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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ICP-MS测定积累植物中Cu、Zn同位素的
化学分离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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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谱仪（MC-ICP-MS）高精度同位素组成的准确测定�依赖于对样品中待测元素的分离纯
化。本研究比较了两种溶样方法对有机样品积累植物海州香薷的消解效果�检测了 AG MP-1阴离子交换树脂对样
品中 Cu、Zn的分离效果�并测定了样品中的 Cu、Zn 同位素组成。结果表明：① 两种不同溶样方法均能有效地破坏
积累植物海州香薷样品中的有机质；② AG MP-1树脂能有效分离纯化植物中的 Cu、Zn�经过 AG MP-1树脂一次交
换分离和二次交换分离的植物根样品的 Cu接收液基体元素的去除基本没有差别�经过一次交换分离的 Zn 溶液�基
体元素也基本除去�可以用于 MC-ICP-MS 对 Cu、Zn 同位素组成高精度的测定；③ Cu、Zn 同位素组成测定误差不大
于仪器的长期重现性�表明样品的化学处理过程、各离子交换树脂柱分离交换过程和仪器测试过程均有很好的重现
性�符合样品测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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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on of Cu and Zn in accumulators for isotope determination by
MC-IC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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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Cu and Zn isotopes using MC-ICP-MS requires an adequate separation of the elements from bulk
samples．Two methods for accumulator dissolution have been investigated through assessments of the purity of Cu and Zn solutions
after ion exchange chromatography using AG MP-1resin�the repeatability of the chromatographic columns�and the consistency of
Cu and Zn isotope determination for samples dissolved and purified using different procedures．The results show that:① Both meth-
ods are effective to destroy the organic matter of plant samples；② The AG MP-1resin can been used to separate Cu and Zn from the
organic sample after effective dissolution�and it is enough for the sample to get the accurate value of isotope composition after one
exchange using AG MP-1resin；③ The standard error of Cu and Zn isotope composition is smaller than the repeatability over a long
time�it shows that whole chemical procedure�the separation of resin and the condition of instrument are su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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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 MC-ICP-MS 的广泛使用�过渡族元素同位
素研究发展迅猛。Cu、Fe、Zn 同位素组成在地学、生命科学、
古气候学、海洋学、宇宙化学等领域已经展示了很好的应用前
景（Maréchal et al．�1999；Zhu et al．�2000a�2000b�2001�
2002；蒋少涌�2003；Pichat et al．�2003；Stenberg et al．�
2005；Weiss et al．�2005；Vance et al．�2006；Luck et al．�
2005；Viers et al．�2007）。然而�目前 Cu、Zn同位素研究对象
主要为地质样品（Maréchal et al．�1999；Zhu et al．�2000a�
2000b�2001�2002；唐索寒等�2005；Asael et al．�2007；Ben-
tahila et al．�2008）�而对植物等有机样品较少涉及（Zhu et al．�
2002；Weiss et al．�2005；Viers et al．�2007）。植物是生物圈
的初级生产力�对自然界元素循环起着重要作用。Cu、Zn 是
生命体必需的微量营养元素�对植物中 Cu、Zn 同位素组成的
研究在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以及地圈与生物圈的相互作用等
领域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积累植物海州香薷是我国本生的 Cu、Zn 耐性植物�被用
作污染土壤的修复（孙小峰等�2006）。海州香薷体内的 Cu、Zn
含量明显高于一般植物�为研究植物生长过程中导致的 Cu、Zn
同位素分馏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同时�通过对该类植物中 Cu、
Zn同位素分布特征的研究�还有可能为利用海州香薷植物中
Cu、Zn同位素组成进行环境污染研究奠定必要基础。

