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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二 苯基 联 苯 胺二 磺 酸 钠 测 定

海 水 中 硝酸 盐 的研 究
*

李 延
(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

在侮洋中
,

稍酸盐是三大营养盐(稍酸盐
、

磷酸盐
、

硅酸盐)之一
,

它对海洋的生物生产

力有显著的擦制作用
。

另外
,

稍酸盐在海洋中的分布变化与水文也有密切的关系
,

所以根

据稍酸盐的分布变化也可判断水文的情况
。

至于海洋中稍酸盐的再生和去稍化等过程
,

更是相当的复杂[4, 司。 因此
,

侧定海水中的稍酸盐
,

对庶业
、

水文和氮的地球化学的研究是

具有重要意义的
。

侧定海水中的稍酸盐要比淡水中的困难得多
,

这是由于海水的复杂性所致
。

长期以

来
,

爵多研究者在这方面已进行了不少的工作
。

到 目前为止
,

能用于海水的主要分析方

法
,

就其原理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种 : (l) 由稍酸的氧化性厦
,

在浓硫酸溶液中使不 同的拭

剂产生颜色 [2, , ,

s] ; (2 )用不同的还原剂
,

将稍酸盐还原成亚稍酸盐
,

再用 Gr ies
s一

Ilo
sva y 就

剂显色 L, , , ·12 ] ; (3 )极谱法工5 ] ; (4 )紫外分光光度法 〔‘] 。

但以上甜法
,

尚未满足迅速
、

筒便或易于掌握以及适于大批样品分析工作的要求
。

因

此
,

对海水中稍酸盐分析方法的研究
,

至今仍为豁多研究者所重祝
。

K ol th off 和 N叩on
e n

(19 33 )[101 曾用二苯胺磺酸纳代替二苯胺测定稍酸盐
,

将其配成

水溶液
,

避免了硫酸放热使显色反应不规BlJ 的影响 ,b得到了满意的拮果
。

遗憾的是
,

这一

方法的灵敏度较低(侧定范围 0
.

1一5
.

o m g N呀/ 1 )
,

不适于一般海水的分析
。

但是
,

由二苯胺制得的其氧化中简产物
—

二苯联苯胺
,

可检出较微量的 N O犷[l 1] 。

而

二苯胺磺酸纳与二苯胺的氧化反应历程相同
,

也有相应的中简产物存在【13]
,

郎二苯基联苯

胺二磺酸钠(以下筒称二苯联苯胺磺酸纳)
。

同理
,

可提高对稍酸盐的灵敏度
。 sar ve r 和

Fi sc he r
(19 3的 [141 曾用磺化的方法

,

由二苯联苯胺制成二苯联苯胺多磺酸钠
。

但考虑到其

制备手擅比较烦复
,

因此
,

本文中以二苯胺磺酸氧化
一
还原的原理

,

用二苯胺磺酸纳作原

料
,

制得了二苯联苯胺磺酸钠的粉末桔晶 ; 并用于测定海水中的稍酸盐
,

收到预期的效

果
,

从而提出一个沮1定海水中稍酸盐的新方法
。

并对敲产物的某些性盾也进行了初步研

究
。

二苯联苯胺磺酸钠的制备

1
.

制备原理

在酸性溶液中
,

二苯胺磺酸与二苯胺的氧化过程相同 [9.1 3] ,

其主要反应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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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深表惑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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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苯联苯胺磺酸紫

第一步是不可逆反应
。

第二步是可逆反应
,

生成的蓝紫色醒型化合物在浓硫酸溶液

中颇稳定
。

另外
,

中简产物和醒型化合物可产生一侧反应
,

两者生成一等分子的椽色半醒

化合物
—

二苯联苯胺磺酸栋
,

它在稀硫酸或盐酸溶液中较稳定
。

二苯联苯胺磺酸于水中溶解度较大
,

故不像二苯联苯胺在制备时能随郎析出[111
。

但

磺酸和氯化钠在溶液中能形成如下平衡
:

A i
·

S O 3 H 十 N a C I二
二￡七 A i

·

S O 3
N a + H C I

因此
,

在二苯联苯胺磺酸溶液中加入过量的氯化钠
,

可析出其钠盐 ;并在溶液中加入适量

的氢氧化钠
,

便于敲拮晶的析出
。

根据以上原理
,

将二苯胺磺酸钠先氧化
,

再还原及中和盐析等手擅
,

可以制得二苯联

苯胺磺酸钠盐
。

n
.

