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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光对谷氨酸钠溶液激光拉曼光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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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环境光的存在!对谷氨酸钠溶液的激光拉曼光谱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的环境光!自然光

和室内荧光灯光!会对拉曼光谱产生不同的干扰效应!存在着特征谱峰"负峰或尖锐正峰!干扰的影响不能

忽略#建议在进行溶液激光拉曼光谱检测时!需在暗室或暗罩中进行!以完全隔离环境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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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是一种新型的无损检测仪器!并可

进行微区分析!可用于固体"溶液等形态的多种无机材料和

有机物质的结构分析!与红外光谱有着一定的互补性#我们

在进行谷氨酸钠溶液分析测试时发现!环境光的存在对测定

有一定的影响!不同的环境光源会产生不同的干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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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谷氨酸钠溶液在激光拉曼光谱的测定中!在不同

环境光!室外自然阳光和室内荧光灯光的存在下!对拉曼光

谱所产生的干扰效应和影响进行探讨#

*

!

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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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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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谷氨酸钠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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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将新配制的谷氨酸钠溶液盛于小型玻璃容器中!放在载

玻片上!置于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的载物台于物镜的视野

下!通过微机屏幕上的影像窗口调整焦距于溶液表面!测定

不同环境光线条件下的激光拉曼光谱图#自然光是利用中午

时窗外阳光射入室内的漫反射间接光线$荧光灯光是利用仪

器上方约
>M

处的
A/`

荧光灯光$无环境光是在息灯夜间!

并将拉曼光谱仪的样品载物台及整个仪器前部!用自制的暗

罩完全遮护!再进行测定#

光谱信号采集积分时间为
!/5

!积分
!

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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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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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光存在时"对谷氨酸钠溶液的激光拉曼光谱的影

响

由于所用的激光光源是
">!'+*8M

!检测到的拉曼光谱

基本在可见光范围!所以外界自然阳光的存在!对激光拉曼

光谱会有一定的影响#图
*

是谷氨酸钠溶液在有外界自然光

时的光谱图!图
*

曲线
*

是谷氨酸钠的标准拉曼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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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等是谷氨酸钠的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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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是水的羟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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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外界自然光时!拉曼光谱明显发生变化%图
*

中曲

线
!

&!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荧光背景抬高的基础上!出现了许

多负峰和毛刺!负峰尤以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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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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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特

别明显#测定中若不注意环境自然光的影响!将会把自然光

引起的谱峰看成是样品本身的谱峰!则会对结果造成较大的

干扰和误判#实验中还发现
!",*

和
!".#2M

F*负峰在水溶

液的拉曼谱中经常出现!这是水溶液在环境自然光影响下造

成的!当排除环境自然光时!就可以彻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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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灯光存在时的影响

在进行谷氨酸钠溶液激光拉曼光谱测定时!室内灯光同

样会对拉曼光谱产生着影响!图
!

是室内荧光灯光存在时!

对激光拉曼光谱的影响图#从图
!

曲线
!

中可以看出在
,//

到
!,//2M

F*范围!背景光强有所提高!这是由于谷氨酸钠



溶液本身有一定的荧光背景!室内灯光的可见光谱在其余波

长范围!对拉曼光谱相对影响不大#但在
!,//

到
A///

2M

F*范围内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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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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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等多处尖锐的向上

的脉冲峰$实验另用不打开激光光源!不放样品!仅有荧光

灯光影响!让拉曼光谱仪对空测定!结果表明在较平坦的基

线上出现上述这些向上的尖锐峰群#表明这些尖锐峰是由荧

光灯光直接带入的!而非样品在荧光灯光激发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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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表明!室内荧光灯光对激光拉曼光谱存在一定的影

响!若在有灯光时进行测定!将对谷氨酸钠溶液的激光拉曼

光谱产生干扰和影响!同样也会带来测定的误差和误判#实

验还表明当样品池下方桌面放上白纸或有较强反射光的纸张

时!白纸将荧光灯光向上反射进入检测系统!增强了检测透

镜中的环境荧光灯光的光强!背景和向上尖锐的峰群将会进

一步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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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阳光*荧光灯光共存时的影响

图
>

是室外自然光和室内荧光灯光同时存在时!对谷氨

酸钠溶液激光拉曼光谱的影响!可以看出图
>

曲线
!

有着更

为复杂的干扰影响!结合图
*

和图
!

可以看出是室外自然光

%图
*

曲线
!

&和室内荧光灯光%图
!

曲线
!

&两种干扰影响的

综合作用!是两种信号影响的叠加!但也可以看出荧光灯光

中的某些突跃谱线干扰在这里有所抑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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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论

在测定谷氨酸钠溶液样品或透明样品时!由于环境光不

论是自然光还是室内荧光灯光都会对拉曼光谱产生一定的影

响!这是由于拉曼光谱仪!对弱光的检测灵敏度很高!对微

弱的环境光都会有较高的检测灵敏度$而仪器本身是单光路

结构!没有环境光自动扣除功能!因而环境光会随着光路进

入光谱检测系统!对拉曼光谱产生一定的干扰!在实验时一

定要引起重视!建议在测定时需在暗室或暗罩遮护中进行!

以完全隔离环境光的影响#

当激光拉曼光谱中出现图
*

到图
>

中的干扰特征峰时!

应首先考虑是否有环境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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