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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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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到放射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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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I

Q7

后!再采用
7̂

"

Q7

$

6U

"

共沉淀法载带

))I

Q7

!抽滤
7̂

"

Q7

$

6U

"

共沉淀制备样品源!

<KK

7̂

作示踪剂%待))I

Q7

)

))I

+/

达放射性平衡

后!在
,

能谱上测量%水样中))I

Q7

的活度浓度

结果列于表
)

%采用
_2

"

U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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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U

K

富集水

中的
Q7

!

7̂

"

Q7

$

6U

"

共沉淀法载带))I

Q7

的方

法探测限为
!=H)-̂

]

)

E

!当水中))I

Q7

的活度

浓度接近方法探测限时!方法具有较高的不确

定度%

表
D

!

水样中DD[

>,

活度浓度的测量结果

1,@-'D

!

E',5/(')'*+('5/-+"F

DD[

>,,<+#R#+

0

<"*<'*+(,+#"*#*2,+'(5,)

&

-'

采样地点 回收率)
J

))I

Q7

活度浓度)

"

^

]

-

E

d<

$

总排口
!KH# )H)"L*H)*

深度处理废水
!#H! #HI)><*

d)

LKH?*><*

d)

外排口下游
<I*- !!H) <H?I><*

d<

L#H**><*

d)

外排口上游
)!*- !)HK

#

@T+

图
<

!,

谱分析方法中
@T+

与测量时间的关系

_.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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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7,.%1M:.

;

[2,Z221@T+718

-27MG32-21,,.-2.1

,

M

;

2/,3G-717&

5

M.M-2,:%8

DCG

!

E:?

由于测量时间不同也会影响
@T+

!不同

测量时间与
@T+

的关系如图
<

所示%可看

出!在测量时间大于
)*:

时!

@T+

不再显著降

低!本研究中测量时间取
)*:

%

本研究方法
@T+

为
!"H=-̂

]

)

E

!低于刘

广山等+

=

,在
,

能谱上分析))I

Q7

方法的探测限

"

@T+e<)*-̂

]

)

E

$%刘广山等的方法适用

于大体积"

"**E

以上$海水中))I

Q7

的测量!但

样品的富集效率较低!

@T+

也相对较高%本

方法优化样品的前处理方法!具有较低的

@T+

!但不适用于大体积水的测量!只适用于

实验室的常规分析%

G

!

结论与展望

本文建立了基于
_2

"

UC

$

K

B̀7̀ U

K

载带的

水中))I

Q7

的
,

能谱分析方法%此方法相对于

国家标准中))I

Q7

的分析方法!样品前处理方

法简单!缩短了放化前处理周期!能避免复杂

的放化处理过程!提高了工作效率%本方法

回收率高!测量结果准确度高!能满足环境水

中))I

Q7

的分析测定需求%但采用这种方法分

析废水中的))I

Q7

!回收率偏低%下一步可开

展该方法对不同水样"如存在的核素种类和

含量等不同$在不同条件"如
;

C

值不同$下的

回收率稳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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