制备方法
-

在 4 00 毫升的烧杯中
,

溶解 5 克二苯胺磺酸钠
1)
于 1 00 毫升 10 外硫酸中

。

在橙拌下

逐滴加入 20 毫升溶有 2 克重路酸钾的溶液
,

开始
,

溶液变椽
,

最后变紫
,

加完后放置 5 分

父 二苯服磺酸纳

. 二笨联苯胺磺酸纳

2 4 6

0
.

o lN K , C r,
0 7

10 12 m l

图 1 电位滴定曲搔

F ig
.

1
.

P o r e n t ia l titr a t io n e u r v e s o f s o d iu m d i
-

p h e n y la m in e s u lfo n a t e
(x )

a n d so d iu m

d ip h e n y lb e n 二id i
:l e s u lfo n a t e

( . )
·

11 1
.

产物的性质

钟
。

然后
,

在橙拌下慢慢加入鲍和亚硫酸纳溶液
,

在加入时
,

溶液 由紫变释
,

最后变为稳定的棕褐色

为业
。

放置 5 分钟后
,

于水蒸汽浴上蒸发
,

除去过

量的亚硫酸根
,

至无二氧化硫气味为止
。

这时溶

液仍呈棕褐色
,

不应出现椽色
,

再用适量的水溶解

析出物
。

冷却后
,

在橙拌下慢慢滴加 30 务氢氧化

钠溶液
,

仔韧铜节榕液的 p H 至 3一4 时
,

溶液中

郎生成灰褐色粉末状沉淀 (二苯联苯胺磺酸钠)
。

然后
,

在婿拌下加入氯化钠栩粉
,

加至不溶郎可
。

放置半小时
。

倾出母液和粉状产物
,

弃去留下的氛

化纳固体
。

母液和产物用离心机 (棘速 2, 0 0 0 /分 )

分离
,

簿去母液
,

用鲍和氯化钠溶液洗滁产物
,

离

心分离
,

糙疲洗至溶液清彻为止
。

再用少量蒸馏

水洗三次
,

除去氛化钠
。

最后用酒精洗滁一次
,

离

心分离后得到褐色的糊状产物
。

于 40 一知℃ 下

千燥后(温度过高易分解)
,

可研成相粉
。

产率的

为理渝值的30 多
。

,

‘日
.

国魏旧留

制得的二苯联苯胺磺酸纳
,

为褐色粉末
,

并且未检出氯化钠杂厦
。

由于磺酸基团的极

l) 为上悔新中化学厂出品
,

作为氧化
一
还原指示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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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用
,

所以它的一些性质与二苯联苯胺不同
。

如与二苯胺磺酸纳 [3] 一样
,

均无熔点
,

加

热时分解而不熔融
。

能分散于水中呈胶体溶液
,

有丁道尔 (T ynd all )现象
,

但加酸后成为

棕褐色溶液 ;加碱后nl] 发生聚沉
。

在酸性溶液 中易被氧化物厦氧化
,

如在浓硫酸溶液中
,

RlJ 生成二苯联苯胺磺酸紫 ;在稀硫酸或盐酸溶液中
,

易生成二苯联苯胺磺酸徐
。

另外
,

于

加热下微溶于酒精
。

关于二苯胺磺酸与二苯联苯胺磺酸氧化一还原电位之简的关系
,

可通过电位滴定进行

研究
。 如 卯 毫升合 2

.

71 毫克二苯胺磺酸纳或二苯联苯胺磺酸纳的 1
.

5 N 的硫酸溶液
,

用

硫酸浓度相同的 0
.

01 N 重铬酸钾溶液滴定
,

并以铂片电极作指示电极及鲍和甘汞电极作

参考电极
。

则在滴定过程中二苯胺磺酸的电位变化出现两次突跃(觅图 1 )
,

郎先生成二苯

联苯胺磺酸
,

最后氧化成紫色醒型化合物 ;而二苯联苯胺磺酸在被直接滴定时
,

其电位变

化只有一次突跃
,

nlJ 税明后者的氧化过程确比前者的商单
。

因此
,

用二苯联苯胺磺酸纳侧

定稍酸盐
,

会更为灵敏
。

但在电位滴定中
,

氧化过程存在着侧反应和无亚铁离子的催化作

用而反应迟援 [9,1 气另外
,

所用二苯胺磺酸纳可能部分已氧化成二苯联苯胺磺酸钠
,

所以滴

定的桔果与等当量舒算的相比较
,

是不够满意的
。

硝酸盐的ffilj 定方法

1
.

