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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高精密度测定汞同位素组成

尹润生
1, 2　冯新斌＊1　FoucherDelphine3　侍文芳1, 2　赵志琦 1　王 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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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550002)
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 北京 100039)

3(DepartmentofChemistry, TrentUniversity, 1600 WestBank, Drive, Peterborough, Ontario, K9J7B8, Canada)

摘　要　采用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MC-ICP-MS)方法高精度测定了 Hg同位素组成。本方法借助在线进样

系统 , 最大程度上克服了同位素干扰和基体效应;采用同位素内标法和样品-标准交叉法以消除仪器自身的质

量分馏;通过实验条件(如测定时间 、进样量等)的优化 , 方法的内精度显著提高。研究表明:为保证汞同位素

组成的高精度测定 , 汞最低进样浓度为 2 μg/L时 , 内精度 <0.02‰(RSD)。运用本方法对汞标准 NISTSRM

3133和 UM-Almadén实验室内标样长达 7个月的测定 ,结果表明 , 本方法外精度 <0.06‰(2SD)。此外 , 对一

系列环境样品的同位素组成进行了测定 , 样品的外精度 <0.10‰(2SD)。 测定样品 δ202Hg变化范围为

-3.48‰ ～ 0.63‰, 幅度达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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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是地球化学和同位素示踪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
[ 1, 2]
。近年来 ,非传统元

素(Li, Mg, Fe, Cu, Zn, Se, Cr, Cd, Mo, Tl)稳定同位素研究正成为地球化学基础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的研究方向
[ 1, 3]
。计算地球化学的新理论 ———核场振动效应和核自旋效应

[ 4]
,都表明重同位素可能发

生较大的分馏。汞是重要的有毒污染物
[ 5]
, 具有极强的挥发性 , 在自然界中有

196
Hg(0.15%),

198
Hg(9.97%),

199
Hg(16.87%),

200
Hg(23.10%),

201
Hg(13.18%),

202
Hg(29.86%)和

204
Hg(6.87%)

7个稳定同位素 ,同位素之间相对质量差达 4%。汞是亲硫元素 ,可以以无机形式(Hg
0
, Hg(Ⅰ ), Hg

(Ⅱ))和有机形式(如 MeHg等)存在 ,其形式影响其在环境中迁移 、循环 、生物有效性和毒性
[ 5]
。同时 ,

汞形态转化的生物与非生物反应都能导致汞同位素的质量分馏
[ 6 ～ 8]
和非质量分馏

[ 9 ～ 11]
。目前 ,初步建

立的汞同位素体系已明确汞同位素可以作为汞污染源和生物地球化学反应及其发生程度的示踪

剂
[ 6 ～ 12]

。然而 ,汞同位素分析技术上的困难限制了它作为示踪剂的推广应用。自 20世纪初 ,研究者采

用比重法
[ 13]
、中子活化 (NAA)

[ 14]
、气体质谱仪

[ 15]
、Q-ICP-MS法 、ICP-TOF-MS法

[ 16]
和 Single-collector

ICP-MS法
[ 16]
等技术测定汞的同位素组成 。但由于自然界汞含量低 ,造成上述分析的精度较差

[ 17]
。直

到本世纪初 , Lauretta等
[ 18]
首次用 MC-ICP-MS实现了汞同位素组成的高精度测定。目前 ,已有对陨

石
[ 18]
、岩石

[ 6]
、煤

[ 10]
、土壤和沉积物

[ 12, 19]
、水生系统

[ 9]
、微生物

[ 8]
等样品中 Hg同位素组成测定的报道 ,

显示 Hg同位素在环境及地质过程研究中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 。

汞同位素测定方法多着重探讨对环境样品汞同位素测定进样方式的选择 ,而对实验条件优化的细

节讨论较少 ,影响了汞同位素测定的精确度。本实验借助连续流进样系统 ,实现了汞同位素的高精度测

定 。通过对 NuPlasma型 MC-ICP-MS实验参数的优化 ,提高了汞同位素测定的内精度 ,而且 Hg同位素

测定的长期重现性优于 0.06‰(2SD),证明本方法稳定可信 。运用本方法测定 UM-Almadén实验室内

标样 ,与文献 [ 20]的测定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测定环境样品的 δ
202
Hg为 -3.48‰ ～ 0.63‰。本方

