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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式微萃取结合 GC．IRMS测定水溶液中 

甲酸、乙酸的稳定碳同位素组成 

李心清 ，黄代宽1,2，章炎麟1,2，江 伟1,2， 

安 宁-，胡 璐 1,2，徐 刚 1，2 
(1．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研究所 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州 贵阳 550002；2．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摘 要：甲酸和乙酸稳定碳同位素组成( ，C)的分析对环境、食品、制药和自然产品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但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测定方法。本研究利用最近出现的针式固相微萃取技术 (NeedlEX)，以吹扫 ．捕集方式对水溶 

液中的有机酸进行了萃取，然后利用气相色谱 ．同位素比值质谱联用仪 (GC—IRMS)对所萃取的有机酸分子进行了 

占1 C的测定。结果显示 ，质谱计的信号强度与水溶液中有机酸的浓度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R >0．99， 

P<0．05)，表明 NeedlEX对水溶液中有机酸具有稳定的萃取能力。在甲酸与乙酸含量分别不低于 300~g／mL与200 

~g／mL的水溶液中，1000 mL的吹扫体积可以使两者 C多次分析结果的相对误差分别保持在3％和 1％左右，且 

整个实验流程没有造成可检测的碳同位素分馏作用。低于这两个浓度界线，则分析误差随浓度的降低迅速增加。本 

研究虽然是针对水溶液中有机酸 占l C的测定，其萃取方法对其他水溶性挥发和半挥发有机物 ”C的分析也同样具 

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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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asurements of stable carbon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formic and acetic acids 

in aqueous solution by needle trap coupled with GC-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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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ble carbon isotopic compositions(813C)of formic and acetic acids are important to studies on the 

environment，food，pharmacy an d the natural products．The analytical technique still remains to be established， 

however．Using the newly invented 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SPME)technology，the needle trap(NeedlEX)， 

we developed a purge and trap experimental procedure to extract／preeoncentrate form ic and acetic acids from water 

solutions．The extractants were introduced to a GC—IRMS for subsequent isotopic compo sition measurements．Th e 

signal intensity in the mass detector significantly correlates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analytes(R2>0．99，P< 

0．o5)，indicating that the needle trap is stable during the extraction．At 1 000 mL purge volume and sample con— 

centrations of no less than  300 p,g／mL for form ic and 200 I~g／mL for acetic acids， multi—measurements were 

achieved with the relative error of about 3％ an d 1％ for formic and acetic，respectively，and no detectable carbon 

isotope fractionation was found through the whole procedure．Below the concentration limits，however，the errors 

increase dramatically．Th e results not only provided solution to the measurement of 813C in the low molecular weight 

carboxylic acids，but also to the study of other organic molecules with similar properties in aqueous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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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甲酸和乙酸是最简单的羧酸类有机酸，它们广 

泛存在于环境、药品、食品、生物体及其新陈代谢产 

物和部分化工原材料之中。由于其强烈的亲水性， 

长期以来有机酸的含量分析以离子色谱技术为主。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一分析方法已不 

能满足实际研究工作的需要。如大气环境中有机酸 

来源、传输和变化以及从大气中的清除等有机酸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基本问题 n 的研究，已不能单靠含 

