动滴定系统主要的软件技术有
:

人机对话输入分析 日期
、

分 析者
、

各种滴定参数
、

数据采集
、

平衡 电位滴定技术
、

控制数字 自动滴定管发送滴定剂
、

滴定剂增

量动态调整技术和假终点自动判别技术等
。

为了便于对滴定过程的研究
,

程序可以提供完整

的数据输出
,

包括滴定曲线
、

微分曲线
、

滴定剂增量曲线
,

等当点的滴定剂体积
,

滴定参数

和测量点的体积增量
、 一

电位增量
、

一次导数和二次导数的数据表等
。

可 以在一定范围内放大

和缩小各种曲线
。

M I A一 1型微机化多功能离子分析器还有许多功能
,

如与流动注射分析仪联用
,

组成微

机化流动注射分析仪 ; 微机化 电导分析器 ; 微机化氧化还原 电位去极化法 自动测定系统 ; 多

通道盐分
、

电化学参数和温度数据采集等
。

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

编制应用程序
,

使

M IA 一 1型微机化多功能离子分析器在更多的方面得到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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