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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存在下氯化血红素光解动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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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体系及流动注射技术!研究了十二烷基磺酸钠%

0D0

&存在下!

氯化血红素在紫外光下的光解反应动力学规律!并与不加入
0D0

时氯化血红素光解行为进行了对比#结果

表明)

0D0

存在与否!氯化血红素的光解行为均符合一级动力学反应方程#但是加入
0D0

后所形成的胶束

相!减缓了氯化血红素的光解速度!提高了其光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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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血红素%

T1M;8

&是一种从动物血中提取出来的生物

制剂!近年来用做食品添加剂!替代以往的
T(@

!

%致癌物&$

在制药行业中!氯化血红素可作为合成胆红素的原料!还可

制备抗癌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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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氯化血红素补铁剂可直接被人体

吸收!是目前所知吸收率最高的生物铁!治疗缺铁性贫血疗

效显著!已渐受人们的重视'

!

(

#对氯化血红素的分析研究包

括其作为过氧化物模拟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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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应用分光光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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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

分析法'

#

(和化学发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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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对其分析测定#

目前!尚未发现对氯化血红素光稳定性研究的报道#刘

志贤等人'

.

(研究发现水溶液中锌"镁卟啉在光照下分解#本

研究发现氯化血红素在紫外光照射下发生分解#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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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体系及流动注射技术!研究了表面活性剂

0D0

存在与否状况下!氯化血红素的光解行为#结果表明)

0D0

的存在与否!氯化血红素的光解行为均符合一级动力学

反应!加入
0D0

形成的胶束相!减缓了
T1M;8

的光解速度!

提高了其光稳定性#这为氯化血红素的生产"储存和使用过

程中光稳定性的检测及控制提供了实验依据!并为其他药物

的光稳定性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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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流动注射化学发光分析仪%西安瑞科电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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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灯置于光照箱中#

氯化血红素储备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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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血红素%北京伯奥生物科技公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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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实验装置流程如图
*

所示!一定浓度氯化血红素
*//

MY

置于无色透明玻璃烧杯中!在光照箱中用
>/`

紫外灯

照射!样品距紫外灯
>/2M

!对氯化血红素样品溶液进行光

照实验!利用
aH:-IY

测定
IY

信号随时间的变化#氯化血红

素样品溶液由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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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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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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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样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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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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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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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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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C*

与
C!

通道中的溶液首先混合后!再与由载液水推动的样品液或样

品液与
0D0

混合溶液在流通池前混合!然后进入流通池中!

反应产生的化学发光强度由计算机采集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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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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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条件的优化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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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范围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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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浓

度!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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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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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时!体系的发光

强度最大!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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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其他实验条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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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范围内研究

(7@T

浓度对发光信号的影响#结果表明!

(7@T

的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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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时!发光信号最大$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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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光信号迅速下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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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佳浓度#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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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范围内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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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光信号的影响#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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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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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范围内!发光信号最大!且维持不变!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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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佳选择浓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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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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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范围内!

对发光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
0D0

浓度的增大!发光强

度增加!在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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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M%&

-

Y

F*范围内!发光

强度达到最大值!且维持不变!继续增加
0D0

的浓度!发光

信号迅速下降!几乎失去增敏效果#这是由于
0D0

在接近其

临界胶束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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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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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个富集的微环境增大发光强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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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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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0D0

的存在阻隔了
T1M;8

与发光体系的有效接

触!使发光强度迅速下降%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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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对化学发光强度也有很大的影响!在
/',

$

A'/MY

-

M;8

F*范围内!

IY

强度随着流速的增大而增加!大于
A'/

MY

-

M;8

F*时!

IY

强度略有增加!但试剂消耗量过大!造成

环境污染和成本提高!因此!选择
A'/MY

-

M;8

F*作为最佳

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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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解动力学

将溶液放置于
*//MY

烧杯中进行光照实验#在上述优

化的发光条件下!将氯化血红素溶液置于紫外灯照射下!在

加入或不加入
0D0

情况下!连续监控其发光强度的衰减情

况#结果发现二者都遵从一级反应动力学规律%见图
>

&#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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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氯化血红素的分解动力学方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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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时!其分解动力学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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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是光照
+

时刻时氯化血红素的浓度!

F

是速度常数!

+

是氯化血红素暴

露在紫外光下的时间#由其动力学方程可知!

F

!

是
F

*

的
*'+

倍!也就是说加入
0D0

后!氯化血红素的分解速度比
0D0

不

存在时降低了
*'+

倍!原因可能是胶束相的形成改变了氯化

血红素存在的微环境!导致氯化血红素分解速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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