方法原理

稍酸盐在浓硫酸溶液内和氯离子的存在下
,

使二苯联苯胺磺酸钠氧化成醒型化合物

二苯联苯胺磺酸紫
。

显然
,

用二苯联苯胺磺酸纳侧定硝酸盐
,

可减少用二苯胺磺酸纳实现第一步反应所消

耗的稍酸盐
,

这将提高方法的灵敏度
。

11
.

方法研究

K olt ho ft 的二苯胺磺酸纳法的灵敏度较低
,

不能侧 出一般海水的稍酸盐含量
。

而二苯

联苯胺磺酸钠与二苯胺磺酸钠又毕竟有所不同
,

为了有效地将这一产物应用到海水的分

析中去
,

必须对分析方法的一些条件重新进行研冤
。

仪器 分光光度补 (法制分光光度补 M A R O C n 型 )
。

器皿 贰管
,

长 8 厘米
,

值径 1
.

7 厘米
,

带玻璃塞宝一端有圆泡的玻璃管揽棒
。

满品 稍酸钾与无氮硫酸
, A

.

R
.

极 ;氯化纳
, c

.

P
.

极
,

重拮晶二次
。

氮化钠溶液 (20 务) 称取 卯克重拮晶氯化纳
,

用蒸馏水配成 2卯 毫升溶液
。

稍酸柳溶液的配制 称取 0
.

36 1 克 A
.

R
.

极稍酸钾
,

用蒸昭水溶解后
,

移入 50 0 毫升

容量瓶中
,

冲稀至刻钱 (0
.

l m g N o 3一N / m l)
。

然后
,

取定量稀释
,

并加入所需量的 20 多氛

化纳溶液
,

配成 5一l o om g N o 3一N / m
3

的标准系列
。

(l) 二苯联苯胺磺酸纳就剂的配制和用量
:
根据 K olt ho 川10j 研究的桔果

,

采用 0
.

00 3 M

二苯联苯胺磺酸纳水溶液
,

在 反弓毫升栽样与硫酸的混合液中 (觅方法研究 (3 ) 硫酸用

量)
,

加入歌就剂 1 滴
,

可侧 5一 1 00 m g
·

N o 3‘N /时 的浓度范围
。

但栽剂的浓度稍加改变
,

对灵敏度和侧定精果并无影响
,

所以为配制筒便起兑
,

可称取 0
.

10 克二苯联苯胺磺酸钠
,

用蒸昭水配成 50 毫升的溶液 (如有少量不溶物厦可用 3 号烧拮玻璃漏斗过滤 )
。

栽溶液

非常稳定
,

可长期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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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配贰剂为褐色胶体溶液
,

但加入 1 滴对空 白无影响
。

且在可晃光区靛溶液无最大
E 食

、

吸收(图 2 )
o

0.40.30.20.1

斗00 5 00 6 00 7 00

波长 (w a v e le n g t h)一
:。拜

图 2 拭荆吸收曲校

F ig
.

2
.

A b so r p t io n c u r v e o f t h e r e a g e n t

(2 ) 混合方法
:
在盛有水样的栽管中加入硫酸

后
,

用圆头玻璃棒上下橙匀
,

等完全冷至室温后(豹

40 分钟 )
,

加入 1 滴藏剂
,

轻鲤摇匀
。

(3 ) 硫酸用量
:
只有在硫酸介厦中

,

才能提高

方法的灵敏度
,

并且色度才稳定
。

通过以下硫酸浓

度的贰验
,

可选择硫酸的用量
。

例如
:

硫酸与样品的此例—
2

.

三:3
.

0 ; 2
.

5 : 3. 5 ; 2. 5 : 4. 0

(毫升数之比)
。

由图 3 可晃
,

随硫酸浓度的增加
,

显色液的最大

吸收向长波方向移动
,

与二苯联苯胺紫的光的吸收现象 [9J 相同
。

因此
,

按不同此例的硫酸和相应的波长
,

分别对稍酸钾标准溶液进行侧定
,

所得 E一c

(浓度 )曲拔兑图 4 。

虽均非值核关系
,

但可看出
,

随硫酸浓度的增加而灵敏度升高
。

但如

果耀疲增加硫酸浓度
,

RlJ 将提高蒸昭水或氯化纳中难以完全除去的氧化性杂厦的氧化能

力
,

往住使空白升高
。

E.8

n甘

0.70.60.50.40.3

E0.8时0.60.40.50.3

\

‘.....L.内乙,二
Q0

口

,一
,.月

0.0.

