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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ＨＧ－ＡＦＳ）分析地矿样品时，在仪器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器
上会有残留物生成，这些残留物中的某些成分积累到一定量时就会显著地影响硒和碲的测定。本文在分析

ＨＧ－ＡＦＳ法测定硒和碲干扰情况的基础上，用高纯物质配制的标准系列进行试验，避免了共存成分的影响。
通过比较在仪器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器更换前后标准系列的测定结果，表明仪器残留物会对硒、碲测

定产生影响。对一些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器的溶出物进行分析，发现钛、铜、砷、锑和铋会影响硒、碲的

测定灵敏度和标准系列线性相关系数，这些元素也是文献中提到的共存成分中的干扰元素。通过更换仪器

相应配件，克服了仪器残留物的影响，硒、碲的灵敏度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标准系列测试结果质量明显改善，

线性相关系数均在０．９９９５以上。本研究认为对仪器残留物成分的分析是控制原子荧光光谱法干扰的一种有
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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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化物发生 －原子荧光光谱法（ＨＧ－ＡＦＳ）应
用于分析地质样品中的硒、碲有很多的优点，如检出

限低、仪器简单、操作方便等，广泛应用于地球化学

调查样品、岩石、铜矿、多金属矿等样品中硒、碲的分

析［１－４］；但共存元素的干扰也很复杂。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至今，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和论文涌现了很
多，文献中对干扰成分的处理方法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采用分离干扰元素的办法，如采用巯基

棉［１，５］、活性炭［２］、树脂［６］、挥发剂 ＨＢｒ［７］、沉淀
剂［８］、萃取［９］、焙烧富集［４，１０］或在碱性条件下沉

淀［１１］等方法分离干扰成分，这些方法对于干扰成分

含量较高的样品非常有效。另一类是不分离干扰成

分，通过加掩蔽剂［３，４，９，１２－１４］、铁盐和增加试液酸

度［３，１４－２１］等方法来降低干扰元素的影响，由于该方

法操作手续简便，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作者在长期分析中发现，仪器经过大量的样品分

析测试后，在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器等部件上

会有残留物生成，这些残留物主要是金属硼化物及其

吸附的氢化物，在硒、碲分析过程中，除了共存元素的

干扰外，残留物对测试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用高纯

物质配制成的标准溶液进行测试时，有时会发现灵敏

度不高、线性相关系数低的情况，对碲来说这种现象

比较明显，而硒相对略好。本文应用ＨＧ－ＡＦＳ分析地
质样品中的硒和碲，在相同或相似的仪器操作条件和

环境下，通过更换ＡＦＳ光谱仪的仪器反应块、传输管
路和原子化器试验后发现，仪器残留物会对测试产生

影响，并可导致测试灵敏度低、标准溶液线性相关性

差等情况的出现；通过清洗仪器管道，克服残留物的

影响后硒和碲分析质量明显得到提高。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仪器及工作条件
　　ＡＦＳ－２２０２Ｅ、ＡＦＳ－３０００原子荧光光度计
（北京科创海光仪器有限公司）。仪器工作条件为：

负高压３００Ｖ，灯电流 Ｓｅ、Ｔｅ均为８０ｍＡ，载气流量
４００Ｌ／ｍｉｎ，屏蔽气流量９００Ｌ／ｍｉｎ，原子化器高度８
ｍｍ。测量方法为标准曲线法，计数方式为峰面积，
延迟时间为１ｓ，读数时间为１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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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ｒｉａｎ－７１５ＥＳＩＣＰ直读光谱仪（美国瓦里安
公司）。

Ｚ－２３１０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日本日立
公司）。

１．２　标准溶液和主要试剂
　　铁盐溶液［ρ（Ｆｅ３＋）＝６．９９４ｍｇ／ｍＬ］：称取
１０００００ｇ高纯三氧化二铁粉，用２００ｍＬ５０％的盐
酸溶解后移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补加５０ｍＬ盐酸，
定容。

硼氢化钾（２０ｇ／Ｌ）：称取２ｇ氢氢化钾溶于４００
ｍＬ水中，然后加入８ｇ硼氢化钾，搅拌溶解。

标准储备溶液［ρ（Ｓｅ，Ｔｅ）＝０１０００μｇ／ｍＬ］：
用高纯硒粉和碲粉（ｗＢ≥９９９９％）配制而成（２４
ｍｏｌ／Ｌ盐酸、０３５ｍｏｌ／Ｌ高氯酸介质）。

盐酸、硝酸为优级纯，其他试剂为分析纯，水为

去离子水。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标准系列的分析

移取０、０５、１．０、２５、５．０、７５、１０ｍＬ标准储备
溶液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加２０ｍＬ盐酸，于电热板上
低温加热至微沸后取下，再加３ｍＬ高氯酸、７ｍＬ铁
盐溶液，定容。此标准系列 Ｓｅ、Ｔｅ浓度为０、１、２、５、
１０、１５、２０ｎｇ／ｍＬ。按表１中的断续流动程序测定标
准系列。