多数天然样品具有复杂的化学成分�进行同位素分析时
可能会产生同位素信号的谱峰干扰�或导致测试过程中仪器
质量歧视的变化�即所谓的基质效应 （Zhu et al�2000�
2002b）。因此�在运用 MC-ICP-MS 进行 Cu、Zn 同位素高精
度分析之前�大多数天然样品需进行化学纯化。唐索寒等
（2006a�2006b）对运用 AG MP-1树脂进行 Cu、Fe、Zn 元素分
离的效果进行了较为细致、系统的研究�但该研究是基于无机
基体进行的。Weiss 等（2005）和 Viers 等（2007）测定了植物
样品中的 Zn同位素成分�但并没有对样品中 Zn 分离方法进
行详细报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AG MP-1树脂分离方法是
针对无机样品建立起来的�是否适合于富含有机质的植物样
品�尚不清楚。因此�有必要探讨 AG MP-1树脂对有机样品
的分离纯化效果。

1　实验方法
1．1　溶样方法

由于矿物、岩石等以无机物质为主体的样品的 Cu、Zn 分
离方法业已建立�对植物等有机样品进行 Cu、Zn 分离的关键
是在样品处理过程中对有机质进行彻底破坏�将有机样品转
化为无机样品。尽管灼烧是破坏植物样品中有机质的有效办
法�但灼烧有可能造成样品中 Cu、Zn 的挥发或污染�因此选
用湿法进行样品消解。为了检测样品溶解方法的可靠性和有
效性�选择两种湿法进行对比研究。

由于目前还没有植物样品的 Cu、Zn 同位素标准物质�本
研究采取对同一样品不同溶样方式对比的方法�检验样品的

处理效果。所用样品为海州香薷根的粉末样品（Root s1）�准
确称取该粉末样品3份�每份150mg 左右�分别放入干净特
氟隆杯子中�编号分别为 Root s1a、Root s1b、Root s1c。Root
s1a、Root s1b用第1种溶解方法溶样�Root s1c用第2种溶解
方法溶样。实验方案的基本设计如图1所示。

图1　实验方案图解
Fig．1　A chart showing experimental design

两种溶解方式的具体步骤如下。第1种溶样方法：①
HNO3浸泡样品�密闭12h（不加热�让样品缓慢反应）；② 王
水＋少量 HF 浸泡样品�在电热板上密闭加热12 h（70～
80℃）�如仍明显有气泡冒出�则蒸干样品后�重复该步骤；③
如仍有样品未溶解�加适量 HClO4�加热12h（150℃）。第2
种溶样方法�① H2O2浸泡样品24h（不加热�H2O2受热分
解�让样品缓慢反应）；② HNO3＋HF 浸泡样品�加热36h
（80℃）；③ HCl浸泡样品�加热36h（80℃）；④ 王水浸泡样
品�加热36h（100℃）�如仍明显有泡冒出�则蒸干样品后�重
复该步骤；⑤ 如仍有样品未溶解�加适量 HClO4。

实验所用的 H2O 经 Mill-i Q 系统纯化�电阻为18∙2MΩ�
HCl和 HNO3经亚沸蒸馏纯化�所有试剂均在超净化学实验
室加工完成。
1．2　交换分离方法

溶好的样品在低温电热板（120℃）上蒸干�加入7mol／L
HCl1mL�蒸干。此如反复3次。用7mol／L HCl1mL 提
取�待进行离子交换分离。

样品的化学分离采用 Bio-Rad 公司生产的 AG MP-1强
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聚乙烯做交换柱。树脂的处理和离子
交换柱的制作方法及样品的淋洗方法如唐索寒等（2006a）报
道。由于 Cu的洗脱较早（唐索寒等�2006a�2006b）�对基质
复杂的有机样品�一次交换分离的 Cu 接收液中可能仍会有
杂质。为了探讨 AG MP-1树脂对植物样品的分离效果�分别
对样品中的 Cu进行了一次交换分离和二次交换分离�具体
为：对第1种方法溶解的 Root s1b样品进行一次过柱纯化；对
第1种方法溶解的 Root s1a和第2种方法溶解的 Root s1c 进
行二次过柱纯化�其中 Root s1a分成2份平行样过柱�分别命
名为 Root s1a′和 Root s1a′′（图1）。所有样品的 Zn的分离均
为一次过柱。

将接收的 Cu、Zn 溶液蒸干�转化为质谱测定所需介质�
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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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元素含量测定
将上述转化好的 Cu、Zn 待测溶液定量取出一部分�稀