4 00 45 0 50 0 5 5 0 6 00 6 50

波长 (w a v e le n g t h)一
m 户

图 3 不同硫酸浓度的显色液吸收曲搔

(样品 8 00 9 N O s 一N / m s

)

A
.

硫酸 : 样品 B
.

最大吸收
. 2

.

5 : 3 ; 5 6 6 m 拜

又 2
.

5 : 3
.

5 ; 5 6 4 m 林

0 2
.

5 : 终; 5 6 2 m 拜

F ig
.

3
.

A b so r p t io n e u r v e s o f e o lo r 一d e v e lo p e d s o lu t io n

w ith d iff
,

c o n c
。

o f H : 5 0 ‘

A
.

V a r io u s r a t io s o f H , 5 0 ‘ to s a m p le b y

v o lu m e ; B
.

W
a v e le n g th o f m a x im u m

a b s o r Ptio n
.

0 10 30 60 8 0 10 0

浓度(
e o n e

·

)一 (m g N O 。一N /
n 1

3)

图 4 采用不同硫酸浓度时梢光对 N氏
一N 浓

度的关系(以各空白溶液为零点)
A

.

硫酸 : 样品 B
.

吸收波(m 户)

. 2
.

5 : 3 ; 5 6 6

义 2
.

5 : 3
.

5 : 5 6 4

0 2
.

5 : 4 : 5 6 2

F ig
.

4
.

R e la t io n b e tw e e n E a n d c o n c
.

o f

N o s一N fo r v a r io u s c o n e
.

o f H
: 5 0 4

(E a e h b la n k s o lu t io n a s z e r o
)

A
.

V a r io u s r a t io s o f H 空5 0 ‘ to s a m P le

b y v o lu m e ; B
.

W
a v e le n g t h o f

(4 ) 显色时简
:
拭液显色时

,

色度发展很快
,

a b s o r p t io n

而且稳定时简很长
。

由图 5 可兑
,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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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剂 40 分钟后郎可比色
。

(匀 温度条件
:
所有方法条件的贰盼

,

均是在室温下进行的
。

在一般室温下 (如 10 一
3 0 ℃之简)本法完全可以使用

,

并且室温的变化
,

对显色时简的影响不大
。

另外
,

在加入硫

酸时
,

应使移液管流速快些(如 3一4 秒流去 2
.

多毫升)
,

使放热快
,

可提高方法的灵敏度
。

然后在室温下冷却
,

再加就剂
,

使显色反应完全在室温下进行
。

否RlJ
,

在热硫酸溶液中加

E0706

0.50.40.30.20.1

入截剂
,

出现的颜色将很快消退
。

(6 ) 氯离子浓度的影响 : 必复在氯离子存在下
,

才能使方法灵敏
。

在海水中
,

因氯离子充足
,

而其浓

度的变化对稍酸盐的侧定应无显著影响
。

例如
,

以 1 0 0 毫升量瓶
,

取 8
、

1 2 、
1 6 毫升 2 0多

氯化钠溶液
,

配成 40 和 80 m g N O 3一N / m
3

两系列的

溶液
,

用稍酸掇滴定测 出 Cl 痴
,

实验桔果如表 1 。

可兑消光 (E )虽随 cl 瓜 的增加而有所升高
。

但

对所测之稍酸盐浓度无显著影响
。

因此
,

可按诲水

Cl yoo 近似值用氯化纳配制稍酸钾标准溶液
。

(7 ) 海水中的其他氧化物厦
:
海水中除亚稍酸

盐外
,

其他氧化物厦含量较微
。

而亚稍酸盐的合量

也较低于稍酸盐的合量
,

并且由于亚稍酸的不稳定

性
,

当在海水样 品中加入浓硫酸时
,

因放热急烈
,

RlJ

海水样品中原有的亚稍酸盐将立刻发生分解
。

由表 2

0 1正20 丽加 印 叨 120

时尚(
t im e

)一 分(m in
.

)

图 5 显色时周与消光的关系

F ig
.

5
.

R e la tio n b e tw e e n E a n d t im e s fo r

e o lo r d e , e !o P m e n ‘
.

1

—
8 0 m g N o : 一N /m s

2

—
斗om g N O a一N / m “

3

—
10 m g N O 二N / m s

的实盼桔果可知
,

亚棺酸盐的合量

表 1 抓 度 影 响
T a

U
e 1

.

