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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进样系统 进样系统包括进样装置和汽化室。
其作用是把待测样品（气体或液体）快速而定量地加到色谱柱中进行色谱分离。
进样量的大小、进样时间的长短和样品汽化速度等都会影响色谱分离效率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及重现
性。
 1.进样器 液体样品的进样，一般用微量注射器，常用的规格有1μL、5μL、10μL、25μL等。
气体样品的进样，常用旋转式六通法。
当六通阀处于采样位时，用注射器或球胆将样品压人定量管中；转至进样位时，流动相将样品带入色
谱柱中。
 2.汽化室 液体样品在进入色谱柱前在汽化室内变成蒸汽。
汽化室位于进样口下端，要求汽化室热容量大，温度足够高且无催化效应，死体积也应尽可能小。
因此汽化室由一块金属制成，外套加热块，在汽化室内常衬有石英套管以消除金属表面的催化作用。
汽化室注射孔用厚度为5mm的硅橡胶垫密封，由散热式压管压紧。
 三、分离系统 色谱仪的分离系统是色谱柱，安装在柱箱内用于分离样品，是色谱仪中最重要的部件
之一。
色谱柱主要有两类：填充柱和毛细管柱。
填充柱由不锈钢或玻璃材料制成，内装固定相，一般内径为2～4mm，长1～10m。
形状有U形和螺旋形两种，常用的是螺旋形。
填充柱制备简单，可供选择的固定相种类多，柱容量大，分离效率也足够高，应用很普遍。
 毛细管柱又叫空心柱，分为：①涂壁开管柱（WCOT），是将固定液均匀地涂在内径为0.1～0.5mm的
毛细管内壁而成。
②多孔层开管柱（PLOT），在管壁上涂一层多孔性吸附剂固体微粒，实际上是气固色谱开管柱。
③载体涂渍开管柱（SCOT），先在毛细管内壁涂上一层载体，如硅藻土载体，在此载体上再涂以固
定液。
④键合型开管柱，将固定液用化学键合的方法键合到涂敷硅胶的柱表面或经表面处理的毛细管内壁上
，该类柱的固定液流失少，热稳定性高。
毛细管材料可以是不锈钢、玻璃和石英，柱内径一般小于1mm。
毛细管柱渗透性好，传质阻力小，柱长可长达几十米，甚至几百米。
毛细管柱分辨率高（理论塔板数可达1.0×106），分析速度快，样品用量小。
但柱容量小，对检测器的灵敏度要求高。
 四、检测系统 检测器是色谱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被分离的组分的量转为易于测量的电信号的装
置。
目前检测器的种类多达数十种。
根据检测原理的不同，可将检测器分为浓度型检测器和质量型检测器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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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系列教材:分析化学》可作为高职高专化工类各专业的分析化学教材，也可供厂矿企业有关
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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