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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光谱重叠的多组分混合物体系的同时定量测定

刘
!

慧!胡仰栋!卢彦越

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山东 青岛
!

!DD//.

摘
!

要
!

提出一种可将紫外吸收光谱严重重叠的混合物体系准确定量分析的方法"该方法利用系统聚类结

合加和性检验而得的优化波长集合有效地降低了混合物光谱的相关性"通过选取优化波长集合内的波长点

的信息!把吸光系数和待测浓度同时作为自变量!建立非线性优化模型!对于组分间浓度差较小的混合物体

系经一次优化分析计算可得待测浓度#混合物中组分浓度差较大的体系经四次左右优化迭代!逐步降低误

差的分析结果!相对误差可控制在
.&D.B

之内"分析结果表明该法稳定)准确)简便快速!可对多组分混合

物体系进行定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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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

各种光谱分析方法是多组分同时测定的重要方法"在分

子光谱中!不同有机化合物常因其化学结构相似使其紫外光

谱严重重叠!仪器和实验环境易使吸光度和浓度之间的关系

偏离朗伯
,

比耳定律导致其呈现非线性特点"这些使得用常

规分光光度方法同时测定这类化合物比较困难"采用化学计

量学方法可以克服光谱定量分析中出现的多重共线性)光谱

重叠和组分的相互干扰等问题!并且不需分离可直接同时测

定混合体系的各组分"因此发展了如主成分回归$

P\̀

%

'

)

(

)

小波包变换'

!

(

)人工神经网络$

:''

%

'

.

(以及遗传算法'

*

(等

多种线性或非线性的多元校准方法!但是化学计量学方法可

能会因为冗余数据的影响而得不到有效的校准模型'

-

(

!因此

波长选择是光谱分析中各种多元校准方法的关键步骤"

本文在光谱数据预处理过程中用选取优化波长集合的方

法!即采用加和性检验和模式识别的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波

长进行优化选择!突出各组分之间的差异!降低波长点所含

信息的相关性"然后把吸光系数和待测浓度同时作为自变

量!对分析问题建立有约束的非线性数学规划模型!对于组

分浓度差较小的混合物体系只需经一次优化计算可得待测浓

度#混合物中浓度差较大的体系经多次优化迭代!逐步降低

误差得到分析结果"利用本法对四组分光谱严重重叠的食用

色素混合体系实验分析结果表明!该法稳定)准确度高!相

对误差在
.&D.B

内"

)

!

实验部分

%$%

!

实验仪器与试剂

仪器&

0G;E79d=!--/

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

司%#试剂&日落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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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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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用分析天平分别称取
/&!-//

F

以上试剂于
!-/E[

容

量瓶中!用蒸馏水定容配制成
)&///E

F

,

E[

M)标准储备液"

分别移取一定体积的储备液于
)//E[

的容量瓶中!蒸馏水

定容)摇匀)静置
)-

#

./E;8

"用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仪!参

比溶液为蒸溜水!波长
!//

#

D//8E

$间隔
)8E

%扫描其吸收

光谱!读取数据用于处理分析"

!

!

方法原理

5$%

!

优化波长集合的选择

选择加和性良好的连续波长段
#

( 5

#

e

!运用系统聚类

法分类!分类的步骤是&首先各样品自成一类#以相似性度

量计算各样品之间的距离!用最近距离法将最近的两个样品

并成一类#计算新类与其余各类的距离!再将距离最近的两

类合并!直到所有的样品归为一类!则停止'

D,))

(

"本文以相

似系数距离作为相似性度量!计算公式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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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加和性良好的波长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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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E

!将这
)+)

个波长点

聚为
./

类!每类中采用加和性检验选取加和性最好的一个

点作为这一类的代表!这样选出的
./

个波长点差异性较大!

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光谱重叠引起的相关性"

5$5

!

基本数学原理

待测混合物体系中有
*

种纯组分!第
9

种纯组分的浓度

设为
A

/9

!在波长
#

<

处的吸光系数设为
/9

<

!通过实验得到其吸

光度为
.

