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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

洗气瓶
,

内装4 0% K O H ,

非水滴定法测定有机碳仪器装置示意图

2
.

吸收塔
,

内装钠石灰和氯化钙 ; 3
.

二通活 塞 ; 4
.

反应瓶 ;

活塞 ; 6
.

冷凝管 ; 7
.

除硫器
,

内装 30 % H Z。 幻

定管 ; 1 2
.

6瓦日光灯 ; 13
.

缓冲瓶 ; 14
.

抽气泵 ,

5
.

1 0% A g N O : ; 9
.

三通活 塞 ; x o
.

吸 收 器 ;

巧
.

万用电炉
。

5
.

玻棒

1 1
。

滴

二
、

分析手续

取岩样 0
.

2一 0
.

5克于磨口三角瓶中
,

先用几

滴水润湿样品
,

然后 加 入 1 ` 7的 磷酸 20 一 25 毫

升
,

电热板上加热至微沸
,

保持拓分钟
,

除尽样

品中的碳酸盐
,

取下冷 却
,

加入0
.

1克钮酸钱
、

20 毫升浓硫酸
,

套入预先调试好的仪器 装 置 中

(图 1 )
,

提起玻棒活塞 5
,

放入15 %氧化铬溶液 10

毫升
,

加热至沸
,

保持 3一 5分钟
。

打开活塞 3
,

增大气流速度
。

当加入氧化铬溶液以后
,

要时刻注意吸收器

中颜色的变化
,

并不断从滴定管中滴人吸收剂兼

滴定液
,

保持苹果绿色
,

最后滴至纯兰色
,

即为

终点
,

记下读数
,

求出含量
。

经各种条件试验和回收率
、

重现性试验
,

证

明本方法对岩样中的有机质氧化完全
,

二氧化碳

吸收完好
,

精度高重现性好
。

据已知样品和岩样

试硷
,

回收率均 在 98 % 以 上
,

相 对 误 差 为 土

2
.

。%
,

与传统方法相比
,

分析结果基本 一 致
,

且缩短了流程
。

(收稿日期 1 9 8 2年 3月 31日 )

应用紫外吸收光谱及荧光光谱

测定地层水中的芳烃
伍大俊 张金来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 10 1队 )

朱永豪 马燕燕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机所 )

紫外吸收光谱及荧光光谱广泛应用于纯化合

物检验及环境污染的监测等
,

我们应用这两种光

谱对不同类型的水样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

一
、

分析方法

取经过滤呈无色透明的水 样 20 毫 升
,

置 于

100 毫升锥形分液漏斗中
,

调节 P H至 4 ,

加入5毫

升正已烷萃取二次
,

合并有机相
。

对同一样品同

时进行紫外吸收光谱的日
、

19母和荧光光谱 强 度

的测定
。

-

紫外吸收光谱
:

日立 340 记录式分光光度计
,

波长范围为19 。一25 00 n `
,

本方法测定范围仅用
2 0。一连o o n 。 , 荧光

`

光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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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探地堑构造是发现煤成气的重要途径
·

9 5 2
.

碎屑由低变质演化成焦煤 (镜煤 反 射 率

1
.

5 % )
,

煤成气才开始大量形成业运移
,

而富集于盐下成为工业性气田
。

如何评价华北煤成气前景
,

目前有各

种说法和争论意见
,

而矛盾的焦点一直认

为华北地台受后期改造影响
,

而缺乏保存

条件
,

因此
,

只有地堑构造才能满足这一

条件
。

上述文留煤成气 田就是地堑构造勘

探成功之例
。

事物 的发展总有许多客观条件
,

实际

上在华北目前已发现的煤成气除文留之外

还有其他类型
,

例如唐山岳 56 井 日产煤成

气 9
.

6万立方米
,

埋藏深 度 仅 在 4 00 米 以

下
,

属于浅层煤成气典型实例
。

但是形成

较大规模的工业性煤成气田
,

仍需具备地

堑构造地质条件
。

这一观点是否正确
,

有

待今后勘探中
,

通过 多次实践进行检验
。

(收稿日期 19 5 2年 8 月 1 5日 )

(上接 3 0 6页 )

双光栅单色仪
,

激发光源 100 W超高压球形禾灯
,

用伍德玻璃作滤光片
。

二
、

各类型水样 的光谱特征

我们测定了近 100 个地表水和地 层水
、

油 田

水和非油田水的样品
。

从光谱特征看
,

这些水样

紫外和荧光的光谱特征有着明显的差异
。

1
.

地表水
、

地层水

( 1) 紫外吸收光谱特征
:

地表水在 ZOZn m 左

右有一个强烈吸收峰
,

其峰值 基本 恒定不变
。

25 0n m左右明显的有一组代表芳核特征 的 吸 收

峰 ; 地层水中的 ZOZn 坦处吸 收 峰 明 显 减 弱
,

2 5 0 n m处由芳核引起的吸收峰同时减弱或消失
。

当深部水与地表水串通时
,

则 250 处峰高比 地 表

峰略有下降
,

2 2 2 n 二处 l g e值显著增高
。

( 2) 荧光光谱特征
:

在 4 3 1 n m处地 表水有明

显的荧光强度峰
、

地层水则无峰值
。

当地下信息

传递到地表时
,

4 31
n m峰减弱

,

表征双环以上芳

烃的 4 2 2 n m峰值增加
。

上述这些特征
,

明显地区分了地表水
、

地层

水以及从地下串通到地表的混合水
,

对于应用地

表水 (或表层水 )追索地下信息提供了可能
。

2
.

油田水
、

非油田水

油田水和非油田水在紫外吸收谱图上也有显

著区别
。

油田水在 222 n m左右有明显的吸收峰
,

地表水用原油浸泡后 2 2 2 n m处也有一定峰值
,

而

非油田水则很弱
。

鉴此
,

可认为 2 22n m的峰值吸

收可能是石油进人水中的一种信息 ; 荧光光谱
,

非油田水发光强度极为微弱
,

油田水发光强度较

强
,

且 4 22n m 发光强度大于 4 31 n m 的发光强度
。

另外
,

根据分析数据也可看出
,

油田水紫外

吸收 光 谱 2 2 2 n m处 的 l g e > 2
.

1
、

l g e 2 7 3 n m >

1
.

5
,

荧光光谱的 4 22n m / 4 3 1 n m强度比 值大 于

0
.

9 4 , 非油田水紫外吸收光谱 2 2 2 n m l g C < 2
.

1
、

2 7 3 n o l g日 < 1
.

5
,

荧 光光谱的 4 2 2 。 二 / 4 3地皿强

度比值小于 0
.

94
。

因而应用紫外吸收及荧光光谱

特征对于区分含油层和非含油层具有实际意义
。

(收稿日期 19 8 2年 2月 2 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