法为汞同位素在环境地球化学中的应用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 38卷

2010年 7月
　　　　　　　　　　　　

分析化学 (FENXIHUAXUE)　研究报告

ChineseJournalofAnalyticalChemistry
　　　　　　　　　　　　

第 7期

929 ～ 934



2　实验部分

2.1　质谱仪与氢化物系统

分析测试实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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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所用仪器为英国

　图 1　连续流进样系统示意图 (Foucherand

Hintelman, 2006)

Fig.1 　 Schematic ofon-line introduction systems

(FoucherandHintelman, 2006)

NuInstruments公司的 Nuplasma型多接收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仪 。

进样系统采用连续流进样系统 ,极大改善了因

直接高温加热样品释放汞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 20]
。氢

化物系统如图 1所示。样品与 SnC12溶液还原生成

Hg
0
气体被引入等离子源 ,最大程度克服了同位素干

扰和基体效应。利用 Apex-Q雾化器(CETACTechnol-

ogies, Omaha, USA)产生的 Tl离子完成仪器的质量歧

视校正。整个进样过程由一台小型的蠕动泵(Gilson

Corp., USA)完成 ,进样流速为 0.75 mL/min。

2.2　MC-ICP/MS法拉第杯的接收装置

NuPlasma型离子体质谱仪是双聚焦磁质谱仪

器的接收系统有 12个固定的法拉第杯和 3个离子接收器 。测定 Hg同位素用其中的 7个法拉第杯(见

表 1)。由于
196
Hg和

204
Hg在自然界含量很低 ,本研究未予测定。实验以高纯 Ar气(Lowmercury)为进样

和等离子体载气 , MC-ICP-MS的具体操作条件见表 2。

表 1　汞同位素比值测定的 MC-ICP/MS法拉第杯设定
Table1　AdjustmentofFaradaycollectorsforHgisotoperatiomeasurements

法拉第杯
Faradiccup H5 H4 H3 H2 H1 Ax L1

Hg＆Tl 205 Tl 203 Tl 202 Hg 201 Hg 200Hg 199 Hg 198 Hg

　

表 2　汞同位素比值测定的仪器工作参数
Table2　OperatingparametersofNu-PlasmaMC-ICP-MSandsam-
pleintroductionsystems

等离子参数 Plasmaparameters

载气 Nebulizergas 27.0～ 34.0mL/min

混合气 Mixgas 0.06～ 0.15mL/min

功率 RFpower 1300W

Ape-Q雾化器 Apex-Qnebulizer

加热器温度 Heatertemperature 100℃

Chillertemperature 2℃

205Tl灵敏度 Sensitivityfor205Tl 0.16～ 0.18V/(μg/L)

HGX-200氢化物发生系统 HGX-200Hydridegenerationsystem

溶液提升速率 Solutionuptakerate 0.75mL/min
202Hg灵敏度 Sensitivityfor202Hg 0.20– 0.24V/(μg/L)

2.3　试剂与器皿洗涤

浓 HNO3(GR)、浓 HCl(GR)、SnC12(AR);

