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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保持溶液的总离子强度及适当的pH．并络合干扰离子，故土壤中常见的离子不会对水溶 

氟的测定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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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1998年第30卷第l期第14页表1：(1)go砂粒径由0．05—0 02mm更正为0 002ram：(2)鄂86— 

8AB层砂粒含量由300更正为309；(3)辽20 Bt2层椅砂／牯粒比由O 81更正为1
．27；(4)辽38A层扮砂含量 

由391更正为397；(5)辽23Btl层粒粒含量由213更正为263
． 粉砂／粘粒比由2 17更正为 1 76． 牯粒比由 

1．44更正为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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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土壤中水溶氟的研究 

鲁东曩 王 伟 
-  _ — 一  ， — — 一  

(湃南省环境监翻中心站 弗州 45C．~i)4) 

擅 要 对氟鼻子蕾择电担 定土壤中水培氯进行了斛 试砬．在此基础上进耳了适宜的土壤墨蔓蠢 

氟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中。地壳中氟的平均含量为270mg／kg．我国土壤中氟的平均含量为 

C20mg／ks“ 。土壤中的氟包括水溶氟、速效氟和难溶氟．其中和环境关系密切．能直接对地表 

水、地下水、植物、人畜产生影响的是水溶氟。土壤中水溶氟含量高的地区可影响植物的生长． 

发生地方性氟疾病，损害人体健康，所以了解土壤中水溶氟含量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有关承溶 

氟测定方法的报告较少，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由于选用不同的浸提条件常导致测定结果问的较 

大偏差，为此，我们对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土壤中水溶氟的授提条件进行了研究．确定了适宜 

的畏提条件。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试剂与仪器 

PXJ散-Ttg~计，201氟离子选择电极，【XI离心机； 

氟标准贮备液(1．Omg， )；氟标准使用液(10．0旭／ )；总离子强度调节缓冲溶液TIEt~ 

(29．2gNaCL 29．8g柠檬酸钠，60．0ml冰醋 囊1 俄进土棒某些化学性质 

酸．诵pH≈5．2，稀释至1．OL)。 

1．2 供试土祥 

供试土样的主要理化性质利于表1。 

1．3 实验方法 

囊号 名嚣 地点 簿崖(cm) pH 有机质(％) 

』 2—塑栩± 舅 佳 2 帅 8．2 0 96 

准确称取5．Og过20目筛的风干土样．加50．0ml去离子水．搅拌5分钟。静止20小时
。搅 

拌5分钟，静止1小时．离心分离后取10．0ral上清液．加30 0ml去离子水，10
．DmtTISAB．在 

仪器上读取其响应值，在相同条件下所作的工作曲线上查出样品的含氟量 。 

2 结果与讨论 

2．I 土壤颗粒大小对水溶氟的影响 ” 

将风干土样分别过20目、40臣、60目、100 ig,140目、2OO目筛
． 各准确称取 5 Og样品． 

加30"C水50．0ml，搅拌5分钟后静止20小时，离心分离后取10．O 上清液测定其含氟量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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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见表2。 
t12 土壤颗粒太小对水溶氟的影响 (单位：m ) 从表2可知，随着土壤颗粒的变小，其水 

