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

光 谱 学 与 光 谱 分 析
$%&'!"

!

(%'#

!

))

!,;*!#<

!,,"

年
#

月
!!!!!!!!!!! !

-

)

./01%2/%

)3

456-

)

./014&754&

3

282 945:41

3

!

!,,"

!

原子吸收光谱法间接研究碱式胱氨酸锌的配合反应

刘文涵#

!吴小琼#

!陈
!

丹#

!肖珊美!

#'

浙江工业大学化材学院#绿色化学合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分析测试中心!浙江 杭州
!

<#,,<!

!'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材化学院!浙江 金华
!

<!#,#=

摘
!

要
!

在研究原子吸收间接测定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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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现胱氨酸与锌离子在碱性条件下能形成

可溶性碱式胱氨酸锌配合物!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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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时达到最大浓度!经编程计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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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胱氨酸和锌离子

的各种存在形式和分析了拟合分布图!指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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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时!所形成的可溶性碱式胱氨酸锌配合物是由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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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计算分析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得到了很好的吻合!并确定了硫化锌法

原子吸收间接测定胱氨酸时的配合物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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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与锌离子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形成配合化合物"

在研究原子吸收光谱间接测定胱氨酸时!发现利用新生成的

硫化锌悬浮液与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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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产生可溶性

的配合物!再用塞曼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溶液中的总锌浓

度!即可间接测定胱氨酸的含量!从而建了硫化锌法原子吸

收光谱间接测定氨基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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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表明!胱氨酸锌可

溶性配合物有一个浓度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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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时有一个最大

峰值!表明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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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溶液中的各种离子或分子!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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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有着不同的配合存在状态"在最大浓度时!

各种离子组合状态和配合形式是什么5 整个测定又是利用哪

一种物质5 研究其配合反应的机理!有助于整个测定及其性

能的提高和改善!也有利于类似的原子吸收间接测定研究工

作的开展和深入!对氨基酸与金属离子的配合反应研究亦有

一定的帮助"

本文在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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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计算机对胱氨酸

和金属锌离子!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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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的离子状态及分布作数值

计算分析和拟合作图!研究探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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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条件下的各

种离子组合状态!以便确定胱氨酸与金属锌离子配合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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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氨酸标准溶液于
#,Aa

离心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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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比!用塞曼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上层清液中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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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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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吸收间接测定胱氨酸原理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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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胱氨酸根在一定条件下与新生成的硫化锌中的锌发生配

合反应!定量形成可溶性配合物!再将溶液中的多余的硫化

锌沉淀分离!测定上层清液中的锌含量!即可间接的测定胱

氨酸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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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塞曼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测定在同一缓冲体系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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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胱氨酸与硫化锌悬浮液反应后溶液中锌的总

量!得到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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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子吸收响应的关系曲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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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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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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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发生溶解!因而考察仅在碱性溶液

中进行"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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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大吸光度响应随之增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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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时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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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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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大!响应反而下降!表

明溶液中的可溶性配合锌离子含量!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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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大而降

低!存在着另一种副反应的发生!降低了可溶性的锌配合物

的存量"为考察测定反应进行的方式!以下从胱氨酸和锌离

子两个方面分别探讨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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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存在形式!以确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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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配合反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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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氨酸在水溶液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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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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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的浓度变化而发生改变"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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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胱氨酸在水溶液中的各级酸碱解离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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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胱氨酸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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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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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此时胱氨酸的存在反应

形式主要有呈
,

价!

I#

价和
I!

价的分子式%

<

&

X

3

2*X

3

2

JI

!

%

?

&

X

3

2*X

3

2

I或%

+

&

X

3

2*X

3

2

!I都能参与反应!从以下的分析

可以得知胱氨酸主要是这三种形式同时参加与锌进行配合反

应的"

=$=

!

锌离子在不同
,

U

条件下的存在形式及分布

金属锌离子同样在水溶液中!在不同
)

^

条件下会有不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第
!"

卷



同的存在形式!在酸性时主要以
e5

!J形式存在!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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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性化合物能够在强碱性溶液中溶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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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锌离子的各级反应和累积形成常数!通过微

机编程和数值计算绘制的锌离子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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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的状态分

布图"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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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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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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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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