表 １　断续流动程序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ｆｌｏｗ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步骤
时间

ｔ／ｓ
泵转速

ｖ／（ｒ·ｍｉｎ－１）
读数

１ ３ ０ Ｎｏ
２ ８ １００ Ｎｏ
３ ３ ０ Ｎｏ
４ １３ １２０ Ｙｅｓ

１３．２　仪器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器残留物分析
根据１．３．１节标准系列测试结果，标记仪器反

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器。然后按试液在仪器反

应块、传输管路中的流动方向顺序，将仪器反应块至

二次气液分离装置之间的管道和石英原子化器取

下，分别置于４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４００ｍＬ５０％的王
水，浸泡２ｈ后，于低温电热板上加热至微沸后，保
持３０ｍｉｎ，将反应块、传输管路和石英原子化器取
出，然后将溶液低温蒸发至约１０ｍＬ，加入２０ｍＬ盐
酸，于电热板上加热至微沸，保持１ｍｉｎ后取下，加３
ｍＬ高氯酸、７ｍＬ铁盐溶液。冷却后，转移到５０ｍＬ
容量瓶中，定容。然后对制得的溶液进行分析，根据

各方法的检出限，各元素采用的分析方法为：ＡＦＳ法
测定Ａｓ、Ｓｂ、Ｂｉ、Ｈｇ、Ｓｅ、Ｔｅ含量，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光谱法测定Ｃｕ、Ｃｒ、Ｍｎ、Ｖ、Ｔｉ的含量，火焰原子吸收
光谱法测定Ｃｏ、Ｎｉ、Ｚｎ的含量。同时做空白试验。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残留物清洗前后标准系列的分析结果

一般而言，在地矿实验室原子荧光光度计主要

用于分析Ａｓ、Ｓｂ、Ｂｉ和Ｈｇ，不会一直用于测试Ｓｅ和
Ｔｅ。由于地质样品基体复杂，在样品测定过程中会
在仪器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器上产生不同成

分的残留物，即使在测试 Ａｓ、Ｓｂ、Ｂｉ和 Ｈｇ正常的情
况下，换上Ｓｅ和Ｔｅ高强度空心阴极灯后，有时会发
现Ｓｅ和Ｔｅ分析效果不好，有时效果则好。本文在
一次测试灵敏度较低和一次标准系列线性相关系数

较差的情况下，更换仪器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

器，并控制在相同或相似的仪器操作条件和环境下，

对更换前后的测试效果进行比较，测试灵敏度低时

和线性相关性差时仪器管道更换前后标准系列测试

结果及线性相关系数，分别见表２和表３。

表 ２　灵敏度低时仪器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器更换前后标准系列测试数据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ａｎｄＴｅｉ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ｒｉ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ｌｏｃｋ，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ａｔｏｍｉｚ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ｗａｓｌｏｗ

ρ（Ｓｅ）／（ｎｇ·ｍＬ－１）
　　　　荧光强度

更换前 更换后 增加率／％
ρ（Ｔｅ）／（ｎｇ·ｍＬ－１）

　　　　荧光强度

更换前 更换后 增加率／％

１ ８２．３６５ ９２．９７５ １２．８８ １ １７５．６４０ ２０５．６９０ １７．１１
２ １５２．３２１ １８２．０３０ １９．５０ ２ ２６５．３５８ ４０１．４６３ ５１．２９
５ ３７２．６５１ ４５９．０２８ ２３．１８ ５ ７２０．２４５ ９９２．６７５ ３７．８２
１０ ７５１．３６５ ９１５．４８５ ２１．８４ １０ １２８５．２５４ １９９４．５０３ ５５．１８
１５ １１２３．３２７ １３９１．５１８ ２３．８７ １５ １９９８．８４１ ２９４８．１９５ ４７．５０
２０ １５７３．３２５ １９０２．１７３ ２０．９０ ２０ ２７４２．８７４ ３８７２．４１５ ４１．１８

线性相关系数 ０．９９９３ ０．９９９８ 线性相关系数 ０．９９９０ ０．９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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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线性相关性差时仪器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器更换前后标准系列测试数据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ａｎｄＴｅｉ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ｒｉ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ｌｏｃｋ，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ａｔｏｍｉｚ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ｗｏｒｓｅ