Milli-Q超纯水(电阻率 >18.2MΨ· cm);高纯

氩气;30 g/LSnC12 -10% HCl混合液经过无汞

N2吹脱过夜 ,以除去溶液中残存汞 。本研究采

用的 Hg和 Tl同位素标准溶液采用美国国家标

准局的 NISTSRM3133和 NISTSRM997 ,以及

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与环境地球化学实验室提

供的汞同位素实验室内部标样 (UM-Almadén

secondarysolution)
[ 19]
。使用的器皿主要是

25 mL硼硅玻璃比色管。所有聚四氟乙烯

(Teflon)和玻璃器皿在使用前用 10%HCl和

HNO3分别浸泡 48h以上 , 并用 Milli-Q水冲洗 3次 。

2.4样品制备

自然样品包括稻米叶片 、稻田土 、汞矿石 、汞矿渣和铅锌矿。

所有样品经王水在 95℃水浴消解 30min,方法参照文献 [ 22] , Hg的平均回收率≥95%,并保证各

形态 Hg氧化为 Hg
2 +
,消解液中酸的浓度应低于 20%。总汞测定应用 Tekran公司生产的冷原子荧光分

析仪(Tekran2500 CWAFS汞分析仪 ,检出限 <0.1 pgHg)和汞蒸汽发生源(Tekran2505自动汞蒸气

源)。样品消解液引入 MC-ICP-MS分析前 ,用 Milli-Q水稀释到合适的浓度(约 5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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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3.1　仪器的质量歧视校正

质量歧视效应指在同位素分析过程中仪器和分析程序引起的分馏效应 。本实验采用元素内标法和

样品-标准交叉法对 Hg同位素测定的仪器质量分馏进行校正 。有关元素内标法的原理详见文献 [ 22] 。

简言之即在汞同位素测定时 ,同时测定与 Hg质量数相近的 Tl同位素 ,根据已知和测定的 Tl同位素比

值计算求得真实的质量分馏系数(β0),由 β0计算自然样品汞同位素比值 。本研究以浓度为 20μg/L的

NISTSRM997 Tl标准溶液为内标准(
205
Tl/

203
Tl=2.38714)。采用样品 -标准交叉法进行质量分馏校

正 , 要求仪器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样品 -标准法是采用已知标准-未知样品 -已知标准的测量顺序。假定

已知标准和未知样品的仪器质量分馏相同 ,用已知标准校正仪器的质量分馏 ,这种方法又称为外标法。

用外标法进行仪器自身的质量分馏校正获得的 Hg同位素值被表达为 δ值(‰),公式如下:

δ
xxx
Hg(‰)=

xxx
Hg/

198
Hgsample

xxx
Hg/

198
Hgstandard

-1 ×1000

式中 , δ
xxx
Hg为

199
Hg,

200
Hg,

201
Hg或

202
Hg。目前 , δ值一般表达为相对于国际标准 NISTSRM3133的值。

采用样品-标准交叉法 ,需要经常在标准与样品之间转换 。为防止样品与标准相互污染 ,采用 3%

HNO3清洗进样系统 ,以消除仪器的记忆效应 ,从而保证了 Hg的同位素组成的准确测定。系统背景使

用 On-peakzero(OPZ)校正方式 , 3 min内可将
202
Hg信号降至背景值(约 10 mV)。

3.2　同位素 Hg测定参数的优化

3.2.1　测量时间对内精度的影响　汞同位素测定的内精度受到测量时间(测量时间为数据点与每点

积分时间的乘积)的影响。通过反复测定 5 μg/LNISTSRM3133汞标准溶液 ,研究了数据点数(50 ～

300次)、每点积分时间(2 ～ 12 s)及总测定时间(2 ～ 20 min)对内精度的影响(见图 2)。最后确定了最

优化的实验条件 ,即用最少的数据点 ,在最短的测定时间内 ,精确测定汞的同位素组成 。

图 2　每点积分时间(a)和样品测定时间(b)对 202/198Hg内精度的影响

Fig.2　Effectofintegrationtime(insecond)(a)andacquisitiontime(inmin)(b)ontheisotope

