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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中总甲状腺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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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能更准

确地反映甲状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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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免疫技术既具有发光检测

的高度敏感性#又具有免疫分析的高度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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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发光免

疫法的准确性)精密度和试剂盒的有效期等方面均优于放射免

疫法*由于化学发光免疫法是以化学发光剂作为标记物进行

定量检测#所以其试剂具有稳定和无毒性的优点*本实验使用

的全自动化学发光仪可以直接对血清标本进行采样#处理和检

测#标本可以随到随测#短时间内出结果#较放免法大大缩短了

时间#能充分满足临床的需要*因此本文认为#化学发光免疫

法可广泛应用于临床项目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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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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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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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量法测定生活饮用水中二氧化氯"

'3J

(

#的测定方法!并评价改进

后的现场应用效果%方法
!

实验对标准中的样品空白的制备做了较大的修改&对标准滴定液的浓度$取样体积$滴

定管规格的选用$标准二氧化氯的制备等操作条件进行了改进%并对改进后方法的精密度$稳定性及最低检出浓度

进行了试验%用改进后的方法对饮用水水样进行多次检测%结果
!

改进后精密度为
(DFY

#

MD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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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检

测浓度
)D))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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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标回收率为
HFD)Y

#

%)LD)Y

&用改进后的取水口水样做空白!克服了原方法测定结果偏高

现象!大幅度提高了测试结果的准确性&通过改用微量滴定管!加大取样体积!减低标准溶液浓度!提高了方法的灵

敏度!使碘量法满足了饮用水指标中
'3J

(

检验&改变了标准品的制备!既降低了成本!又同生产现场保持一致!简单

的分离方法!使氯酸盐和亚氯酸盐分离完全%结论
!

方法改进有意义%改进后的碘量法测定水中二氧化氯含量!方

法稳定!灵敏度高!准确度好!操作简便!费用低!满足饮用水中出厂水和末梢水的检测需求%

!关键词"

!

碘量法&

!

二氧化氯&

!

饮用水

IJK

!

%)DLFMF

"

N

D/<<.D%MO($FGAAD()%)D(LD)A(

中图分类号#

B%((D%%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MO($FGAA

"

()%)

#

(L$(MGH$)(

!!

水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饮水消毒是水处理工

艺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传统的水处理消毒杀菌剂氯气由于自

身的缺陷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了#作为新型杀菌

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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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安全性和高效性#将逐渐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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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新

一代饮用水处理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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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已有广泛应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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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饮用水发展迅速#该县水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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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亚铁铵滴定法)碘量法)甲酚红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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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

实验发现#标准方法中
ICI$

硫酸亚铁铵滴定法试剂有毒#怀疑

致癌#结果欠稳定#重现性差#实验条件难以控制*甲酚红分光

光度法线性范围较窄#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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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氯溶液更需要稀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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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碘量法是由检测二氧化氯消毒剂中二氧化氯浓度发展

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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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发现#新标准中碘量法测定饮用水二氧化氯的方

法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作者通过实验对方法进一步改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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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满意#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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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使用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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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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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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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指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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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氯标准溶液的制备及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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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公司根据氯酸钠加盐酸生产工艺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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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氯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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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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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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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空白水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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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标准方法测定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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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有时会偏高#改用水厂原水去浊度后作为空白水样*经多次测

定纯水的空白#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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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溶液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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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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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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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同时改用微量滴定

管#使最小刻度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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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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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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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满足了饮用水中出厂水和末梢水的检

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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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加入淀粉指示剂后#发现用磷酸比用冰醋

酸显色快&介质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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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使滴定终点颜色变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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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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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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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对县水厂出厂水和管网水分

别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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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测定#得到的平均值相对标准差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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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加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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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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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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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含不同本底值样品

中进行加标试验#测得其加标回收率为
HF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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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量法改进后#方法的精密度和准确性均提高*改进后#

方法最低检测浓度降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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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改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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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来对建湖县水厂的现场监测#碘量法改进前#

末梢水经常小于方法的最低检出限*根据国家饮用水卫生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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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氯出厂水中限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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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

水中余量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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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网末梢水中余量大于或等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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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后充分满足了饮用水中出厂水和末梢水

的检测需求*

碘量法改进后#对出厂水和末梢水含不同本底值样品中进

行加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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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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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其加标回收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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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献中碘量法高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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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检测效果好#回收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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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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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后的碘量法测定水中
'3J

(

含量#方法稳定)灵敏度

高)准确度好)操作简便)费用低#满足饮用水中出厂水和末梢

水的检测需求*综合评价#在检测饮用水时#推荐使用碘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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