ρ（Ｓｅ）／（ｎｇ·ｍＬ－１）
　　　　荧光强度

更换前 更换后 增加率／％
ρ（Ｔｅ）／（ｎｇ·ｍＬ－１）

　　　　荧光强度

更换前 更换后 增加率／％

１ ８９．９８５ ７６．９６３ －１４．４７ １ ２００．０８８ １８６．８２１ －６．６３

２ １７２．２４８ １５９．１００ －７．６３ ２ ３９５．３００ ３７９．７８８ －３．９２

５ ３６９．９５８ ４２５．０９５ 　１４．９０ ５ ９６１．８６０ ９７１．６１０ 　１．０１

１０ ６６８．２１０ ７９１．０２５ 　１８．３８ １０ １８６２．３６７ １８８４．７９５ 　１．２０

１５ １１１２．２９０ １２２８．１３５ 　１０．４１ １５ ２９４７．６９２ ２８６０．１８８ －２．９７

２０ １５８５．２４５ １６２６．０５５ 　２．５７ ２０ ３６８１．０８７ ３７１６．４５５ 　０．９６

线性相关系数 ０．９９５９ ０．９９９８ 线性相关系数 ０．９９８９ ０．９９９８

　　在Ｓｅ、Ｔｅ同时测定时，相互之间还存在干扰，根
据文献［５，１４，１６，１８－１９］，在与本文相似的条件下，干扰元

素允许量与待测元素含量之比至少可以为５∶１，而
本次标准系列中Ｓｅ、Ｔｅ之比为１∶１，所以这里 Ｓｅ、
Ｔｅ相互干扰可以忽略。又由于标准系列是用纯物
质配制的，基本没有其他干扰成分，所以这里的标准

系列测试基本不受共存干扰元素的影响。

对于经过大量样品测试后在仪器管道上生成残

留物，导致测试灵敏度较低的情况，由表２的测试数
据可知，仪器管道更换后，Ｓｅ和 Ｔｅ的测试灵敏度都
有明显的改善，同时线性相关系数也变好。而对于

仪器残留物引起标准系列线性相关系数较差的情

况，由表３的测试数据可知，仪器管道更换后，Ｓｅ和
Ｔｅ的测试灵敏度基本不变，而线性相关系数明显变
好，可达到０．９９９５以上。

本文分析认为，在仪器管道更换前，仪器上进行

了大量样品的测试，仪器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

器上留下了很多残留物，它们对 Ａｓ、Ｓｂ、Ｂｉ和 Ｈｇ测
试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对 Ｓｅ和 Ｔｅ的测试产生了显
著的影响。

２．２　仪器残留物的分析结果
本文选取了２．１节所述的Ｓｅ、Ｔｅ测试灵敏度较

低和标准系列线性相关性差时的两套仪器管道，以

及另一套Ｓｅ和Ｔｅ测试效果较好并测试过大量样品
的仪器管道（编号分别为１、２、３），按１．３．２节所述
程序进行仪器残留物测试，结果见表４。
　　根据文献［４－５，８－１０，１４，１７－２０］，ＡＦＳ法中的干扰成分
主要是过渡金属和能形成氢化物的元素，本文选取了

地质样品中含量较高的一些过渡金属和能形成氢化

物的元素进行了测试。由表４可以看出，相对于 Ｓｅ
和Ｔｅ在地质样品中的含量来说，两元素在仪器中的
残留量还是比较高的，由于３号管道中Ｓｅ和Ｔｅ含量
较高，所以Ｓｅ和Ｔｅ含量高低不能作为评价其测试是
否受明显影响的标准。通过１、２和３号溶液测定结
果的分析，本文认为仪器残留物中的Ｔｉ、Ｃｕ、Ａｓ、Ｓｂ、Ｂｉ
会影响Ｓｅ和Ｔｅ的测试，Ｔｉ、Ｃｕ、Ｓｂ和Ｂｉ会降低测试
的灵敏度，而Ａｓ会使标准系列测试结果的线性相关
系数变差。另外，Ｚｎ的残留量也较大，但对Ｓｅ和Ｔｅ
测试影响不明显；Ａｓ、Ｓｂ和 Ｂｉ在原子化器中的残留
量比在反应块和传输管路中的残留量大。