/9

<

1

"根据
A114

定律$石英比色皿
)2E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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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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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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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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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浓度为
A

/9

的纯组分在波长
#

<

处的吸光度的实验值

.

/9

<

1

和
.

/9

<

计算值之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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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吸收定律加和性!多组分混合物在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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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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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混合物中纯组分的真实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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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组分混合物在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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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吸光度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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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目标函数!则数学优化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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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实验证明对于各组分浓度相近的混合物体系由估计值

A

/9

分析计算可得一次优化结果
A

)9

!其误差在
)&>.B

之内!结

果令人满意"但对于组分浓度差较大的混合物体系经一次优

化计算后误差较大!而经下面的迭代优化后!误差会大大较

低"

5$8

!

迭代优化

因一次优化结果得到的体系
#

*

9

(

)

A

)9

与
#

*

9

(

)

A

"

9

体系近似!

所以用此体系去继续优化评估待测混合物可提高方法准确

度"

分别以浓度
A

)9

配制纯组分溶液!紫外光谱扫描得其吸

光度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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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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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得一次迭代优化结果
A

!9

!同理以
A

!9

代替
A

)9

配制

混合溶液重复以上步骤!依此类推!可得
A

"

9

的逼近数列

-

A

$9

7!直到
A

$9

与
A

$

$

*

)

%

9

的数值一致在读数允许误差范围之

内!迭代结束"

5$C

!

建模求解

调用
?73%7@

多元统计工具箱进行聚类分析得计算所需

优化波长集合"将上述数学模型采用
U:?0

语言编程!根据

所建模型非线性约束多)自由度小的特点!选择广义简约梯

度优化算法$

Ù U

%!它是求解非线性规划最有效的算法之

一"

Ù U

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简约梯度直接构造一个使

目标函数改善的可行方向!然后沿此方向进行搜索!从而找

到一个新点!这样逐步逼近原问题的最优解"经计算可得优

化结果
/9

<

和
A

$9

"模型中良好初始值的设定可以使求解既快

又准!而随着迭代过程的进行!变换的初始值在逐渐逼近真

值!所以优化计算的准确度也在逐步提高"

.

!

结果与讨论

8$%

!

紫外吸收光谱

分别配制
/&/!

F

,

[

M)的日落黄)苋菜红)胭脂红和诱

惑红的水溶液
)

份!扫描其吸收光谱!选择加和性良好的连

续波长段
!"/

#

*D/8E

!绘制吸收曲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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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波长集合的选择

由图
)

可见!四种食用人工合成色素的紫外吸收光谱重

叠严重!具有强的相关性!直接用常规方法测定该混合体系

中各组分的浓度难度较大"经聚类和加和性检验后选取的
./

个波长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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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分析结果

本文选择了
/

#

/&/-/

F

,

[

M)浓度范围的人工合成食用

色素日落黄$

0=8513

6

1%%$V

%)苋菜红$

:E74783G

%)胭脂红

$

P$8217=*̀

%和诱惑红$

:%%=41419

%"纯度都是
>-B

"作为实

例进行了分析"组分浓度差较小的混合物体系实验分析结果

如表
)

所示!浓度差较大的体系实验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

I+73)%

!

<1+3

A

9"9.)943,9/09/34,"/1"16("'(,()'/1')1,.+,"/1/0)2).

A

'/*

=

/1)1,"9'3/9),/)+'(/,().

序号 样品 加入量*$

%

F

,

E[

M)

% 检出量*$

%

F

,

E[

M)

%

相对误差*
B

) : !/&// )+&D* M)&>.

A !/&// !/&)- /&"*

\ !/&// !/&/! /&)/

O !/&// )+&>! M/&+)

! : -/&// *+&D) M/&"+

A .-&// .-&)) /&.)