ratioprecision(1 relativestandarderror(RSE), 10-6)of202/198Hg

Foucher等
[ 19]
的研究表明 ,测定的组数(Block)对内精度没有影响 。本实验在测定样品同位素组成

时 ,采用 10min的测定方案(1block, 采集 100个数据点 ,每点的积分时间为 6s),可以使同位素的内精

度 <0.02‰(1RSE)。

3.2.2　样品汞浓度对内精度的影响　待测样品中汞浓度可以影响 MC-ICP-MS测定的内精度。如图 3

所示 ,设定测量时间为 10min(1 block,数据采集 100个数据点 ,每点的积分时间为 6s),随着汞浓度升

高 ,汞同位素测定的内精度逐渐升高 。样品浓度低于 2μg/L,同位素分析的内精度显著降低 ,当样品浓

度为 2 μg/L,内精度 <0.02‰(1RSE);随着样品浓度提高到 5 μg/L,内精度 <0.015‰(1 RSE);样品

浓度超过 5μg/L时 ,内精度无显著改善。

MC-ICP-MS质谱测量 Hg同位素时 ,要求保持样品和标准溶液的 Hg浓度相近 ,不能有太大差异

(<10%)
[ 17]
。Hg浓度差异过大会影响 Hg同位素测量。考虑到样品浓度过高会增加酸清洗系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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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Hg浓度(a)和 202Hg信号强度(b)对 202/198Hg内精度的影响

Fig.3　EffectofHgconcentration(μg/L)(a)andsignalsensitivity(b)onisotoperatiopreci-

