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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离子液体预富集
1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透析液中超痕量铅

单海霞!李在均&

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江苏 无锡
!

!#?#!!

摘
!

要
!

设计合成了新型室温离子液体3

#*

丁基
*<*

三甲基硅烷咪唑六氟磷酸!并用于透析液中超痕量铅的

预富集"从双硫腙作为螯合剂使透析液%

#,,,Aa

或更大体积&中存在的铅%

&

&形成中性的铅
*

双硫腙配合

物!摒弃传统的有机萃取剂3四氯化碳!代以
#*

丁基
*<*

三甲基硅烷咪唑六氟磷酸为绿色萃取剂来萃取铅配

合物"收集含有配合物的下层离子液体相!加入硝酸分解铅配合物从而使铅%

&

&进入水相!其水溶液中的铅

含量直接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实验表明此富集体系明显优于传统有机溶剂四氯化碳和经典离子液体

#*

丁基
*<*

甲基咪唑六氟磷酸萃取体!铅的一次萃取率和富集倍数分别在
;;g

和
!,,

以上"预富集结合石墨

炉原子吸收法应用于透析液中超痕量铅的测定!结果令人满意"

关键词
!

室温离子液体$

#*

丁基
*<*

三甲基硅烷咪唑六氟磷酸$铅$透析液$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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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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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液在生产#包装#运输及贮藏过程中都可能受到铅

的污染!铅的浓度过高将导致病人健康损伤!甚至中毒"因

此!监控透析液中铅含量对确保其安全性至关重要"但因透

析液中铅浓度很低!与之共存的无机盐浓度却非常高!常规

分析方法包括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

)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原子发射光谱法(

!

)

!质谱(

<

)和光度法(

?

!

+

)都难以直接测定"

为了提高分析方法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各种铅的分离与富集

技术被广泛研究和使用!其中以液-液萃取最为实用(

@

!

=

)

"近

年来!室温离子液体获得极快地发展"由于离子液体在通常

情况下没有可检测到的蒸汽压!可替代易挥发的有机溶液应

用于液-液萃取!文献中一种经典的室温离子液体3

#*

丁基
*

<*

甲基咪唑六氟磷酸已用于金属离子和有机物的萃取(

"

)

"然

而!

#*

丁基
*<*

甲基咪唑六氟磷酸盐水溶性较大!用于溶剂萃

取时富集倍数不高"尽管增加咪唑氮原子相连接烷基碳链长

度可有效地降低离子液体在水中的溶解度!但离子液体饱和

溶液的表面张力将随碳原子数目的增加而大幅度下降!使萃

取过程中相分离更加困难"为了克服以上不足!我们成功设

计#合成了一种新的室温离子液体3

#*

丁基
*<*

三甲基硅烷咪

唑六氟磷酸%图
#

所示&"经研究发现新的离子液体用于透析

液中超痕量铅预富集!具有高效#快速和环保等显著特点!

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绿色工业溶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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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部分

%$%

!

仪器及试剂

S.1E85*N&A.1=,<

型石墨炉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美国!

SN

公司&!包括
7-*",,

自动进样器及铅空心阴极灯!氘灯

校正背景"仪器工作条件'波长'

!"<'<5A

$灯电流'

#,

A7

$光谱带宽'

,#=5A

$氩气压力'

<'+TS4

!进样量'

#,

$

a

!其他条件列于表
#

"

L*#,D

型表面张力仪%德国!

L1:22

\AV̂

公司&"

铅标准溶液'购于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

#',A

W

,

Aa

I#铅&!使用时以
,'!g

硝酸溶液逐级稀释成
#,',

$

W

,

Aa

I#铅的工作液"

,',#g

双硫腙
*

丙酮溶液'准确称量
,'#

W

固体双硫腙!将其溶于
#,,,Aa

丙酮溶液中!储存于棕色瓶

中备用"

!,g

盐酸羟胺溶液'准确称量
!,

W

盐酸羟胺溶于

#,,Aa

水中"实验所用试剂均为优级或分析纯!所用水均为

超纯水%购于中国华晶电子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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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
%1

丁基
1=1

三甲基硅烷咪唑六氟磷酸

在
#,,,Aa

三颈烧瓶中!加入
!,,Aa

三甲基硅烷咪

唑#

!?,Aa

溴代正丁烷和
#@,Aa

甲苯!开启电动搅拌器!

缓慢升温至
@,i

并保温反应
!?C

!然后收集下层粘稠状液

体!用甲苯洗涤数次!除去未反应原料!得淡黄色溴化
#*

丁

基
*<*

三甲基硅烷基咪唑盐"将
#*

丁基
*<*

三甲基硅烷基咪唑

溴化盐转移至
+,,,Aa

烧杯中!加入
#,,,Aa

去离子水!