量分析的手段进行。由于碳同位素组成具有示踪化 

合物的来源和循环过程的能力 [21，近年来有机酸碳 

同位素组成分析方法的研究一直是相关领域试图解 

决的一个技术问题b一1。 

早期的有机酸碳同位素组成分析都是手工操 

作、分步进行[4o 5,7】，实验过程费时费力。更重要的是 

这种操作过程难以避免来 自周围空气的污染。近年 

来，气相色谱 一同位素比值质谱仪 (GC—IRMS)的出 

现和普及为单一有机化合物分子同位素组成的分析 

提供了条件[8】。有机物经过色谱分离后 ， 

自动被载气送入燃烧炉氧化，所产生的 

C02进入后续的 IRMS进行同位素组成的 

分析。GC—IRMS的应用克服了手动操作的 

不便，但要测定甲酸和乙酸的同位素组成， 

如何将分析物以GC能够接受的形式注入 

其进样口是一个难题。由于有机酸的亲水 

性，其样品多以水溶液形式存在 。1。 

大量水的存在使得样品不能直接被注入 

GC进行分析。通常水溶液中有机酸的 GC 

分析都要首先对待测物进行脂化处理，所 

得的衍生物如甲基酯或苯甲基酯再用 GC 

进行分析n卜 】̈。但是该途径不适合同位素 

组成的研究，因为脂化处理引入了外来的 

碳原子，很容易造成待测物质同位素组成 

的显著变化。直接萃取是实现水溶液中有 

机物质 GC分析的另一个常用途径。但是， 

传统的液 一液萃取和固一液萃取不适合有 

机酸的提纯。由于有机酸的挥发性，上述 

萃取操作过程很容易造成样品与实验室 

大气之间有机酸 的交换。固相微萃取 

(SPME)是一种新近发明的技术 【l引，可以实现在与 

周围大气隔绝的情况下对水溶液中有机物质的萃 

取【】 "】。利用具有萃取物质涂层的 SPME纤维对水 

溶液中低分子有机酸(尤其是乙酸)的萃取研究已有 

较多的报道 ¨̈ 引，甚至有研究尝试利用 SPME纤维 

萃取和 GC—IRMS技术对有机酸进行同位素组成的 

分析 】。但是，SPME纤维萃取过程中存在同位素的 

分馏作用，也许是出于这一原因，该方法很少被后来 

的研究者应用【20】。 

因此，探索有机酸的萃取技术，实现水溶液中甲 

酸和乙酸的GC直接分析，是利用GC—IRMS分析有 

机酸同位素组成的关键。出于这一目的，我们利用 

最新的固相微萃取技术——针式萃取 卜 1和 

GC—IRMS仪器，对水溶液中的甲酸和乙酸进行直接 

萃取和碳同位素组成测定研究。 

l 实验试剂、材料和仪器 

实验所用主要试剂、材料和仪器及其生产厂家 

和相关参数如表 1所示。 

表 1 主要实验试剂、材料和仪器 

Table l The main reagent，experimental material and instruments 

注：甲酸和乙酸试剂的碳同位素组成利用传统的氧化铜氧化法和MAT 252质谱仪 

双路进样分析法获得，分别为 一24．87±0．02和一39．5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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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步骤 

