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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动物血液和组织中硒!方法简便%快速%准确%检出限低$实验比较了样品消

解方法%同位素的选择以及普通模式和
DS0

模式的差异!为同类样品的测定提供了参考$普通模式通过采

用干扰方程!有效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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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干扰!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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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测定结果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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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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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反应池有效地消除了分子离子干扰!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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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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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中起

着重要的有益作用$人体内硒含量过低会引发大骨节病%克

山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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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硒在营养学%病毒学%肿

瘤学%免疫学等多学科已有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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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硒的形态分

析成为近几年来硒分析研究的热点!形态分析要求方法的检

出限低!一般在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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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准确%检出限低的硒测定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硒的测定方法有原子光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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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测定结果更加准确!方法检出限更低!可望在

微量元素的联机形态分析!海水和血液等复杂基体样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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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前处理方法的比较

动物血液和组织的前处理常采用微波消解法和湿法消解

法!本实验通过血液样品的加标回收实验比较了两者的差

异!结果表明两者均满足准确测定的要求!但微波消解法更

快速%准确%不易污染!本实验样品处理选用微波消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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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与标准值非常吻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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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样品分析

采用微波消解法处理动物血液和组织样品!分别在两种

模式下进行测定!测定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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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消解和微波消解都可用于
XCR-U0

法测定硒!微波

消解法空白低!更快速%高效$

XCR-U0

普通模式通过采用干

扰方程!可有效消除"!

K4

e对"!

01

产生的干扰!选用"!

01

测

定!测定结果准确可靠!满足食品%药品%临床%环境样品中

硒的测定要求$

DS0

模式通过
V

!

-

碰撞反应池有效地消除了

分子离子干扰!选用."

01

测定!大大降低了检出限!可望在

联机测定硒形态!以及在科研和要求特殊的样品分析领域发

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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