表 ４　仪器残留物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样品编号 管道名称

ρＢ／（ｎｇ·ｍＬ－１）

Ｖ Ｍｎ Ｔｉ Ｃｒ Ｃｕ Ｚｎ Ｃｏ Ｎｉ Ａｓ Ｓｂ Ｂｉ Ｈｇ Ｓｅ Ｔｅ

１ 反应块和传输管路 ＜５０ ＜３０ ２２８ ５２ ２３２ ２３８１ ＜５０ ＜５０ ２０．５ ７．１ １５．８８ ３．０４３ ２４．７８ １３．３０

１ 原子化器 ＜５０ ＜３０ ＜２０ ＜５０ ＜４０ ３４ ＜５０ ＜５０ ７３．２ １４．５ ８６．５５ ０．６４７ ９．９８ ３．９１

２ 反应块和传输管路 ＜５０ ＜３０ ３５ ５５ ６２ ６２２ ＜５０ 　１１０ ４９．１ ５．２ １．３２ １．８２０ ９．８７ ６．４７

２ 原子化器 ＜５０ ＜３０ ＜２０ ＜５０ ＜４０ ２２１ ＜５０ ＜５０ １１７．９ ８．６ １３．１５ ０．４５０ ０．６４ ０．７５

３ 反应块和传输管路 ＜５０ ６３ ６９ １４０ ６７ １８１４ ＜５０ 　１３０ ６．６ ３．７ ２．３６ ２．５２５ ７７．８２ １３．９８

３ 原子化器 ＜５０ ３４ ＜２０ ＜５０ ＜４０ ４２ ＜５０ ＜５０ ４０．３ ７．４ １３．７７ ０．４５８ １．０９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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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残留物的生成和影响结果验证
为了验证Ｃｕ、Ａｓ、Ｓｂ和Ｂｉ的残留对Ｓｅ和Ｔｅ测

试的影响，本文配制了含上述干扰物的溶液进验证

试验。按标准溶液配制程序配制 Ａ溶液 ５０ｍＬ：
ρ（Ｃｕ）＝５０μｇ／ｍＬ，ρ（Ａｓ）＝３μｇ／ｍＬ，ρ（Ｓｂ、Ｂｉ）＝
０．６μｇ／ｍＬ，ρ（Ｆｅ３＋）＝１ｍｇ／ｍＬ，ρ（Ｓｅ、Ｔｅ）＝１０
ｎｇ／ｍＬ；再配制 Ｂ溶液：将 Ａ溶液分取出１０ｍＬ，加
入０．１ｇ固体抗坏血酸，搅拌溶解，放置２０ｍｉｎ。先
测试Ｓｅ、Ｔｅ标准系列并记录结果，再测试 Ａ溶液６
次，测得平均值ρ（Ｓｅ）＝８．４２ｎｇ／ｍＬ，ρ（Ｔｅ）＝６．３９
ｎｇ／ｍＬ；然后测试Ｂ溶液两次，测得平均值 ρ（Ｓｅ）＝
０．２１ｎｇ／ｍＬ，ρ（Ｔｅ）＝１．２１ｎｇ／ｍＬ。再测试标准系
列第６点ρ（Ｓｅ、Ｔｅ）＝２０ｎｇ／ｍＬ，发现结果偏低，用
载流（１０％的盐酸）清洗测试若干次，再测试标准系

列第６点并记录结果见表 ５。继续用载流清洗 ５０
次后测试标准系列，记录结果并与先前结果比较，数

据见表６。

表 ５　载流清洗残留物后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ａｎｄＴｅｉ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１０％ 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ｃａｃｉｄｗａｓｈｉｎｇ

载流清洗次数
ρＢ／（ｎｇ·ｍＬ－１）

Ｓｅ Ｔｅ

２ １６．８５１４ １７．４２４３

１５ １６．７０６７ １７．６３８２

３０ １６．１８６１ １７．２５３２

６０ １７．５３３２ １７．８７９８

９０ １７．８００８ １８．３４５５

表 ６　干扰物测试前后标准系列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６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ａｎｄＴｅｉ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ｒｉｅｓｔｅｓｔ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ρ（Ｓｅ）／（ｎｇ·ｍＬ－１）
荧光强度

干扰物测试前 干扰物测试后 降低率／％
ρ（Ｔｅ）／（ｎｇ·ｍＬ－１）

荧光强度

干扰物测试前 干扰物测试后 降低率／％

１ ８２．２３５ ７１．０３８ １３．６２ １ １６５．１２８ １５７．０５５ ４．８９
２ １５８．０６３ １４４．８３５ ８．３７ ２ ３１５．３９０ ３１１．２９５ １．３０
５ ４２３．３９０ ３８０．００３ １０．２５ ５ ８０１．９７５ ７８９．５８０ １．５５
１０ ８５５．８００ ７５０．０８３ １２．３５ １０ １６３４．０７８ １５９７．４７０ ２．２４
１５ １２５４．８００ １２２２．０２８ ２．６１ １５ ２４２０．１４０ ２４５９．７５０ －１．６４
２０ １６３６．５２７ １５７４．８７５ ３．７７ ２０ ３２５７．８５７ ３１９３．６５５ １．９７

