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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技术》涵盖了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基础知识和现代分析仪器检测
技术，介绍了相关基础知识（不确定度、标准物质、数据处理等）、仪器安装及维护保养、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分析基本原理、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器结构单元及特性（气路系统、RF发生器系统、光源系
统、进样系统、分光系统、检测系统）、前处理、仪器操作经验与故障排除技术、黑色金属应用、有
色金属应用、矿物及硅酸盐应用试料、有机物进样技术的应用和其他方面应用等。

　　本书可供学习化学分析专业知识的学生，化学检测分析学员，初级、中级、高级工业化学分析工
以及工厂化验室岗位培训教师，理化检测中心、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等有关科技人员使用及参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技术>>

书籍目录

第1章 基础知识
1.1 不确定度
1.2 标准物质
1.3 检测标准
1.4 分析方法的评价
第2章 仪器安装及维护保养
2.1 仪器安装基本条件
2.2 仪器的维护保养
2.3 开机前后注意事项
第3章 光谱分析基本原理
3.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原理
3.2 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
3.3 工作参数
3.4 灵敏度、检出限、精密度和背景等效浓度
3.5 干扰效应与校正
3.6 ICP应用范围及其发展前景
第4章 仪器结构单元及特性
4.1 气路系统及其附属设施
4.2 ICP光源系统
4.3 进样系统
4.4 分光系统
4.5 检测系统
第5章 试料前处理
5.1 制样
5.2 试料处理前的工作
5.3 试料溶解
5.4 分离和富集
5.5 微波消解法
5.6 固体试料引入法
5.7 氢化物发生引入法
第6章 仪器操作经验与故障排除技术
6.1 前处理和辅机设备
6.2 点火故障
6.3 谱线强度值的升降
6.4 数据精密度差
6.5 进样系统
6.6 炬管故障问题
6.7 仪器开关“跳闸”
6.8 光谱谱线问题
6.9 标准曲线校正失败
第7章 黑色金属中的应用
7.1 钢铁及其合金的分析
7.2 生铁及其铸铁的分析
7.3 铁合金的分析
7.4 铁基粉末冶金的分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技术>>

7.5 黑色金属纯物质及其氧化物的分析
7.6 黑色金属中微量、痕量元素的分析
第8章 有色金属中的应用
8.1 铝及铝合金分析
8.2 铜合金分析
8.3 锌合金分析
8.4 镁合金分析
8.5 镍合金分析
8.6 锆合金分析
8.7 钨合金分析
8.8 钛及钛合金分析
8.9 贵金属分析
8.10 有色金属及催化剂的分析
8.11 纯金属及其氧化物分析
第9章 矿物和硅酸盐类中的应用
第10章 有机物进样技术中的应用
第11章 其他方面中的应用
附录 ICP－AES常用谱线、检出限及干扰元素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技术>>

章节摘录

　　在ICP光谱分析中，由于RF功率的变化将导致等离子温度、电子密度和发射强度值的空间分布发
生变化，不同的元素和不同谱线其影响也有所不同。
元素谱线强度随RF功率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其功率大小与光强度值呈正比关系。
RF功率大小直接影响等离子体温度及离子化程度，从而改变灵敏度。
若功率过大，会带来背景辐射增强，信背比下降。
由于信背比和检出限有关，增加RF功率将导致信背比下降，检出限升高；较低的功率可获得较低的检
出限，但会导致基体效应增高。
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操作者可通过实验选择RF功率。
具体步骤为：点燃等离子体，稳定约15min后，建立分析方法，导人待测元素的标准溶液。
通过分析方法的设置，将RF功率从750W到1550W进行增量调整，每次功率变化量为50W，然后分别进
行测试。
选择信背比最大的RF功率，以此作为最佳功率输入到分析方法中。
　　一般来说，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由于其易电离、易激发，选用的RF功率范围为（800～1100）W；
水溶液样品中常规元素分析，选用的RF功率范围为（1100-1300）W；测定较难激发的As、Sb、Bi、Pb
、Sn等元素时，选用的RF功率宜高于1300W；有机试剂或有机溶剂样品，为了便于有机溶质的充分分
解，选用的RF功率范围为（1300～1600）W。
　　3.3.2 观测高度　　观测高度是指工作线圈的顶部至测定轴的距离。
　　当炬管垂直放置时，采用侧向采光。
由于各种元素在等离子体中的最佳激发区不同，其观测高度也不同。
通常情况下，碱金属、碱土金属和元素周期表第Ⅲ第Ⅳ副族元素属于低电离易激发的元素，其观测高
度较低；而难电离及不易激发的元素，如As、Sb、Se等，其观测高度较高。
　　观测高度与干扰效应的依赖关系十分复杂，主要是挥发一原子化干扰与观察高度或样品颗粒
在ICP放电中的停留时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Kawagnchi等认为在较低观测高度的等离子区域（8mm以下），干扰情况为分子的离解速率所制约，即
挥发－原子化干扰是主要的，而在等离子体较高的区域（10～20）mm，挥发干扰较小，因此，为减
小或消除这类干扰，适当延长样品颗粒在ICP放电通道中的停留时间及路程，即观察高度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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