2．1 标准溶液的配制 

首先利用超纯水稀释高纯甲酸、乙酸试剂配制 

1000 wg／mL的储备液，储藏于温度低于 4℃的冰 

箱中备用。实验前，根据实验需要吸取不同体积贮 

备液，再用超纯水稀释，配制浓度分别为50~g／mL、 

100~g／mL、200 wg／mL、300 g／mL、400~g／mL和 

500~g／mL的标准样品。 

100 mL的吹扫 一捕集大约需要 13 rain。本实验研究 

的萃取体积设定为 1000 mL和 2000 mL。通过反复 

拉动抽气泵可以完成设定体积的萃取。 

2．4 注 样 

在完成了设定气体体积的吹扫 一捕集之后，取 

下萃取针，并将其安装在预先抽取有0．5 mL氦气的 

1 mL注射器上。将萃取针插入 GC的进样口，按下 

GC的启动键，待萃取针在进样口中停留30 S后，将 

注射器中的氦气在 5 S内匀速注入进样口，以 “冲 

洗”针内多分子聚合物颗粒。 

2．2 萃取针及其老化处理 2．5 色谱工作条件 

NeedlEX脂肪酸型萃取针是一根长为 8．5 cm、 

内径 0．5 mm类似于普通注射用的针头。其内部填 

有对脂肪酸分子具有很强吸附能力的多分子聚合物 

颗粒，填充物所占长度为3 em，两端固定以石英玻 

璃毛(图 1)。 

在一个新的萃取针使用前，需要对其填充物进 

行老化处理。将萃取针用Teflon管与氦气瓶相联，使 

氦气以大约 5 mL／min的流速通过萃取针头。为提 

高实验效率，将一批 6个如此通气的萃取针插人自 

制的热解吸装置，设置温度为 200 oC，老化萃取针 

30 min。老化后，用相配的 Teflon针头帽和针尾塞分 

别封堵针头的两端。 

2．3 样品萃取 

将 20 mL标准溶液注入 40 mL的螺口玻璃瓶， 

同时加入 1粒搅拌子。旋紧带有聚氟乙烯／硅胶垫 

子的瓶盖。然后用 1 mL注射器注入 0．5 mL 2 mol／ 

L的磷酸溶液，酸化样品至 pH=2左右。 

将与装有氦气的Tedlar气体采样袋相联的穿刺 

针头和与抽气泵相联的萃取针分别插入瓶底和顶空 

中，然后用滴定架将萃取瓶固定在恒温磁力搅拌器 

上。打开磁力搅拌器，将转速设置为2000 r／min。拉 

动抽气泵至最大刻度 100 mL，则泵出的顶空气体被 

迫通过萃取针中的多分子聚合物，有机酸分子被吸 

附在填充物中，而氦气和水蒸气则被抽入泵中，由此 

而产生了对有机酸分子的捕集作用。在顶空中产生 

的负压促使气袋中的氦气通过穿刺针头补充进萃取 

瓶。补充气体从穿刺针头首先进入瓶底，然后在高 

速旋转的液体中上浮进入顶空。在此过程中与液体 

混合，有利于将溶液中的有机酸带至顶空中，由此产 

生了对溶液中有机酸分子的吹扫作用。该装置完成 

分析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 

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GC—IRMS前端的 GC 

为 HP6890，所用的色谱柱为 Restek Bellefonte PA公 

司生产的 Stabilwax—DA，柱长 30 nl，内径为 0．25 

mm，涂层厚度为0．25 m。色谱分析条件如下： 

进样口： 

分流比：10：1 

图 1 针式固相微萃取实验装置示意图 

Fig．1 Sketch of the needle trap extraction device 

其中右上角插入的图片展示了萃取针的细部特征。 

The insert magnifies the details of the needle trap． 

LEE Xin—qing et a1．：Measurements of8”C by needle trap coupled with GC—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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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200℃ 