线性相关系数 ０．９９９７ ０．９９９３ － 线性相关系数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９８ －

　　由含干扰物的 Ａ溶液 Ｓｅ、Ｔｅ测试结果来看，在
ρ（Ｆｅ３＋）＝１ｍｇ／ｍＬ，φ（盐酸）＝４０％的条件下，５０
μｇ／ｍＬ的Ｃｕ，３μｇ／ｍＬ的 Ａｓ，０．６μｇ／ｍＬ的 Ｓｂ、Ｂｉ
会对Ｓｅ、Ｔｅ测试产生明显干扰。由Ｂ溶液的测试结
果来看，当用抗血坏酸将 Ｆｅ３＋、Ｓｂ（Ⅴ）、Ａｓ（Ⅴ）分
别还原为Ｆｅ２＋、Ｓｂ（Ⅲ）、Ａｓ（Ⅲ）后，Ｓｅ、Ｔｅ信号几乎
全部被抑制，说明当 Ｆｅ、Ａｓ和 Ｓｂ为低价态时，Ｃｕ、
Ａｓ、Ｓｂ和Ｂｉ可产生很严重的干扰。

由表５和表６数据来看，在含干扰物的溶液测
试后，在仪器中产生了残留，对Ｓｅ、Ｔｅ测试产生了影
响。残留物使测试灵敏度降低，从而使标准系列第

６点ρ（Ｓｅ、Ｔｅ）＝２０ｎｇ／ｍＬ的测试结果偏低（表５）；
在载流测试中，其产生的氢气等对仪器管道有一定

的清洗作用，经过多次测试清洗，残留物被清洗掉一

部分，测试灵敏度有一定回升，从而使测试结果也有

一定升高；但这种清洗很难将残留物清洗干净，测试

灵敏度很难完全恢复，从而标准溶液测试结果不能

达到２０ｎｇ／ｍＬ。由表６干扰物测试前后结果对照

来看，干扰物测试后，经过上百次载流清洗，Ｓｅ和Ｔｅ
测试灵敏度仍都有一定程度降低，线性相关系数也

仍都有一定程度变小。通过以上验证实验可以认

为，Ｃｕ、Ａｓ、Ｓｂ和Ｂｉ会在仪器上形成残留物，并会使
Ｓｅ和Ｔｅ测试的灵敏度降低，使标准溶液的线性相
关性变差。

３　结语
通过更换仪器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器前

后测试结果的比较，以及仪器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

子化器溶出物测试结果的分析，说明仪器残留物会

对Ｓｅ、Ｔｅ测试产生影响；并且残留物中的不同成分
对Ｓｅ、Ｔｅ测试影响的方式和程度不同，例如 Ｔｉ、Ｃｕ、
Ｓｂ和 Ｂｉ会降低测试的灵敏度，Ａｓ会使标准系列的
线性相关性变差。因此为提高测定的准确度，应在

测试Ｓｅ、Ｔｅ前对仪器残留物的影响进行评价。
由于仪器管道上会有残留物生成，并影响一些

元素分析的准确度，本文由此拓展开来认为对仪器

—２３２—

第２期 　岩　矿　测　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ｋｃｓ．ａｃ．ｃｎ

２０１３年



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器溶出物测试结果的分

析，是研究原子荧光光谱法干扰的一种有效方法。

例如，不同元素在仪器反应块、传输管路和原子化器

上的残留量是不同的，这可能与其产生的干扰方式

（液相干扰和气相干扰）不同有关，从而残留物成分

分析可用于元素干扰方式的研究。

残留物是含有多种成分的混合物，各元素含量

变化范围也较大，其对 Ｓｅ和 Ｔｅ测试的影响是各种
成分综合作用的结果。加之，由于前期测试样品成

分的不同，在仪器上的残留物成分也会不同，以及受

溶出物检测方法的检出限影响，残留物中干扰元素

产生明显干扰时的临界量，以及对分析测定的影响

方式和程度需要对大量的数据结果进行分析比较才

能完全明确，这就要求在以后工作中积累大量的原

始资料。另外研究残留物在仪器管道中的存在形式

也是今后工作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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