释�用于基体元素含量的测定。利用本实验室的 MC-ICP-
MS�在 Cu、Zn测定的工作条件下（见下节）�选择没有谱峰干
扰的同位素信号进行 Al、Cd、Cu、Fe、Zn 等元素的同位素测
定�根据所测元素的同位素丰度�计算出该元素的总信号强
度�以 Cu、Zn同位素信号强度为标准�计算出其他元素在溶
液中的含量。
1．4　质谱测定方法

利用本实验室的 Nu MC-ICP-MS 测定样品 Cu、Zn 同位素

组成�该仪器可以测定的最大相对质量范围为15％�拥有12
个法拉第杯和3个离子接收器。测定 Cu、Zn 同位素组成的法
拉第杯设置如图2所示。Cu、Zn 样品和标准以0∙1mol／L HCl
为介质�以高纯 Ar 气为进样和等离子载气�通过自动进样器
和膜去溶 DSN-100（dry-plasma）进入等离子体火炬离子化。样
品之间用酸清洗5min�直至信号低于5×10－5V 工作背景后
进行下一样品的测定�以避免样品间的交叉污染。

数据采用牛津大学地球科学系 Nick S Belshaw 博士提供
的操作系统自动进行�每组数据采集10个数据点�每点的积
分时间为10s�每组数据采集之前进行20s的背景测定。

图2　测定 Cu、Zn同位素组成的接收杯设置示意图
Fig．2　Signal positioning for determining Cu and Zn isotope

F－法拉第杯；IC－离子计数接受器
F－Faraday cup；IC－ion counter

　　仪器质量歧视采用标样-样品交叉法校正。长期重复测
定表明�Cu、Zn 同位素测定的外部精度优于0∙06‰（2sd）
amu－1（蔡俊军等�2006；李世珍等�2008）。样品的同位素组
成以相对于标样的千分偏差表示：
δxZn＝［（xZn／64Zn）样品／（xZn／64Zn）标准－1］×1000（ x＝66�67�68）

δ65Cu＝［（65Cu／63Cu）样品／（65Cu／63Cu）标准－1］×1000
其中 Cu同位素标准物质为 NBS976�Zn 同位素标样为 Romil
Zn。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溶样方式的 Cu的分离效果比较

图3显示了 AG MP-1树脂对积累植物海州香薷根样品
中 Cu接收液中基体元素的分离效果。由于溶样所取样品量
不完全相同�溶液中各元素含量不相同。为了更直观地比较
各溶液中基体元素去除效果�对图中所用数据进行了归一化
处理�即以溶液中 Cu含量为基准�样品中其他元素均除以其
中 Cu的含量值。这样所有溶液中 Cu含量均为1。

图3a和图3b显示的为用第1种方法溶解的 Root s1a′、
Root s1a″经二次过柱的分离效果。两份溶液是经第1种方法
溶解后分样的�二次过柱的分离结果表明：基体元素去除干
净�两柱的重现性较好�分离方法可靠。

图3c显示的为用第1种方法溶解的 Root s1b 的一次过
柱的分离效果。可以看出�与经二次过柱的分离效果（图3a、

3b）相比�一次过柱后 Cu的接收液中含有少量 Al、Cr 等杂质。
但这么微量的杂质不影响 Cu 同位素的质谱测定（蔡俊军等�
2006）。也就是说�经第1种方式溶解的样品一次过柱的分离
效果可以满足 MC-ICP-MS 的 Cu同位素测定的要求。

图3d显示的为用第2种方法溶样的 Root s1c 二次过柱
后 Cu与基体元素的分离效果。可以看出：用第2种方法消解
的样品二次过柱后 Cu的分离效果与用第1种方法消解的样
品二次过柱后 Cu 的分离效果一致（图3a、3b）�说明两种样品
消解方式均可行。
2．2　不同溶样方式的 Zn的分离效果比较

图4显示了 AG MP-1树脂对积累植物海州香薷根样品
中 Zn接收液中基体元素的分离效果。与 Cu 相同的原因�也
对图中所用数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即以溶液中 Zn 含量为
基准�样品中其他元素均除以其中 Zn 的含量值。这样所有
溶液中 Zn含量均为1。