\ *-&// *-&/ >/&)>

O !-&// !*&D" M)&.*

. : !/&// !/&!) )&/*

A ./&// ./&/> /&!D

\ */&// */&)* /&.-

O -/&// *+&"D M/&*>

* : >&// >&)* )&"!

A .-&// .-&)> /&-)

\ */&// .+&"" M/&->

O )-&// )-&/- /&..

I+73)5

!

<1+3

A

9"9.)943,9/09/34,"/1"16("'(,()'/1')1,.+,"/1/0)2).

A

'/*

=

/1)1,"91/,'3/9),/)+'(/,().

序号 样品 加入量*$

%

F

,

E[

M)

%

A

)9

*$

%

F

,

E[

M)

%

A

!9

*$

%

F

,

E[

M)

%

A

.9

*$

%

F

,

E[

M)

%

A

*9

*$

%

F

,

E[

M)

%

A

-9

*$

%

F

,

E[

M)

%相对误差*
B

) : *&// .&D. .&+> *&// *&/) /&!-

A */&// */&!) .+&D- .+&+) */&// /&//

\ .&// *&!" .&-/ !&+- .&/) /&..

O *-&// **&-/ **&>) **&+! **&++ M/&/!

! : *-&// *D&/+ *-&)D *-&/* **&>/ **&"+ M/&*"

A */&// .>&>" .+&+) */&)) .+&+D */&!. /&-"

\ .&-/ *&-" .&D) .&*) .&D* .&D) .&/-

O *&// .&*+ .&>! .&+D *&/" *&/- )&!.

. : *-&// *.&>- *-&/D *-&)" *-&/. *-&/" /&)D

A .&// !&D* .&/+ .&/> .&/! .&/D )&+D

\ *&// .&>+ *&)! .&>. *&)! *&)* .&.>

O .&// .&++ !&"- !&>> !&+. !&+) M.&/+

* : .&// !&D+ .&/! !&>D !&+D !&+" M)&/)

A *&// .&*/ .&D) .&"! .&+) .&>D M.&D.

\ *-&// *"&-/ *-&>" *-&"- *-&** **&+D M/&/+

O *-&// **&"! *-&.D *-&-> *-&*" *-&.D /&"+

!!

:

&日落黄#

A

&苋菜红#

\

&胭脂红#

O

&诱惑红

!!

由样品分析结果可得!经过系统聚类分析特征筛选和加

和性检验选定的优化波长集合!使原始数据的多重共线性得

到了较好的改善!组分谱图之间有足够的差异性!能对光谱

严重重叠的食用色素混合体系进行准确定量分析!说明系统

聚类法和加和性检验选择优化波长集合的技术是可行的"

由表
!

可见!组分浓度差在
)/

倍以上的混合物体系经

一次优化结果基本不能满足混合物的定量分析要求!而随着

迭代过程的进行!即初始值逐步逼近真值的过程!误差在逐

步下降!经过
)

#

.

次迭代之后!误差可降到
.&D.B

!结果令

人满意"

8$C

!

精密度的测定

取表
!

中的
*

号样品进行五次测定!并计算各次测定结

果之间的相对标准偏差$

0̀O

结果如表
.

所示!本法具有较

好的重现性"

I+73)8

!

?)3+,"2)9,+1-+.--)2"+,"/1

$

?&;

%

样品 日落黄 苋菜红 胭脂红 诱惑红

0̀OB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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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论

!!

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光谱数据进行优化选择!可有效减少

数据矩阵的多重共线性!增加组分间的光谱差异性!提高了

分析结果的准确度"将待测浓度和吸光系数同时作为决策变

量!将定量分析问题表达为一个带约束的非线性数学规划问

题!优化分析出待测浓度"对于组分浓度差较大的体系!用

与待测混合物体系相近的物系去定量分析评估计算!结果就

愈接近真实浓度值"所以!在迭代过程中相对误差的降低是

必然的"一般迭代
*

次左右数值趋于稳定!实例验证分析结

果令人满意"证明本文方法是一种准确)易行的多组分定量

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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