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8卷 第 2期 

2007年 5月 

质 谱 学 报 

Journal of Chinese Mass Spectrometry Society 

VoI．28 No．2 

M ay 2007 

硫同位素的热电离质谱(TIMS)测定方法 

张苗云 ，王世杰 ，洪 冰 ，邱勇军。 
(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州 贵阳 550002； 

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3．金华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浙江 金华 321000) 

摘要：环境样品的硫同位素比值能够提供硫的来源及其在环境中扩散迁移的相关信息。正离子热电离质谱 

测定硫同位素的方法，所需的样品量极低，适合无法采集到足够硫含量的环境样品中硫同位素的分析，分析 

精度在 0．5‰～2‰之间，为深入了解大气环境中挥发性硫化物的汇、源及全球环境的硫循环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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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lfur isotope ratio of environmental sample can provide detail information regard 

to origin and transport of sulfur in the environment．The new method of the thermal ioniza— 

tion mass spectrometry permits analysis of sulfur isotope with a precision for 艿。 S of 

0．5％o一 2‰ ．The new technology is extremely adequate to analyze sulfur isotope in environ— 

mental samples，which can not collect sufficient quantities of sulfur．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ology to complex environmental samples can understand the sources and sinks of vol— 

atile sulfur species in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s well as the sulfur global cyc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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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同位素的测定有多种方法，诸如气体质谱 

法、等离子质 谱 (ICP—MS)法、二 次离子质 谱 

(SIMS)法、连续流质谱(CF—IRMS)法及热电离 

质谱(TIMS)法等。热电离质谱是基于经分离 

纯化的试样在 Re、Ta、Pt等高熔点的金属带表 

面上，通过高温加热产生热致电离的一门质谱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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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主要应用于地球化学、宇宙化学及地质年代 

学等领域的高精度同位素比值的测定，也可应用 

于原子量测定及高精度的同位素稀释分析。近 

年来，表面热电离质谱的研究又发展到环境和 

医学领域，用于痕量物质的准确定量以及提供 

同位素的有关信息。 

1 热电离质谱仪工作原理 

热电离质谱仪由离子源、磁分析器、离子检 

测器三个基本部件以及真空器械、电子部件、计 

算机等辅助部分构成。仪器采用表面热电离的 

方法使样品电离；然后将样品离子引出、聚焦和 

加速，使其进入磁分析器，按离子的质量与电荷 

之比分离 ；最后 ，分别检测各种离子流的强度 ，以 

计算同位素比值，其工作原理示于图 1。 

热电离质谱仪主要经历 了由单接收器到多 

接收器的发展过程。多接收器型的代表性仪器 

主要有 Finnigan公 司 的 MAT261／262及 后来 

推 出的 Triton TI和 VG公 司 的 VG354、356、 

VG Sector54、VG Sector54—30等。多接收质谱 

的问世，使得高精度、高准确度、快速的同位素比 

值测定成为可能。 

2 硫同位素正离子热电离质谱测定方法 

热电离质谱测定硫同位素始于一个偶然的 

发现。1978年，Kelly等口 在测量 Ag同位素比 

值 ( Ag／ ∞Ag)过 程 中，观 察 到 As S。}、 

As“S 的同质异位素干扰现象。在这个发现 

的基础上，Paulsen和 Kelly【2 建立了同位素稀 

释热电离质谱(ID-TIMS)用于金属中痕量硫的 

准确定量技术，后来 Kelly等 将其扩展到化石 

燃料中痕量硫的定量，从而建立了AsS 热电离 

质谱测定硫同位素的分析方法。热电离质谱测 

定 B、Cl等稳定同位素的工作已相当成熟，80年 

代末至 90年代初，Spivack等 ]和 Xiao等 相 

继建立将样品中的 B、Cl转 化为 Cs。BO。。}和 

Cs。C1 的正离子热电离质谱测定方法。但是， 

硫同位素热电离质谱测定在国内还没有开展， 

国际上这方面的工作也做得不多。硫同位素正 

离子热电离质谱测定方法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 

分是 As。S。溶液的制备；另一部分是硫同位素的 

质谱测定。下面概要介绍 AsS 热电离质谱测 

定硫同位素的分析方法及其进展。 

2．1 As2S3溶液的制备 

用硫酸盐或硫化物制备 As。S。的还原装置 

示于图2，该装置包括双颈烧瓶、冷凝管、水阱及 

43／42=4．165 

图 l 热电离质谱工作原 理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rmal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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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管四部分。由于某些硫化物可能在聚合体 