在图4所示的4个柱子表示的分离效果中�包括了3种
样品处理方式：柱平行（图4a、4b）�即溶样后再分样�平行过
柱分离；溶样平行（图4a、4c）�即同一样品、同一溶样方式、同
一过柱流程；不同溶样方式（图4a、4d）�即不同溶样方式、同
一过柱流程。3种不同样品处理方式都获得了满意的 Zn 的
分离效果�从化学分离的角度说明两种溶样方式都是可行的�
所用的离子交换层析分离方法是可靠的。

综合上述 Cu和 Zn 的分离效果�得出如下结论：① 两种
溶样方式均能完全破坏积累植物海州香薷根样品的有机质�
符合已建立的运用 AG MP-1树脂分离提取 Cu、Zn方法（唐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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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植物根样品中铜的分离效果
Fig．3　Separation of copper from matrix elements in plant roots

图4　植物根样品中锌的分离效果
Fig．4　Separation of zinc from matrix elements in plant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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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等�2006a�2006b）的要求�能有效地纯化有机样品中的 Cu、
Zn；② 一次交换分离后基体元素含量已足够低�可以满足 Cu
同位素测定要求；③ Zn 的化学分离可通过一次离子交换实
现。
2．3　样品中 Cu、Zn同位素成分测定结果

对经过上述处理的样品进行了 Cu、Zn 同位素测定�结果
如表1所示。

　　　　表1　植物根样品中铜锌同位素组成　　　　‰
Table1　Isotope composition of Cu and Zn in the plant roots

溶样方法 样品 δ65CuNBS976 δ66ZnRomil δ68ZnRomil

第1种
Root s1a′ －0．10 6．39 12．69
Root s1a″ －0．10 6．37 12．76
Root s1b －0．01 6．35 12．59

第2种 Root s1c －0．12 6．38 12．71
平均值 －0．08 6．37 12．69

　　Cu同位素：① 用第1种方法溶解的平行样品 Root s1a′、
Root s1a″各分离交换二次的 Cu 同位素平均组成均为
δ65Cu平均＝－0∙1‰�表明交换柱和仪器测定的重现性均较
好；② 所有用第1种方法溶解、分别经一次离子交换分离和
二次离子交换分离的3个平行样品的δ65Cu 的变化范围－
0∙01‰～－0∙1‰�平均值为－0∙07‰�变化范围在仪器测试
的长期重现性内�表明溶样、离子交换柱之间的重现性性均较
好；③ 用第2种方法溶解、经二次过柱分离的样品 Root s1c
的δ65Cu＝－0∙12‰�与第1种溶样方式处理的样品的测试结
果在误差范围内一致�说明两种溶样方式等效。

Zn同位素：用两种溶样方式处理的4个平行样的δ66Zn
的变化范围为6∙35‰～6∙39‰�平均为6∙37‰。所有测试
结果均在误差范围内一致�说明两种溶样方式等效。

综上所述�用不同溶样方法和不同的分离流程处理后的
同一样品的 Cu、Zn同位素测定结果在误差范围内一致�说明
不同的样品处理方式等效�整个工作流程可靠。

3　结论
（1） 两种不同溶样方法均能有效地破坏积累植物海州香

薷样品中的有机质�对同位素的准确测定无影响；
（2） AG MP-1树脂能有效地分离纯化植物中 Cu、Zn。经

过 AG MP-1树脂一次交换分离和二次交换分离的植物根样
品的 Cu接收液基体元素的去除基本没有差别�而一次交换
分离的 Zn溶液�基体元素也基本除去�可以满足 MC-ICP-MS
对 Cu、Zn同位素组成高精度测定的要求；

（3） 用不同溶样方法和不同的分离流程处理后的同一样
品的 Cu、Zn同位素测定结果在误差范围内一致�说明不同的
样品处理方式等效�整个工作流程可靠；

（4） 尽管两种溶样方法均能有效的消解样品中的有机

质�但第1种溶样方法较第2种溶样方法简单�建议为优先选
择的溶样方法。样品中 Cu、Zn 只需经过 AG MP-1树脂一次
交换分离即可满足实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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