开启电动搅拌器!分批加入
<<=

W

六氟磷酸钾!室温下搅拌
?

C

以上!弃去上层水相!用水洗涤离子液体直到溴离子检不

出为止%用硝酸银溶液检查残余溴离子&!真空旋转蒸发除去

水份得无色透明液体!总产率为
@+g

"离子液体的组成和结

构被元素分析#红外#质谱和核磁共振证实"

%$=

!

实验方法

在
!,,,Aa

分液漏斗中!依次加入蒸馏水
#,,,Aa

!

#,

$

W

铅标准溶液!双硫腙
*

丙酮溶液
+',Aa

!盐酸羟胺
#',

Aa

和浓氨水
!',Aa

!摇匀"加入离子液体
+',Aa

!剧烈摇

动
+A85

!静置分层!取下层离子液体相于
!,Aa

离心管中!

加
#',A%&

,

a

I#硝酸溶液
+Aa

于离子液体中反萃铅!离心

分离
<A85

%

!+,,1

,

A85

I#

&!收集上层清液用于原子吸收法

测定铅"

!

!

结果与讨论

:$%

!

离子液体的憎水性和表面活性

在
#*

丁基
*<*

三甲基硅烷咪唑六氟磷酸中!由于硅原子及

另外
<

个甲基的引入增加了离子液体的憎水性!实际测得

#*

丁基
*<*

三甲基硅烷咪唑六氟磷酸在水中溶解度为
,'+

W

,

a

I#

%

!+i

&!这一数据为经典离子液体3

#*

丁基
*<*

甲基咪唑

六氟磷酸的
#

-

<@

"良好的憎水性有利于大体积样品中微量组

分的高效富集!本课题研究中采用
+',Aa

离子液体萃取

#,,,Aa

水样中痕量铅!其富集倍数达
!,,

"另一方面!离

子液体作为溶剂不同于常用的分子溶剂!它溶于水的部分分

解形成有机阳离子和无机阴离子"由于咪唑阳离子具有季胺

盐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结构!它的水溶液表面张力越小!表

面活性越大!萃取过程中相分离就越难"因此!我们测定了

饱和
#*

丁基
*<*

三甲基硅烷咪唑六氟磷酸水溶液的表面张力!

结果为
@+';+(

,

A

I#

!数据显示该溶液表面活性非常低"

由此可见!新的离子液体在憎水性和表面活性方面明显优于

经典离子液体
#*

丁基
*<*

甲基咪唑六氟磷酸"

:$:

!

铅配合物的形成与萃取条件选择

由于离子液体不能萃取铅离子!只能萃取憎水的有机分

子或离子!双硫腙能与铅等重金属离子发生灵敏的显色反应

而被选择作为螯合剂形成中性的铅
*

双硫腙配合物"在
)

^

1

;

的碱性溶液中铅
*

双硫腙配合物均能形成!但在弱碱介质中

因双硫腙及铅配合物难溶于水!反应需要添加大量乙腈等有

机溶剂才能完成"然而我们研究发现随着反应体系碱性增

加!试剂及配合物的水溶性明显增大"在氨水或氢氧化钠溶

液中!铅%

&

&和双硫腙的显色反应室温下立即完成!形成稳

定的红色配合物"为了适应较大体积中铅的富集!氨水被选

择用于控制反应和萃取体系的酸度"在
#,,,Aa

的溶液中!

加入
!',Aa

浓氨水即可达到所需要的酸度而被采用"当铅

与双硫腙的显色反应完成后!在体系中加入离子液体!铅
*

双

硫腙配合物迅速进入离子液体相!水相中配合物的特征吸收

迅速消失"为了考察萃取对配合物组成的影响!铅
*

双硫腙配

合物在水相和离子液体相中的紫外
*

可见吸收光谱分别被研

究!结果发现配合物吸收光谱形状非常相似!说明萃取不影

响配合物组成"此外!配合物在离子液体中最大吸收峰波长

增加了近
!,5A

!这是因离子液体与配合物相互作用所致"

:$=

!

离子液体用量的影响

除加入不同体积的离子液体外!其他按实验方法操作!

用原子吸收法测定萃取前后水溶液中铅的浓度!铅萃取率按

如下公式计算'

0

%

g

&

(

%

F

,#

F

#

&-

F

,O

#,,

"其中
0

为铅萃取

率!

F

,

和
F

#

分别表示萃取前后水相中铅浓度"结果表明当离

子液体用量超过
!'+Aa

时!铅的一次萃取率在
;;g

以上!

并基本保持不变"为了获得高的萃取率!实验中使用
+Aa

离子液体"

:$>

!