In fl u e n e e
of d iff.

e卜lo ri n it ie s

2 0 % N a C I

(m l)

梢 光 (E )
, ,

斗om g N o a一 N / m s 8 0 m g N o a一N / m s

8

l2

l6

0
.

2 6马

0
.

2 7 8

0
.

2 8 9

0
.

6 7马

0
.

6斗5

0
.

必 1

1) A p p r o x im a r e v a lu e ; 2 ) E x t in e t io n
.

表 2 亚硝酸盐的影响
T a ble Z

。

In fl u e n c e o f n itr ite

无氟梅杰中加人已叔N
a

歹户
:

} 本法测定相当于硝酸瑟的含量
的权度仁m g N O , 一N / m

O

J
孟’

l 仁m g N o a一N / m
。

少
. ,

’ .

”
’

}
0

.

5 1 1

一、J. .三OZn‘U

1111内j,j

n�n�00C
1 U1
234
Ze

1)
2 )

K n o w n

R e la t iv e

e o n c e i i tr a t io n s o f N a N O , a d d e d i n N 一f re e s e a w a te r ;

i i i tr a te e o “t e n t s fo u n d by th is m e t h o d w it h th e n e w r e a g e 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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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m g N o Z一N / 时 以下
,

可以忽略 ;而在 sm g N O Z一N /耐 以上
,

近似有如下梭性关系
:

[N O 3一N ] ~ 0
.

8 [N O广N ]一3

因此
,

在测定海水中稍酸盐时
,

若亚稍酸盐高于 sm g N O 3一N /时 以上
,

可按上式换算

相当于稍酸盐的含量
,

加以扣除校正
。

因为海

水中亚稍酸盐的含量一般较低于稍 酸盐 的合

广 量
,

故以上式对所侧稍酸盐合量的校正
,

碘差不

/ 大
。

币

E0.9.0.80.70.60.5叭0.30.2

0
.

1

0 5 10 2 0 30 40 50 印 7 0 80 90 100

浓度(
e o n c

.

)一 (m g N o a一N / m s

)

图 6 工作曲撇

F ig
.

6
.

A e a lib r a t io n c u r v e
·

(s) 工作曲搔的糟制
:
按海水 Cl 灿 配制

稍酸钾溶液的标准系列
,

以上述条件和步敏使

其显色
,

用分光光度针侧定(波长 , “ m 产
,

比色

槽厚度 I c m )
。

所制工作曲校如图 6o

(9 ) 海水中稍酸盐的回收
:
在采自外海的

海水中
,

加入已知稍酸钾
,

回 收测 定拮果如

表 3 0

由表 3 可觅
,

在 5一l o o m g N O 3一N / m 3 的

测定范围内
,

筷差最大可达 土 10 外
,

但平均碘

差为 5多
,

一般可满足比色分析的要求
。

表 3 海水中硝酸盐的回收测定

Ta ‘le 3
.

R e
co , 己

即 d e te

rm in at io n s
of n it ra te i。 。

ea w a te r

加人已知 K N o :

的浓度
(m g N O : 一 N /

n 1 8

)
1 ,

回收含量(m g N o s一N / m 吕
)

, ,

歌差 %
“’

双 样
8 )

平均值4)

八“,‘,j
, L�日�,八U42

户,02,l,�,j4
11�哎J工j只�八U

,l

5 ; 5 0

一 1 0

0

+ 10

+ 1 0

十 3

0

+ 10

0

+ 5

+ 1

n�,一
月

份,�nU工JOQ,一9

只一
‘
1,一,J月,曲J受少60
�02

;;
.直万

;

⋯
,.,

;:
n一nU,
‘‘,‘nUCUA
‘,1少口1人,1,�汽jd

‘
受了哎Jl了R

5 * *

1 0 *

1 0 * *

2 0 * *

3 0 * *

40 * *

5 0 *

5 0 * *

7 0 *

80 * *

1 00 * 1 0 3

*
加入采自外海的无氮梅水中 ( A d d ed i n N 一fr e e s e a w a te r t ak e n fr o m

o p e n s e a
) ; * *

加人采自外悔含 3 m g N o s 一N /m 。
的海水中 ( A d d e d in

3 m g N o s 一N / m
s s e a w a te r t a k e n fr o m o p e n s e a

)
.

1) K n o w n e o n e e n t r a ti o n s o f K N O 。 a d d e d i n s e a w a t e r ; 2 ) C o n t e n ts

r e c o v e r e d ; 3 ) D u p lic a te ; 4 ) A v e r a g e ; 5 ) E r r o r
(% )

.

