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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钍铀燃料循环的后处理流程的研究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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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光谱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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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法是一种用于校

正光谱干扰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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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发射特征波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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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调用
K8<

模型后结果的变化

表
!

为
?*#'B#!/8W7

波长下大量
J

中
W7

含量的测定结果'从表
!

可以看出&

J

质量浓度

为
)**8

R

)

G

时&模拟样品中
W7

质量浓度为
*'#

!

#'*8

R

)

G

&

PIM@DK]

在
W7

波长为
?*#'B#!/8

时

实测得的
W7

质量浓度分别为
?'+*

!

+'+!8

R

)

G

&

测量误差为
?+!b

!

??**b

&严重失真'调用

]̀<

模型以后&

W7

在
?*#'B#!/8

波长下&测量

误差仅为
*'!!b

!

?'#!b

&精密度为
)'*#b

!

!'#Bb

#

/d!

%&均在
?b

以内&比较稳定&测定结

果明显改善'因此&在铀钍浓度比#

%

#

J

%)

%

#

W7

%%

在
)**c*'#

!

)**c#'*

范围内&选择
W7

波长为

?*#'B#!/8

&即使不经过预分离&也能够对大量

J

中
W7

进行较为准确地测定'

表
?

为
?*B'*#?/8 J

波长时大量
W7

中
J

含量的测定结果'从表
?

可以看出&

W7

质量浓度

为
)**8

R

)

G

时&模拟样品中
J

质量浓度为
*'#

!

#'*8

R

)

G

&

PIM@DK]

在
J

波长为
?*B'*#?/8

时

实测得的
J

质量浓度分别为
*'AA

!

#'"*8

R

)

G

&

测量误差在
"*b

!

+A*b

'调用
]̀<

模型后&在

?*B'*#?/8J

波长下&测量误差为
?b

!

#*b

&

精密度为
*'A#b

!

?'B#b

#

/d!

%'因此&在钍铀

浓度比#

%

#

W7

%)

%

#

J

%%在
)**c*'#

!

)**c#'*

范

围内&选择
J

波长为
?*B'*#?/8

&如果不经过预

分离&选用
]̀<

校正法&对大量
W7

中
J

的测定

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

#

$$$校正前#

L31%.32%..32:6%/

%&

)

$$$校正后#

D1:3.2%..32:6%/

%

图
!

!

%

#

J

%)

%

#

W7

%

d)**c*'+

和
%

#

W7

%)

%

#

J

%

d)**c*'+

条件下
W7

#

0

%(

J

#

=

%的谱图

<6

R

>!

!

]

Q

32:.-8%1W7

#

0

%

0/4J

#

=

%

0:

%

#

J

%)

%

#

W7

%

d)**c*'+0/4

%

#

W7

%)

%

#

J

%

d)**c*'+

B!

第
#

期
!!!!!

罗
!

艳等"

PIM@DK]

中多重谱线拟合#

]̀<

%扣除光谱干扰法在
W7

(

J

测定中的应用



表
!

!

W7

波长为
?*#'B#!/8

时大量
J

中
W7

含量的测定

W0=&3!

!

F3:3.86/0:6%/%1:.023W76/J@=09340:W7?*#'B#!/8

(%'

%

#

W7

%)#

8

R

,

G

a#

%

精密度#

M.32696%/

%)

b

测量误差#

K..%.

%)

b

理论值

#

W73%.3:620&

X0&-3

%

校正前

#

L31%.3

2%..32:6%/

%

校正后

#

D1:3.

2%..32:6%/

%

校正前

#

L31%.3

2%..32:6%/

%

校正后

#

D1:3.

2%..32:6%/

%

校正前

#

L31%.3

2%..32:6%/

%

校正后

#

D1:3.

2%..32:6%/

%

#

+

*'# ?'+* *'#* #'B" )'*" ??** *'!!

)

+

*') ?'+B *')* *'?B !'#B )#B+ #'C!

!

+

*'+ ?'BC *'+) *'B" )'*# CB" ?'#!

?

