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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凝胶气相色谱毛细管柱是一种新型的色谱柱。这

种色谱柱分离效果佳［$，!］，柱容量大，耐热性能好，制作工艺

简单［-］。本文采用几种方法对自制溶胶#凝胶柱［$!-］的极性

进行了探讨，并与传统柱作了比较。所用色谱仪为岛津$/1
型，配有火焰离子化检测器（234）；色谱柱尺寸为$"56"7!+
558797；载气为:)；气化室温度!+";；分流（$""<$）进样。

" 极性评价方法与结果

"#" 不同化合物流出顺序的测定

色谱条件：溶胶#凝胶柱，固定液为=>?@/+#:#&""""及

端羟基聚二甲基硅氧烷（A4BC）毛细管柱；234温度-"";；

柱温，%";
,;／

!
58@
!%";。试液：含亚油酸甲酯和十八烷

酸甲酯及其他甲酯的二氯甲烷溶液。

一系列的脂肪酸甲酯的混合物，包括亚油酸甲酯和十八

烷酸甲酯，分别在溶胶#凝胶=>?@柱上和溶胶#凝胶A4BC柱

上进行分离。在溶胶#凝胶=>?@柱上，十八烷酸甲酯在亚油

酸甲酯之前流出，而在溶胶#凝胶A4BC柱上，两者流出的顺

序正好相反［$］。亚油酸甲酯碳链中含有两个双键，极性较

强，根据“相似相溶”的原则，与极性较强的固定相之间的作

用也应该较强，保留时间较长；十八烷酸甲酯则应在极性较

弱的固定相上有较强的保留；故溶胶#凝胶=>?@柱极性强于

溶胶#凝胶A4BC柱。

"#$ 麦氏常数（%&’()*+,-./+*.01*0）的测定

表" 毛细管气相色谱柱上的麦氏常数

色谱柱类型 苯 $#丁醇 !#戊酮 $#硝基丙烷 吡啶 总极性

溶胶#凝胶A4BC !% ,% +$ ,% ’& !,’
传统A4BC $/ +/ ’+ ,/ ’- !!&

溶胶#凝胶=>?@
/+#:#&""""

!,- ’+! -"& ’/% ’!+ $&!/

传统=>?@/+#
:#&""""

!++ ’+! !&& ’/" ’", $%%!

溶胶#凝胶

A4B4AC
+’ ,% %& $-% $"- ’+!

色 谱 条 件：溶 胶#凝 胶 色 谱 柱，固 定 液 分 别 为 端 羟 基

A4BC、=>?@/+#:#&""""、端 羟 基 聚 二 甲 基 二 苯 基 硅 氧 烷

（A4B4AC）；234温度-"";；柱温$!";。试液：含戊烷到

十二烷以及苯、$#丁醇、!#戊酮、$#硝基丙烷、吡啶的二氯甲烷

溶液。测定溶质的保留时间，计算的部分麦氏常数见表$。

表$中数值表明，溶胶#凝胶柱用麦氏常数之和表示的

“总极性”要比传统方法制成的柱子略高，这可以用溶胶#凝胶

柱的有机#无机复合结构及固定液分子两端的羟基来解释。

就-种溶胶#凝胶柱来说，A4B4AC柱的“总极性”是’+!，大

于溶胶#凝胶A4BC柱的!,’而小于溶胶#凝胶 =>?@柱的

$&!/。-种柱的极性顺序与传统柱相同。

"#2 醇和烷烃表观碳数（13314(*0&145+**675(4）差（!!）的

测定［8，9］

色谱条件：溶胶#凝胶色谱柱，固定液为端羟基A4BC、=#
>?@/+#:#&""""、端羟基A4B4AC；234温度-+";；柱温$!"
;。试液：含直链烷烃D$"!D$&的二氯甲烷溶液、含D,!D$’
直链醇的二氯甲烷溶液。测定所有溶质的调整保留时间

!EF。以*@!EF对"（分子中的碳原子数目）作图。对于直链

烷烃，*@!EGH#GI$G·"，其中#G，$G为常数；对于直链醇则

有类似的表达式：*@!E0:FH#0:I$0:·"。对同一色谱柱，烷

烃和醇可获两条平行的直线，即$GH$0:。测量（或计算）平

行线间的水平距离，以此来决定色谱柱的极性。

溶胶#凝胶端羟基A4BC柱上两条平行线间的水平距离

!7+%即 为“表 观 碳 数 差”!%（"%H!（#0:J#G）／（$0:I
$G））。而传统A4BC柱的"%值仅为!7’-。色谱柱固定相

极性愈大，"%的值也就愈大。很明显，溶胶#凝胶A4BC柱

比传统A4BC柱具有较大的极性。这和前面用麦氏常数得

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对于溶胶#凝胶=>?@柱和溶 胶#凝 胶

A4B4AC柱，同样以直链烷烃和直链醇在柱上进行分析，作

出两条平行线，其水平距离分别为,7%"和-7""。显然，在溶

胶凝胶柱当中，仍然是=>?@柱极性最强，A4B4AC柱次之，

A4BC柱在三者中最小。其中，溶胶#凝胶A4BC柱上直线的

斜率$G和$0:是"7+%$；溶胶#凝胶=>?@柱上，两者的斜率是

"7+,$。而溶胶#凝胶A4B4AC柱上两者的斜率是"7+%&。

$ 溶胶!凝胶毛细管柱间的重现性

用同样尺寸和同样固定相制成-根溶胶#凝胶A4BC
柱，在同样的色谱条件下测定其麦氏常数及总极性，其总极

性的相对标准偏差（EC4）不超过"7-+K，而-根溶胶#凝胶

=>?@柱总极性的EC4不超过"7"+K。溶胶#凝胶A4B4AC
柱此数值为"7!$K。本文作者也用LM?N试剂测定了同种柱

子保留因子&的EC4。LM?N试剂中的相同化合物的&在-
根溶胶#凝胶A4BC柱上的EC4不超过!7"%K。而对于溶

胶#凝 胶 =>?@柱 和A4B4AC柱 此 数 值 不 大 于!7$’K和

!7$$K。

参考文献：

［$］ OP@Q4，DR?@QCS，BP*8T1.1@P*DR)5，$&&/，,&：’+,,
［!］ 王东新，BP*8T1.色谱，!""!，!"（-）：!/&
［-］ OP@Q4?@QU8@.［AR448VV)MWPW8?@］.(P5GP，2*?M89P：=@8X)MV8WY

?ZC?[WR2*?M89P，!"""
［’］ DPVW)**?L，4’15PW?L.\DRM?5PW?QM，$&&!，,!-：!%&
［+］ DPVW)**?L，4’15PW?L，])̂̂P@8C.\DRM?5PW?QM，$&&-，,’,：

-,$

!""-年&月

C)GW)5N)M!""-
色 谱

!"#$%&%’()*$+,(-!"*(.+/(0*+1"2
]?*.!$_?.+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