溶氟含量减少。这可能是土壤胶体对氟离子 

的吸附作用所致，~iltmt~tgd、．其比表面积 

就越大，相应地对氟离子的吸附就越强，从而 

导致水溶氟含量的减少。 

2．2 浸提液温度的影响[‘】 

称取5．0g z：~20耳筛土样7份，分别加入不同温度的去离子水50．Oml，按实验步骤浸提 

后测定其水溶氟的古量。 
囊3 浸提温廑对结果的影响 (单位：m ) 结果(表3)表明．样品中水溶氟含量随着 

浸提液温度的升高而增加。这与温度升高时 

土壤对离子的吸附强度减弱有关。考虑到土 

壤的自然状况和实验室分析时的便利，作者将 

浸提液温度定为30℃。 

2．3 浸提时间的影响 

称取5．og过20耳筛土样7份，加30℃去离子水50．Om1．搅拌5分钟后分别静止放置不 

囊4 蠢匿时阐对水溶氟的影一 (单位： ， ) 同时间后，再搅拌离心，取上清液测定其水溶 

氟含量。 

结果(表4)表明．浸提时间越长．土壤中 

水溶氟的测定结果越高。综合实验结果和分 

析周期，作者认为浸提时间以一昼夜为宜。 

2．4 不同水土比浸提对结果的影响 

分别称取25．Og、10．Og、5．Og、2．5g、1．Og、0．5g过20耳筛土样，加30"C去离子水50．Omt 

按方法步聚浸提后测定其水溶氟含量。 

囊5 不同水土比对水溶氟的影一 (单位：m 】 

(

水
V

土
／M ) 2：l 5：l 10：1 20：1 50：1 100：l 

±样】 39．2 69．2 105 126 147 181 

土样2 5．5 】1．8 16 7 21．2 26．3 船．5 

结果(表5)显示．随着水土比的增大，土 

壤中水溶氟的测定结果明显提高。在考虑古 

量大小和测定方便的情况下，总结不同地区土 

壤中水溶氟的测定结果，确定水土比为10：I。 

2．5 方法精密度 

平行称取0．5g过20耳筛的土样6份，加3013去离子水50．Oml，按方法步骤提取、测定其 

水溶氟．结果列于表6。 

囊6 方涪精密度 (单位：m ) 

精密度实验显示．土样1和土样2的变异 

系数分别为0．73％和1 6％，均小于5％．说 

嘎该方法的精密度较好 

2．6 共存离子的影响 

用本方法测定土壤中水溶氟时 加入了总离子强度调节缓冲溶液(TIsAB) TISAB的作 

(下转第 164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j， 

1998年 第 3期 土 

柿柱馓  

壤 

土壤有效态成分标准物质的研制 

史学亚 韦启王簪 黄 槭 袭连弟 聱靛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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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国内物资交流叛繁，分析测试量值的准确性 

和可比性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国际计量委员会1992年还专门设立了化学计量工作组进行化 

学量值的国际对比研究。标准物质是一种或多种特性已经被确定了的物科或物质，它具有高 

度的均匀性、稳定性和量值的准确性。作为物质特性量值的衡量标准，应用于分析质量监控、测 

量仪器校准、测试方法评价、测试人员考核、实验室认证、产品论证以及技术仲裁荨方面 我国 

标准物质的研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颁布的标准物质已达1736个， 

其中国家一皱标准物质935个，已被广泛地应用，在各行业中，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我国土壤标准物质研制起步较晚．但对包括土壤有敢态成分标准物质的需求早就租迫切， 

70年代末开始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中就有许多土壤分析单位曾向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索购过土壤标准物质。最近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土壤科学家认识烈．为实现 两高一 

优 农业。有必要使土壤分析方法标准化。并研制土壤有效态成分标准物质，以此有效地监控全 

国的土壤有效态成分分析质量。因此．研制的土壤有教态成分标准物质不但可提高土壤有敬 

态成分测试量值的准确性和可比性，使分析结果更有教地指导农业生产，为科研服务。而且保 

证土壤信息系统中土壤有效态成分测试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土壤有效态成分标准物质的研制步聚为：土壤样品研磨加工。105"C24小时烘干灭菌，均 

匀度检验．样品分析定值以及随存放时问延长土壤有效态成分量值的稳定性检梗I。统计分析台 

格后，最后报请国家技术监督局审定，批准后成为国家一级标准物质。中国科学陆南京土壤研 

究所与地质矿产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探矿研究所台作．从1991年起历时数年于1997年韧通 

过国家技术监督局审定批准研制出适用于我国主要土壤类型、定值项目较多使用较广的六个 

土壤有效态成分国家一级标准物质(GBW07412--BGW07417)。这六种土壤的基本情况见表 

1。在土壤有效态成分标准物质研钼过程中遇到了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土壤样品不同研磨 

加工粒度和烘干温度对土壤有教态成分量值的影响以及土壤有教态成分量值的稳定性。为解 

决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结果表吼 样品研磨加工至过60目筛的粒度已符合标准物 

质的均匀度要求，样品在105'U烘干不影响其量值的参比性能 经过3年5次的抽样检测表 

嘎，土壤有效态成分量值均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土壤有效态成分的量值是稳定的(有关详细的 

研究结果将另文发表) 土壤样品经过一系列加工处理后陈放一年，然后进行分析定值．其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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