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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1 06 型元素分析仪上

用峰高法代替积分值计算有机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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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业部新疆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

在使用1 1 0 6型元素分析仪过程中
,

积分仪经常发生故障
,

致使整台仪器无法进行分

析测试工作
。

针对这个问题
,

我们根据测定的原理
,

采用了峰高法代替积分值 进 行 计

算
,

所得结果与积分值法相比较
,

其误差都小于允许误差
。

一
、

计算原理及公式

原积分值法计算公式为
:

, ‘% ’ =

箫 ( 1 )

其中
:

k = t lw -

I z ( 2 )

以式 ( 2 ) 代入式 ( 1 ) 则 :

t ( % ) ==
t 一w l

W :
( 3 )

L一11

式中
:

t为试样各有机元素 ( C
、

H
、

N 和。 ) 的含量 ( % )
、

t ,

为标准样品各 元 素 ( G
、

H
、

N 和o ) 的含量
、

w :
为标准样品的重量 ( 毫克 )

、

w
Z

为试样重量 (毫克 )
、

I ,

为标

准样品积分值
、

I :

为试样积分值
。

式 ( 3 ) 可 以看出
,

积分仪一旦发生故障
, 1 2

/l
;
就无法得出

,

整个测试工作也将停

止
。

从气相 色谱的原理分析
, 1 1 、 I :

这两个积分值
,

实际上是记录仪上所划出峰形的峰

面积
。

实测 中
,

我们看到记录仪上划出的峰形都是对称峰(图 1 )
。

按对称峰面积的 近似

计算应当为峰高 ( h ) 乘半峰宽 ( 1/ 2 5 )
。

即
:

I : _

I l

h : ·

告S :

h : ·

士S : ( 4 )

同时
,

测定是在同一条件下进行的
,

因此可认为 1 /2 S : = 1 / 2 5
: (实际侧盆 两 个 半



第 1期 宋革稀
:

在 1106 型元素分析仪上用峰高法代替积分值计算有机元素

峰宽非常接近 )
,

则式 ( 4 )可写作
:

I :
/ I

: = h Z
/h

: (5 )

二
、

分析结果对比

表 1
、

2 是两种方法测试和计算 的结

果
。

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

两种方法的测值

十分相近
,

偏差均小于允许误差
,

说明峰

高法可靠
,

资料具有可比性
。

图1 色谱对称峰图

表1 C
、

H
、

N 测定结果表

样品编号

乙酞苯胺

7 9~ 7

8 2 ~ 2 0

8 2 ~ 0 26

8 2 ~ 3 4

8 2 ~ 0 6 6

一些垫竺皇些竺一
‘

阵丝竺蔓‘些2一阵堕壁犯生
-

些竺一
-

少二卜二
-

}止生
一

{里扁{井, }厂竺一卜竺
-
}三上卜兰-

二竺竺卜卫
二竺}二竺生}竺竺

-

{华竺卜二二兰卜竺竺}止里生卜二旦兰
一

兰竺 l
we
里竺竺4

一竺竺卜全竺}兰燮里卜些生⋯三里生}二里l卜竺竺一
三些 ⋯竺竺卜兰竺{里二

~

}
一

竺竺!二兰
二竺仁匕一}二竺

.

1一竺竺一
一生兰J二全竺卜竺

二竺二}
闷

兰竺‘}里
二竺}二兰

二竺卜卫
{竺}二些

一

卜
一

竺兰
一

业竺卜竺全竺}二兰竺 !兰里生}二二竺卜里竺目竺生卜全兰
一

}卫兰一

< o
·

3 } ”6
·

90 1 1 4
·

31 {< o
·

3 } “7
·

37 } 14
·

74 { / { ”
·

4 7
} “

·

4 3

。

为标样理论值

表2 O 测定结果表

样样 品 编 号号 峰高法计算 ( % ))) 积分值法计算 ( % ))) 偏 差 值 ( % )))

乙乙酞苯胺胺 1 1
。

8 111 1 1
.

5 4 ... 0
。

0333

对对甲基乙酞苯胺胺 1 0
。
5 333 1 0

.

7 3 ... 0
。
2 000

888 1~ 04 555 5
。

1666 5
。

4 666 0
。

3 000

888 2~ 0 5 999 1
。

1444 1
。

0 999 0
。

0555

888 2 ~ 0 3 333 7
。

7 777 8
。

0 333 0
。

2 666

·

为标样理论值

( 收稿日期 , 19 85年2 月魂日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8卷

C A L C U L A T IO N OF T H E E L E M E N T A L

C O N T E N T

IN ST E A D

U SIN G PE A K 一H IG H V A LU E S

O F

M O D E L 1 1 0 6

IN T E G R A T E D V A L U E S O N

E L E M E N T A R Y A N A L Y ZE R

S o n g G e x i

(R e s e a r e五 In st it tu te o f Pe t r o le u血 E x p lo r a tio o a o d D ev e lo Pm e n t

o f X in g jia n g ,
M io is t r y二o f P e t r o le o m In d u s t r y

。

)

A bs t ra c t

P e a k 一 H ig h V a lu e s in stea d o f ln te g r a ted V a lu e s a r e u se d t o c a lc u la te th e

ele m e n ta l e o n te n t o f a n o rg a n ie m a tter b ec a u s e m a n y fa u lts o ee u r w h e n

M o d el 1 10 6 E le m e n ta ry A n a lyz e r 15 ru n n in g
。

It 15
‘

Pro v e d b y Pra e tiee s th a t

th e m eth o d o f P e a k 一 H ig h V a lu e 15 fe a s ib le w ith a llo w a ble d e v ia tio n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