表面引起吸附，因此所有的装置均使用玻璃仪 

器，为了防止 NH。的挥发损失，装有 As抖一NH。 

溶液的离心管必须浸泡在冰水中。将 25 mL HI 

+ HC1+ H。PO 还原溶液[7 加入到双颈烧瓶 

中，通高纯 N。(纯度大 于 99．999 )，在 120℃ 

下回流 45 min除去酸中的痕量硫，然后冷却。 

再将硫酸盐样品加入到还原烧瓶中，通人 N 回 

流45 min，还原生成的H S先通过5 mL蒸馏水 

水阱，然后被离心管 中的 1 mL 1 000 mg·L 

As”一NH。溶液捕集。逐滴加入 HC1使捕集的 

硫沉 淀生成 As2S。，离心 10 min使 As2S。沉淀 

与溶液完全分离，移去上层水溶液。用 5 mL蒸 

馏水清洗 As。S。沉淀 5次，离心分离除去沉淀中 

的杂质，然后用适量的 312 mg·L As抖一NH。 

溶液重新溶解清洗干净 的 As S。，最终获得用于 

热电离质谱测定硫同位素的As S。样品溶液，此 

时样品溶液含 硫浓度为 100 mg·L_。，As与 S 

的原子 比为 2。Wieser[8]和 Pritzkow 等[9 在使 

用该方法测定硫同位素的过程中对还原装置和 

实验过程做了相应的改进和完善，但整个实验方 

法的基本原理没有改变，这里不再做进一步的介 

绍。 

图 2 制备 As2 s3溶液的还原装置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view of the reduction apparatu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As, solution 

2．2 质谱测定 

将 5 L』D(硅胶)：20 g·L_。的硅胶悬浮液 

滴加到Re带上，使其在 0．9 A电流下干燥，然 

后把 15 L As2S。样品溶液 (相当于 1．5 g S) 

加到去气后涂覆了硅胶悬浮液的Re带上，同样 

使其在0．9 A电流下干燥，然后在大约 2 A的电 

流下加热 80 S，形成薄而均匀的白色覆盖层，然 

后用热电离质谱进行测定。Re带在计算机控制 

下被加热到 800℃时开始产生 AsS 信号，这时 

的温度相当于 Re带电流约为 1．1 A，聚焦离子 

源的最大 AsS 信号强度可以慢慢增加到 1× 

10 。A。随着带温的增加离子流强度逐渐增 

加，用 10 min将 Re带温度升高到 1 000℃，这 

时 AsS 信号强度达到 10 A，相应的 Re带电 

流大约为 1．6 A。Re带温度达到 1 000℃开始 

同位素比值测定，每次测定收集五组数据，每一 

组数据对 m／z 107( As船S )和 109( As“S ) 