( 10 ) 方法比较 :
冕表 4o

所测海水样品均系采 自沿岸附近
,

本法所侧拮果较硫酸胁法有所偏高
,

但除 ( 7 )号样

品外
,

其他双样平均值偏差一般在 3 m g N o 3一N /耐 内
,

而个别样品两法所侧桔果偏差较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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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方 法 比 较

T a b le 4
.

C o m 琳
r is o n o f tw

o m e th o d s

梅 水 样 品1) *

本法测得(m g N o a一 N / m s

)
, ,

硫酸脐还原法
〔8

,
1 2 ,
测得 (m g N o a一N / m

s

)
。,

一

全l一
.

!三三兰I些}一}二}
一一

竺兰}一里
.

-

3 6 ; 3 2
}
‘2 ;‘3

}
“斗: 6 5

}
斗 ;3

}
2‘; 2 0

}
2 0 ; ‘9

1
3 5 ;3 6

3 2 ; 3 4 }‘2 :‘0 }“
2 ; 7 0

!
2 , 4 } ‘7 ;‘8 } ‘8 ,一 } 2 6 : 2 5

*
均采自沿岸附近(s e a w a te r s a m p le s ta

k e n fr o m n e a : 。o a s t

l ) s e a w a t e r s a m p le ; 2 ) F o u n d b y th is rn e th o d ; 3 ) F o u n d b y h yd r a z in e s u lfa te ,1 1 e t h o d
.

大
,

其产生原因尚不清楚
。

.

m
.

测定步骤

按悔水 C I瓜 配制标准系列
: ,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5 0
、

l o o m g N o 厂N / m
, ,

分别吸取 3 毫升注入干泽的带塞着式管中
,

然后沿管壁迅速加入 2
.

5 毫升硫酸
,

依此用圆球

玻璃棒仔袖橙匀
,

待 40 分钟冷至室温后
,

准确地各加入 1 滴就剂
,

轻帆摇匀
,

40 分钟后
,

用分光光度针侧定消光值 (波长 5“ m 产
,

比色槽厚度 I c m )
。

或用光电比色针(如国产 58 1

型
,

滤光片 义。号 )
。

然后糟制 E一C 工作曲筱
。

海水样品混浊时填预先过滤
。

海水中 的亚稍酸盐可按方法研究(7 )所述
,

加以扣除校正
,

若低于 5 m g N O Z一N /时
,

可

以忽略
。

IV
.

几点貌明

(l) 冬季测定近岸海水样品时
,

当加入贰剂后
,

常出现白色沉淀
,

敲沉淀曾握光甜定

性
,

发现有 ca
、

Mg
、

Al 谱钱2) 。

为抑制沉淀的产生
,

可增大硫酸浓度 (样品和硫酸各 3 毫

升) ;并且为了不使标准空白升高
,

可用采 自外海表层的无氮海水配制标准
。

其他条件同

前(显色液最大吸收 5 68 m 川
。

(2 ) 应使用无氮硫酸
,

和不合还原物厦
。

(3 ) 迅速加入硫酸 (3一 4 秒左右 )
,

可使方法灵敏 ; 而混合后冷却时简以 40 分钟为

宜
,

并使显色时简一致
,

lllJ 工作曲换重现性较高
。

(的 贰管填洗滁干泽
,

烘干使用
,

不用时可泡入稀硫酸中
。

(5) 保存稍酸钾标准溶液或海水样品
,

可加氯仿固定
。

桔 藉

根据二苯胺磺酸氧化
一
还原反应的原理和磺酸纳盐的盐析作用

,

由二苯胺磺酸纳制得

了二苯联苯胺磺酸纳
。

由于这一产物的氧化历程比较筒单
,

因此
,

用它侧定海水中的稍酸

盐
,

收到了灵敏度比二苯胺磺酸钠较高的效果
,

并获得一商便
、

迅速且适于大批样品的分

析方法
。

就剂的配制也较筒单
,

且稳定
,

同时硫酸用量也较少
。

另外
,

由于本法避免了硫

酸的放热反应对显色的影响
,

所得拮果比番木鳖碱法和二苯胺法的较好
。

因此
,

这一产物

的制得和分析方法的提出
,

对了解海洋中氮的变化
,

将提供一些便利
。

2 ) 张燕霞同志协助光藉定性
,

特此致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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