铅的剥离方法选择

由于铅与双硫腙显色反应是在碱性条件下形成的!因

此!在离子液体中加入强酸可能导致铅配合物分解!而使铅

离子重新进入水相"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试验了磷酸#盐酸#

硝酸和硫酸用于铅剥离!结果表明以硝酸最为理想"当加入

#',A%&

,

a

I#硝酸溶液超过
!Aa

时!铅几乎被完全剥离而

进入水相"因此!本实验中采用加入
+',Aa

硝酸溶液"

:$?

!

铅的饱和吸附容量

加入不同量的铅标准溶液!其他按实验方法显色和萃

取!并测定铅的萃取率"以萃取率为纵坐标铅浓度为横坐标

绘制铅量对萃取率影响曲线%见图
!

&"从图
!

可以看出当铅

量超过
!+

$

W

时!萃取率将明显下降!可知在本实验所确定

的萃取体系铅的饱和吸附容量为
!+

$

W

"

:$C

!

共存组分对铅萃取与测定的影响

在碱性条件下!钙#镁#钾#钠等常见金属离子不能与

双硫腙形成中性化合物!因而不被萃取进入离子液体"实验

表明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元素大量存在基本上不影响铅的萃取

率"尽管双硫腙在此条件还能与银#汞#锌等重金属离子反

应!形成稳定的中性配合物而被萃取"当汞和锌的量少于

#,,

$

W

时!它们不会影响铅的萃取率"此外!

#,,A

W

以上的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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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和
_1

I不干扰痕量铅的萃取"由于

原子吸收法有非常好的选择性!少量重金属的存在并不影响

随后铅的测定结果"

!"

#

$:

!

I//(96./*+.806./-(*29.09(06;*6".0

.06'(()6;*96".0(//"9"(09"(3

:$E

!

离子液体的循环利用

我们也研究了离子液体的重复利用"实验表明当铅的萃

取与反萃次数小于
+

次时!离子液体重复使用对铅的萃取率

没有明显影响!但当重复利用次数超过
+

次时!铅的萃取率

将变小!直至完全丧失"这一事实是因为反萃铅时加入硝酸

导致双硫腙结构的破坏!不能再与铅反应形成稳定的配合

物!多次利用后的离子液体被丧失功效的试剂饱和!它不能

吸附溶液中的铅
*

双硫腙配合物"因此!离子液体重复利用次

数越多!铅的萃取率越低"然而!将使用后的离子液体与等

体积的
,'+A%&

,

a

I#氢氧化钠溶液混合!在沸水浴上加热
!

C

!离子液体中所有的试剂都被转移至水相!离子液体又重

新变成无色透明!它的红外光谱图与使用前一致"可见!离

子液体可循环使用"

:$D

!

工作曲线的绘制

配制一系列铅标准溶液!按实验方法显色#萃取与反

萃!在原子吸收光度计上测定吸光度!以吸光度为纵坐标铅

浓度为横坐标绘制工作曲线"从曲线上可知线性范围是
,

"

#,,5

W

,

a

I#铅!回归方程为'

6H+'?j#,

I<

F

%

5

W

,

a

I#

&

J

,',,,+

!相关系数
-

!

H,';;;"

%

6

为吸光度!

F

为样品中铅

浓度&"另外!配制
##

个空白样品!测得方法的检出限为
#',

5

W

,

a

I#铅!萃取富集因数可达
!,,

倍以上"

:$F

!

透析液中铅的测定

分别取透析液
#,,,Aa

!在酸度计上用
#',A%&

,

a

I#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至近中性!然后按实验方法操作并测定吸

光度!吸光度代入回归方程计算样品中铅的含量!重复测定

@

次取平均值!结果列于表
!

"同时!做相应的标准加入回收

实验!铅的回收率在
;=g

"

#,!g

!这一数据显示方法具有

较好的准确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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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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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论

!!

#*

丁基
*<*

三甲基硅烷咪唑六氟磷酸有好的憎水性和低的

表面活性!可替代传统易挥发的有机溶剂用于液-液萃取!

在萃取效率及选择性方面明显优于传统有机溶剂$与原子吸

收-发射#光度法等光谱技术结合!可使传统分析方法检出

限下降
#

"

<

个数量级!可应用于复杂体系中超痕量组分的

准确测定$对于较大体积样品中痕量组分的分离与富集!本

萃取体系不仅操作简便!大大缩短分离与富集时间!而且由

此产生的二次污染也非常小$

#*

丁基
*<*

三甲基硅烷咪唑六氟

磷酸在憎水性和对金属配合物的萃取率优于现有的室温离子

液体和传统有机溶剂!可作为绿色工业溶剂在湿法冶金等领

域获得很好地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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