色谱柱条件： 

初始柱温：65℃ 

保持时间：1 min 

升温速率 1：2℃／min 升温至：80℃ 

升温速率2：15 oC／min 升温至：170~C 

流速：1．5 mL／min 

2．6 质谱工作条件 

经过色谱分离的有机酸分子在载气的携带下进 

入色谱后的燃烧炉 (0．6 inln ID I 6．35 mnl OD I 

60 cm)，其中充填 CuO粒和 Ag丝，分别作为氧化剂 

和催化剂。在 850℃的燃烧炉中有机酸分子被氧化 

为 CO 和 HzO。其中 HzO在通过一个用纳菲薄膜 

(Nation)制作的干燥管后被除去。脱水后的 CO 气 

体被带入质谱检测器进行同位素组成的分析。为标 

定样品的同位素组成，已知同位素组成的 Co2标准 

气体在甲酸和乙酸进入检测器前后通过一个开口界 

面 (open split interface)被送人检测器进行分析。同 

位素组成的分析结果以标准 nC形式表示： 

6̈C=(见 p1。／R d 一1)×1000~ 

其 中：R 。Ie和 。 dard分别表示样品和 Pee Dee 

Belemnite(PDB)标准的 ”C／ C。 

3 结果与讨论 

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萃取针所萃取 

的甲酸和乙酸在质谱计检测器的信号强 

度随样品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图 2)。线性 

相关分析表明，甲酸和乙酸在同一浓度条 

件下多次测定结果的信号强度的平均值 

与浓度梯度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 0．99以 

上，两者在99％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表 

明 NeedlEX萃取针对水溶液中有机酸具 

有稳定的萃取能力，同时也显示在相同的 

实验条件下，质谱计检测的信号也可用来 

对甲酸和乙酸进行定量分析。 

吹扫 一捕集(萃取)体积是此项研究的 
一 个重要实验条件，它影响到可以准确分 

析同位素组成的样品最低浓度界线。本实 

验研究的最低萃取体积为 1000 mL。为了 

扩大萃取体积对同位素组成分析准确度 

的可能影响，我们设定了另一萃取体积 

2000 mL。以萃取体积为检验对象，以样品 

巴 

赵 
鹱 

迎垦 

表 2 不同实验条件下甲酸和乙酸测试分析的质谱计 

色谱图．II面积和碳同位素组成 

Table 2 Peak area and C result under various concentration 

and extraction volumes 

图2 GC—IRMS接收杯检测到的50—500~g／mL浓度条件下的 

甲酸和乙酸色谱图 

Fig．2 Chromatograms of formic and acetic acids measured by the mass detector of 

GC··IRMS at concentration series of 50—-500 ~L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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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为协变量，我们对表 2中的测定结果进行了协 

方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对乙酸而言，其 F统计值 

为0．381，概率P为0．544>0．05；而对甲酸而言，其 

F统计值为 0．025，概率 P为0．876>0．05。由此可 

知两个萃取体积条件下无论甲酸还是乙酸的同位素 

组成分析结果都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表明在 1000 

mL萃取体积以上，继续增加实验的萃取体积已不会 

提高同位素组成测定的准确度。与 2000 mL相比， 

1000 mL的萃取工作量降低了一半，因此，选择 1000 

mL作为实验分析的萃取体积是恰当的。 

同位素组成测定结果显示，低浓度条件下甲酸 

和乙酸的分析结果与真实值(表 1注)之间存在较大 

的差异。随着浓度的增高，分析结果逐渐接近真实 

值(图3)。对甲酸而言，从50 I~g／mL到 100~g／mL， 

其 4次实验结果的平均值从 一l2．95-v 13．17(％o， 

1叮，下同)陡降至一21．93-4-4．86，然后逐渐下降。至 

300~g／mL浓度以上，不同浓度条件下碳同位素组 

成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为 一24．17±1．25，与真实值相 

星 
基 

善 

1O 

0 

- 1O 

- 2O 

- 30 

— 40 

- 50 

差0．7％o左右。而对乙酸而言，在 100~g／mL及其以 

下浓度的同位素组成分析结果具有较大的波动，至 

200~g／mL浓度以上，不同浓度条件下碳同位素组 

成测定结果的平均值达到 一4O．04±0．60，与真实值 

相差 0．5％o左右。从t分布检验结果上看，在95％置 

信水平上，甲酸仅有 50~g／mL浓度条件下的同位 

素组成分析结果与其真实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 

乙酸在所有浓度下的分析结果均与其真实值之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同位素组成测定结果的变 

化。则发现低浓度条件下甲酸和乙酸的碳同位素组 

成测定误差随样品浓度的降低而显著增加。如图4 

所示，从 200~g／mL至50 lag／mL，甲酸的相对分析 

误差从7．5％骤升至 102％。300~g／mL的分析误差 

为5．2％，此浓度以上误差接近3．0％左右。乙酸在 

200 I~g／mL以下的相对误差接近 10％，200~g／mL 

以上相对误差稳定在 1．O％左右。因此低浓度条件 

下多次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与真实值的偏离可能是分 

0 50 1O0 1 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样品浓度 f~g／mL) 

图3 不同浓度条件下萃取针所萃取的甲酸和乙酸的 

GC．IRMS的碳同位素分析结果 

Fig．3 Analytic results of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of formic and acetic acids 

extracted by the needle trap from aqueous solutions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图中虚线和虚点线分别表示用传统氧化铜氧化和 MAT 252同位素谱双路进样法所标 

定的甲酸和乙酸的碳同位素组成真实值。横向阴影条表示 Gc—IRMS仪在通常情况下 

±0．5‰的分析误差。 

The line connected circles and dots represem the isotopic ratios of formic and acetic acids 

measured by the GC—IRMS after the extraction．The dash line and dash—dot-dot line indicate 

the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the formic and acetic acids standard measured by the dual inlet 

