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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管电泳法直接测定化工废水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李海燕 ,施银桃 ,曾庆福

(武汉科技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采用胶束毛细管电泳法 ,在分离水中 5种邻苯二甲酸酯的基础上 ,对化工废水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进行了直

接测定。以峰面积定量 ,标准曲线在 4 mg/L～50 mg/L线性关系良好 ,检出限为 0. 64 mg/L,加标回收率为 10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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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rect D eterm ina tion of D inbutylphtha la te in Chem ica l Industry

W a ste2wa ter by M icelle Cap illary Electrophoresis

L I Hai2yan, SH I Yin2tao, ZENG Q ing2fu
(The Institute of Environm ental Science of W uh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W 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W ith m icelle cap illary electrophoresis, this article directly determ ined the D inbutylphthalate in

chem ical waster2water based on separating 5 kinds of Phthalate of the water. The standard curve was good with

linearity relations from 4 mg/L to 50 mg/L , the lowest lim itswas 0. 64 mg/L , and the adding - sign returns2ratio

was from 104% to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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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主要用作增塑剂 ,是一

类重要的环境激素 ,已成为环境工作者关注的重要

有机污染物之一 [ 1, 2 ]。其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用量较大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GB

3838 - 2002)已将其列为特定监测项目 ,目前国内

外通常采用气相色谱法或液相色谱法分离测

定 [ 3, 4 ]。毛细管电泳技术是电泳技术与色谱技术

的结合 ,具有柱效高、选择性好、分析速度快、进样

量少、运行成本低、溶剂消耗量少、无二次污染等特

点 [ 5, 6 ]。今采用胶束毛细管电泳法直接测定化工

废水中 DBP,结果令人满意。

1　试验

1. 1　主要仪器与试剂

PLACETM MDQ毛细管电泳仪 ,美国贝克曼公

司 ,毛细管 75μm ×60 cm。

标准储备液 :用甲醇分别配置 10 g/L 5种邻

苯二甲酸酯的单个标准储备液 ,于 4 ℃保存 ;邻苯

二甲酸二甲酯 (DMP) ,上海化学试剂公司 ; DBP、邻

苯二甲酸二乙酯 ( DEP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BBP)、邻苯二甲酸 (2 -乙基己基 )酯 (DEHP) ,天

津化学试剂厂 ;甲醇、硼砂、磷酸钠、十二烷基硫酸

钠 ( SDS)均为分析纯。

1. 2　分析条件

毛细管电泳条件 :检测波长 200 nm , UV检测

器 ,恒温 25 ℃, 电压 25 kV; 缓冲溶液为 : SDS

25 mmol/L,四硼酸钠 5 mmol/L,磷酸钠 3 mmol/L ,

pH值为 9. 2;进样时间 5 s,进样压力 3. 5 ×103 Pa;

缓冲溶液中加入甲醇 ,体积分数为 22% , 0. 45μm

滤膜过滤。

2　结果与讨论

2. 1　标液与样品电泳图

在上述分析条件下测定 5种邻苯二甲酸酯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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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标液 (BBP为 20 mg/L ,其他均为 10 mg/L )与武

汉某厂生产车间未经处理的废水样 ,其电泳对照图

谱见图 1。从图 1可知 ,在 30 m in内 , 5种邻苯二

甲酸酯得到了较好的分离 ,出峰顺序为 DMP、DEP、

DBP、BBP、DEHP,其中 DBP出峰时间为 24. 9 m in,

实际废水样中存在 DBP吸收峰。

图 1　混合标液 (上 )与实际废水样 (下 )的电泳峰

2. 2　有机添加剂的选择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具有疏水性 ,需要在缓

冲溶液中加入有机添加剂 ,以增加样品在缓冲液中

的溶解度。经条件试验 ,选择有机添加剂甲醇 ,其

体积分数为 22%时分离效果最佳。

2. 3　峰面积与迁移时间的重现性

胶束电动毛细管色谱法中 ,样品挥发性对峰面

积重现性的影响较大 ,而缓冲液的挥发则影响迁移

时间的重现性。试验证明 ,因邻苯二甲酸酯沸点较

高 ,样品挥发对峰面积重现性的影响较小 ;但由于

缓冲液中有机添加剂甲醇的挥发性较强 ,对迁移时

间重现性的影响较大 ,需每运行 2 h左右更换缓冲

液。进行 DBP峰面积与迁移时间重现性试验 ( n =

10) ,结果 RSD s = 2. 6% , RSD t = 0. 3%。

2. 4　标准曲线与检出限

　　测定 4 mg/L～50 mg/L DBP标准溶液系列 ,

用峰面积回归 , 得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y =

0. 102 8x + 0. 003 9,相关系数 r = 0. 999 8。以信噪

比为 3计 ,检出限为 0. 64 mg/L。

2. 5　加标回收试验

用该方法测定实际废水样 ,并进行 10 mg/L

DBP加标回收试验 ( n = 3) ,结果见表 1。

表 1　加标回收试验结果

样品 1 2 3

测定值ρ/ (mg·L - 1 ) 10. 7 10. 4 10. 7

回收率 /% 104 105 106

3　结论

采用胶束毛细管电泳法可快速分离水中

DMP、DEP、DBP、BBP、DEHP 5种化合物 ,直接测定

化工废水中 DBP,方法线性关系良好 ,峰面积与迁

移时间的重现性较好 ,精密度和准确度均符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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