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毫米和PEG20M，20％，4米 4毫米二根柱

子，直接注入4微升德惠大曲仅分出十四个组分＊

我们用STH柱，直接注入德惠大曲2.4微升，就分

出37个组分（见图2） 他们认为用STH柱不

仅节省了测试时间，还避免了剧毒酯化剂的使用。

真正体现了气相色谱分析快速、分离效率高的特

点，是一个难得的好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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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炭素研究所 夏树勋）

*吉林省轻工业研究所饮用酒质量监督检验站提供。

高 效 液 相 色谱的新 型检 测 技术

近十年来，由于电视摄象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

熟的地步，已证实它们可作为光谱测量的并行检测

器来使用。即可在您所感兴趣的光谱范围内同时监

测该光谱区的发射或吸收的信息。已有许多文献报

导了这方面的应用。其中包括在原子吸收和原子发

射光谱中多元素同时检测，快速扫描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萤光分光光度计、微微秒级的激光光谱

法、拉曼光谱法、质谱法等等。而在色谱法特别是

高效液相色谱法中的应用，也十分活跃。

这种被称为多通道图象检测器的探测头有两种

形式：一种是二维的列阵，例如硅光导摄象管 （Si

Vidicon）及增强型硅靶管（SIT）等，使用由几十万

只独立的光二极管组成的面积列阵靶。另一种是一

维的线性列阵，例如自扫描的光电二极管列阵，电

荷藕合器件，电荷注入器件等，目前常用的规格有

由128只、256只、384只、512只、768只及1024只

光敏元件构成的线性列阵。美国惠普公司的新产品

1040型液相色谱检测器及日本岛津公司的新产品

SPD-MIA型液相色谱检测器就是采用一维的光

电二极管列阵做成的快速扫描紫外／可见分光检测

器。

与通常的高效液相色谱光学检测器相比较，在

光路安排上有重要的差别。图1a是常规的紫外／可

见分光检测器的光路图。由光源发出的光线经过单

色器 （光栅式或滤光片式）分光、选择特定波长的

单色光进入检测池，尔后到达光电接收元件 （光电

倍增管或光电池等）。一次只能检测一个波长的光

强度。若要改变波长，则需调整单色器中的光栅位

置 （或更换滤光片）。图1是采用列阵式接收器的

光路示意图。由光源发出的非色散光先进入检测

池，经池内样品特征吸收后再进入多色仪。由多色

仪分光后出来的是一个按波长顺序分布的光谱带，

聚焦在列阵式接收器上。多色仪要经过精心设计，

以保证其聚焦面与接收器很好地吻合。于是实现了

同时接收该光谱区的全部信息。列阵式接收器上的

光电信号用电子学的方法快速扫描提取出来，扫描

速度可做到每帧图象只要10毫秒，甚至更快，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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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式中：hA为组分A的构型焓，它通过查

表，然后用 Watson公式进行温度换算而

得。CPA为组分A的构型定压比热，它由正

庚烷的CPA，通过对应态原理求得。3Ci为
组分i的分子外自由度数。 为分子特征参

数，ε#为势阱深度。

现以正十七烷为溶剂，分别以正戊烷到

正辛烷为溶质，计算不同温度下的γ谩与实

验数据相比较见表4。

以上可知，用平均位能理论来关联无限

表 4 计 与 实 比 较 表

稀释活度系数，比用其它二个溶液理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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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色谱流出峰的逮度。因此可用来观察色谱柱流

出物的每个瞬间的动态光谱吸收图 （或萤光发射光

谱图），即跟随色谱峰扫描。经过微型计算机处理后可

构成所谓三维的色谱－光谱图(Spectro-Chroma-

tograms)，如图2所示。

当然这种检测技术的应用价值决不是在于演示

三维的谱图，而是表明了它可提取丰富的信息，用

以判别色谱分离的状况及强化定量和定性分析。已

经有不少文献报导表明对某些复杂成分的分析十分

成功，远非一般检测技术所能比拟。然而，由于在

液相状态下 （特别是在强极性溶液中）紫外／可见

光谱区的吸收谱和发射谱特征性不强，对所得到的

大量光谱数据应何如处理最有利，尚有待于进一步

探索。

（林 丛 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