MAT 252 Mass Spectrometer．The h0riz0玎tal bars correspond to the instrument specifications 

of error±0．5％D usually reportedby tlleIILMSman~acturer． 

析误差较大所致。如果以通常情况下 

可接受的分析误差 (相对标准偏差小 

于 10％)界定本研究可接受的误差范 

围，则对甲酸而言，可以使分析结果达 

到此误差范围的浓度不应低于 200 

~g／mL。对乙酸而言，浓度不应低于 

100~g／mL。对应于这两个浓度极限 

的质谱检测器的信号强度约为 25 X 

10 (TIC峰面积，单位为 FA)。然而考 

虑到这两个极限浓度条件下甲酸和乙 

酸的相对分析误差都很接近 10％。因 

此要使单次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 

度，建议样品中乙酸浓度要达到 200 

I~g／mL以上，而甲酸浓度应达到 300 

g／InL以上 。 

相比之下，本实验对乙酸同位素 

组成的测定精度优于甲酸。在建议的 

误差范围内，乙酸的相对分析误差在 

2．5％以下，多数在 1．2％左右；而甲 

酸的相对分析误差在 5．2％以下，多 

数在 3．0％左右。从高浓度到低浓度， 

甲酸的分析误差越来越高于乙酸，由 

此而形成了一个显著的误差剪刀差。 

因此，提高样品浓度是同时准确测定 

甲酸和乙酸同位素组成最有利的途 

径 

LEE Xin一口氓 et a1．：Measurements of8”C needle trap coupled with GC-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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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GC．IRMS对不同浓度条件下萃取针所萃取的 

甲酸和乙酸碳同位素组成分析的相对误差 

Fig．4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measurements by GC—IRMS 

of formIc and acetic acids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图中虚线表示 10％的相对标准偏差。 

The dashed tine indicates the 1O％ RSD． 

尽管准确分析甲酸和乙酸碳同位素组成对这两 

种有机物在水溶液中的浓度具有不同的要求，但在 

所要求的浓度条件下两种有机酸的同位素组成测定 

结果与其同位素组成真实值之间都没有表现出系统 

的偏差。这表明萃取针在萃取过程中没有造成明显 

的同位素组成的分馏作用。这一特点使针式萃取的 

同位素组成分析方法优于纤维涂层式 SPME分析方 

法。由于后者的萃取是建立在平衡过程基础之上 

的[231，待测物质从水溶液或顶空中进入萃取纤维的 

吸附物时存在同位素的分馏作用 ·241。不同于纤维 

涂层式 SPME分析方法，针式萃取是一种全吸附的 

萃取过程。在强烈的溶液搅动下，有机酸分子从水 

溶液被吹扫进入气相的过程是一个远离平衡的过 

程，它更多地受动力作用的影响，因而不会因碳同位 

素组成的不同而有所选择；真空泵对顶空中有机酸 

分子的泵出也不因分子同位素组成不同而不同。吹 

扫 一捕集萃取方法在避免同位素分馏作用方面的优 

势在其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同位素组成分析中也得 

到了证实[241。GC进样口的设置(分流比)被认为是 

GC—IRMS分析系统产生同位素分馏作用的一个因 

素 】。在本实验研究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很小的分 

流比 10：1，这一设置与吹扫 一捕集萃取作用一起形 

成了整个分析过程不可检测的 

同位素组成分馏作用。 

4 结 论 

针式萃取对水溶液中甲酸 

和乙酸具有稳定的萃取能力， 

萃取结果在质谱检测器与浓度 

之间存在极显著的线性相关关 

系。结合 GC—IRMS分析仪器，可 

以完成水溶液中有机酸同位素 

组成的测定，且其萃取过程不 

会造成可检测的碳同位素分馏 

作用。在 1000 mL吹扫体积和 

所要求的浓度条件下能获得良 

好的分析精度。本研究解决了 

水溶液中低分子有机酸碳同位 

素组成分析方法问题，为食品、 

药物和生物及其新陈代谢产物 

等具有较高浓度的有机酸碳同 

位素组成分析提供了方法，该 

方法对其他挥发和半挥发有机 

物的碳同位素组成分析也具有借鉴作用。尽管如 

此，要将这一分析方法应用于低浓度实际样品(如大 

气样品)的分析，还需要在有机酸的无污染富集、提 

高萃取效率、降低可准确测定同位素组成的有机酸 

浓度界线等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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