sion(1 RSE, 10-6)of202/198Hg

间 ,因此为了保证同位素测定的准确性 ,所测样品汞浓度应保持在 2 ～ 5 μg/L之间。

3.3　Hg标准溶液的测定

本研究通过对无前处理的汞标准 NISTSRM3133(5μg/L)进行 7个月反复测定来评估 MC-ICP/MS

分析 Hg同位素的重现性 ,获得了 δ
202
HgNIST3133比值的外精度 ,即 Hg同位素测定的外部精度 ,其标准偏差

<0.06‰ (2SD, n=45), δ
202
HgNIST3133 =0.00±0.06‰。同时 ,在无前处理的情况下 ,同步检测了 UM-

Almadén相对于 NISTSRM 3133的同位素组成 。测试结果与文献 [ 19]一致 ,其标准偏差 <0.05‰,

δ
202
HgUM-Almadén=-0.53±0.05(2SD, n=15)。

3.4　自然样品的 Hg同位素组成分析

应用 MC-ICP-MS质谱分析技术 ,测定了汞含量较高的样品 ,包括:稻米叶片 、稻田土 、汞矿石 、汞矿

渣和铅锌矿 ,相对于 NISTSRM3133标准的测定结果见表 3。大多数重复样分析结果几乎一致 ,且精度

均在 0.10‰范围内。图 5为样品的 δ
202
Hg和 δ

200
Hg值均在理论质量分馏线的误差范围之内(理论拟合

线:y=0.502x),证明测试过程中没有同质异位素干扰 ,样品的前处理 、分析流程和分析结果是可靠的。

在已分析样品的 δ
202
Hg中 , 其变化范围 -3.48‰ ～ 0.63‰, 幅度达 4.11‰, 高于实验测量精度

(<0.10‰, 2SD)两个数量级 。

　图 4　NISTSRM3133 Hg标准溶液同位素测定实验的

重现性

Fig. 4 　 Long-term reproducibility achieved for

δ202HgNIST3133 determinedfromrepeatedmeasurementsof

NISTSRM 3133 Hgstandardat5 μg/Loveratimeperiod

of7 months.Datawereacquiredin1 block, 100 cycles

andwitha6-sintegrationtimepercycle, resultingina10-

minacquisitiontime

　图 5　样品中 δ202Hg、δ200Hg的相关性与理论拟合曲线

的比较

Fig.5　 Comparisonbetweentheoreticalrelationshipof

δ200Hgandδ202Hgandtheircorrelationfornaturalsamples

　　结果表明 ,采用元素内标法和 “样品-标准 ”交叉技术 ,解决 MC-ICP-MS仪器自身的质量分馏;借助

在线进样系统 ,减少了同位素干扰和基体效应;确定了合适的测定时间与进样量 ,保证 Hg同位素比值

测量时具有较高的内精度;Hg同位素测定的长期重现性优于 0.06‰ (2SD)。运用该方法测定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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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 δ
202
Hg变化幅度达 4.11‰。证明本方法在汞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表 3　连续氢化物发生-多接受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对自然样品 Hg的同位素测定结果
Table3　HgisotopecompostionsinseveralnaturesamplesmeasuredbyMC-ICP-MS

样品类型
Sampletype

样品号
SampleID

汞浓度
HgT(μg/g)

δ202Hg
(‰)

标准偏差
2SD

δ200Hg
(‰)

标准偏差
2SD

稻米叶片
RiceleaveR

稻田土
Paddysoil

汞矿石
HgoreC

汞矿渣
Hgcalcine

铅锌矿
Zincore

(5#-2) 0.86 -3.23 0.03 -1.62 0.02

R(GX-1) 3.56 -3.48 0.05 -1.75 0.04

S(GX-1) 151.1 -0.48 0.10 -0.24 0.05

S(GX-2) 145.2 -0.65 0.08 -0.33 0.05

S(WK-2) 102.4 -0.35 0.02 -0.17 0.02

(WC-2) 820.4 -0.11 0.03 -0.07 0.02

C(WC-4) 1015.9 -0.23 0.05 -0.11 0.03

T(WC-2) 28.14 0.53 0.04 0.25 0.02

T(WC-3) 61.87 0.16 0.01 0.09 0.02

Z(HN-1) 20.61 0.34 0.02 0.19 0.00

Z(HN-2) 14.40 0.63 0.06 0.31 0.04

　

　　致 谢　感谢美国密歇根大学 J.DBlum教授提供汞同位素内标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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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PrecisionDeterminationofMercuryIsotopeRatiosUsingOnline
MercuryVaporGenerationSystemCoupledwithMulti-collector

InductivelyCoupledPlasma-MassSpectrometry

YINRun-Sheng1 , 2 , FENGXin-Bin＊1 , DelphineFoucher3 , SHIWen-Fang1 , 2 , ZHAOZhi-Qi1 , WANGJing1

1(StateKeyLaboratoryofEnvironmentalGeochemistry, InstituteofGeochemistry,

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Guiyang550002)
2(GraduateUniversityofthe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Beijing100039)

3(DepartmentofChemistry, TrentUniversity, 1600 WestBank, Drive, Peterborough, Ontario, K9J7B8, Canada)

Abstract　AmethodwasdevelopedforhighprecisionmeasurementofHgisotoperatiosbymultiplecollector

inductivelycoupledplasmamassspectrometry(MC-ICP-MS)usinganon-lineHgreductiontechnique.The

procedurewasevaluatedtogethighprecisionmeasurementsthatweregoodenoughtosignificantlydetectthe

anticipatedsmalldifferencesinHgisotopecompositionsinnaturalsamples.Typically, internalprecisionwas

betterthan0.02‰ (1Relativestandarderror, RSE)onallHgratiosinvestigated.Theexternalreproduci-

bilityforstandardNISTSRM3133andUM-Almadénsecondarysolution, naturesampleswere0.06‰ (2SD)

and0.10‰(2SD)overthecourseof7 months, respectively.Theextentoffractionationhasbeeninvesti-

gatedinaseriesofnaturalsamplesfromdifferentlocationsinChina.Theratio
202 /198

Hgexpressedasδvalues

(permildeviationsrelativetoNISTSRM3133Hgstandardsolution)wasfrom-3.48‰ to0.633‰.

Keywords　Mercury;Isotopesratio;Multi-collectorinductivelycoupledplasma-mass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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