扫描 10次，每次积分时间为 10 S，一次完整的测 

定大约需要 55 min[1 。 

这种方法用硅胶作为发射剂，由于 As只有 
一

个 As同位素，因此通过热电离质谱测定 

As弛S 与 As“S 的 比例来 直接获得 弛S／“S 

的比值，可以对含硫量极低(0．2 ttg)的样品进行 

硫同位素分析[8]，但是由于仪器等原因的限制， 

这个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不同作 者在 

Re带温度的控制上也 略有 不同，WieserEs 选择 

的最佳带温是 880℃，Ostermann等n阳选择的 

最佳带温是 1 000℃，而Paulsen和Kellyl2 则认 

为 950℃时得到的离子流强且稳定 ，更强的离子 

流在 950℃以上能够得到，但它们是不稳定的。 

因此，上面质谱测定的具体过程仅供参考，实际 

的分析操作还需要在各 自的仪器上具体选择。 

3 热电离质谱法的应用和比较 

不同硫同位素分析方法的比较结果列于表 

1。 

Paulsen and Kelly[2]最早建立 AsS 热电离 

质谱测定硫同位素的分析方法是结合同位素稀 

释技术用于金属中痕量硫的准确定量，他们用这 

个方法测定了铜、铁合金中硫的含量，浓度范围 

在(2．8±0．2)ttg·g_。和(81±1)ttg·g 之间。 

后来人们将这种同位素稀释一热电离质谱法应用 

到化石燃料含硫量的精确测定中，煤和石油中低 

含量硫 的精确定量是迄今 为止该方法最 主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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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Calhoun等[1。 首次将该方法应 

用到大气环境化学和全球硫循环研究领域，分析 

测定了太平洋上空亚微米硫酸盐气溶胶的硫同 

位素组成，并且观察到这些硫酸盐气溶胶与直接 

来源于海水的硫酸盐存在 5．5‰的同位素分馏。 

Wieser 则在纳克数量级硫同位素质谱分析的 

研究过程中，系统分析了AsS 热电离质谱测定 

硫同位素的方法和原理，建立了高灵敏度热电离 

质谱硫同位素分析方法，可以测定 200 ng硫样 

品的硫同位素，分析精度达到 2‰，对于硫含量 

稍高的样品，分析精度可以达到0．5‰ ]。 

与常规的气体同位素质谱法相比，热电离质 

谱法最大的优点是所需的样品量极低 ，甚至比连 

续流质谱法低一个数量级，最低只需 0．2 g硫 

样品量[8]，适合环境样 品，特别是微量挥发性硫 

化物，诸如 H S、DMS等无法采集到足够硫含量 

的气体样品的硫同位素分析，为深入了解大气环 

境中挥发性硫化物的汇、源及全球环境的硫循环 

提供 了可能。 

表 1 不同硫同位素分析方法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analytical methods used for sulfur isotope ratio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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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临床蛋 白质组学高峰论坛在京召开 

2007年4月14日，07临床蛋白质组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本次蛋白质组学论坛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临 

床应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和北京协和医院主办，由博扬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和布鲁克 ·道尔顿 

公司共同承办。大会主题为临床蛋白质组学与重大疾病早期预警和诊疗，共计 200多位临床专家参加了此次论坛。 

本届论坛邀请 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程书钧院士、医学分子生物学家姚开泰院士作临床蛋白质组学专题学术报告。程书 

钩院士介绍了肿瘤的个体化诊疗方案，以及如何用 profiling概念做肿瘤的早期诊断。姚开泰院士则从基因表达谱、基因过甲基化谱 

、 血浆或血清蛋白质组和microRNA表达谱四个方面讨论鼻咽癌分子分型的研究。 

卫生部相关领导、国家863计划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负责人到会发言，指出新技术应当在重大疾病早期预警和诊疗上发挥重要 

作用 

来自军事医学科学院医学分析中心、协和肿瘤医院、台湾长庚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北京医院、首都 

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等多家著名临床研究机构和医院的专家在论坛上做了专题报告，共同探讨血清多肽谱、SNP(单核苷酸多态性)基 

因分型和生物质谱成像等技术在肿瘤、老年神经性疾病的早期预警、个体化诊疗以及临床微生物鉴定和诊断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应 

用前景。 

美国布鲁克 ·道尔顿公司的技术专家介绍了生物质谱成像技术(MALDI—IMAGING)和液体蛋白芯片指纹图谱技术(CLIN— 

PROT)在肿瘤诊断方面的应用，引起了多位专家的关注和现场讨论 大家期待新技术在可靠性 、适用性和实用性等方面不断取得 

进步，早日进入应用领域并得到广泛推广 

论坛集中探讨了临床蛋白质组学与重大疾病早期预警和诊疗的前沿技术，交流了临床蛋白质组学、血清多肽谱测定、SNP(单核 

苷酸多态性)基因分型和生物质谱成像等技术在肿瘤早期预警、个体化诊疗等领域的最新进展，期望能全面推动我国临床蛋白质组学 

和重大疾病早期诊断和治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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