+

#'* +'+! #'*! *'++ )'*? ?+! !'CA

!!

注#

(%:3

%"

/d!

&

%

#

J

%

d)**8

R

)

G

表
?

!

J

波长为
?*B'*#?/8

时大量
W7

中
J

含量的测定

W0=&3?

!

F3:3.86/0:6%/%1:.023J6/W7@=09340:J?*B'*#?/8

(%'

%

#

J

%)#

8

R

,

G

a#

%

精密度#

M.32696%/

%)

b

测量误差#

K..%.

%)

b

理论值

#

W73%.3:620&

X0&-3

%

校正前

#

L31%.3

2%..32:6%/

%

校正后

#

D1:3.

2%..32:6%/

%

校正前

#

L31%.3

2%..32:6%/

%

校正后

#

D1:3.

2%..32:6%/

%

校正前

#

L31%.3

2%..32:6%/

%

校正后

#

D1:3.

2%..32:6%/

%

+

+

*'# *'AA *'## #')# ?'A# +A* #*

A

+

*') *'"" *')) *')C ?'B# )C+ #*

"

+

*'+ #'#* *'+) #'*C *'CB #)* ?

C

+

#'* #'"* #'#* #'") *'A# "* #*

!!

注#

(%:3

%"

/d!

&

%

#

W7

%

d)**8

R

)

G

@AF

!

检出限

在前述仪器条件下&通过标准溶液做工作曲

线&运用
]̀<

校正测定
)**8

R

)

GW7

(

J

基体溶

液在
J

(

W7

元素所选波长处的质量浓度值&平行

测定
##

次&计算标准偏差&以标准偏差的
!

倍作

为方法的检出限'

FG

#

)**8

R

)

GW7

%

d.

#

)**8

R

)

GW7

%

j!d

*'*))j!d*'*AA8

R

)

GJ

FG

#

)**8

R

)

GJ

%

d.

#

)**8

R

)

GJ

%

j!d

*'**"j!d*'*)#8

R

)

GW7

即
)**8

R

)

GW7

(

J

基体溶液对
J

(

W7

元素的检

测限分别为
*'*AA

(

*'*)#8

R

)

G

'

B

!

结
!

论

#

#

%通过建立合适的
]̀<

模型&采用
]̀<

法测定大量
J

中的
W7

以及大量
W7

中
J

&有效

地校正光谱干扰和扣除背景值&从而改善了峰形'

#

)

%多元光谱拟合#

]̀<

%校正法校正光谱干

扰&在
%

#

W7

%)

%

#

J

%

d)**c*'#

!

)**c#'*

以及

%

#

J

%)

%

#

W7

%

d)**c*'#

!

)**c#'*

范围内&选择
J

波长
?*B'*#?/8

(

W7

波长
?*#'B#!/8

&测定大量
W7

中的
J

以及大量
J

中的
W7

&能够有效地减少测量

偏差&运用
]̀<

校正测定
)**8

R

)

GW7

(

J

基体溶液

中的
J

(

W7

检测限分别为
*'*AA8

R

)

G

和
*'*)#8

R

)

G

&

对类似样品的分析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

+

!

U%

Q

0&[.697/0/`

&

50470[.697/0/e

&

F7086M]

&

3:

0&>F3:3.86/0:6%/%1:.02368

Q

-.6:6396/-.0/6-8

&

:7%.6-80/4

Q

&-:%/6-8 80:.6239=

;

9%&X3/:3O:.02@

:6%/0/46/4-2:6X3&

;

2%-

Q

&34

Q

&09800:%862386996%/

9

Q

32:.%83:.

;

*

,

+

>W0&0/:0

&

#BB"

&

??

"

#AB@#"A>

*

)

+

!

D&083&-F

&

I7%-470.

;

De

&

D

RR

0.Z0&]e>F3:3.@

86/0:6%/%168

Q

-.6:6396/:7%.60

#

W7N

)

%

-96/

R

&093.

0=&0:6%/6/4-2:6X3&

;

2%-

Q

&34

Q

&098080999

Q

32:.%83@

:.

;

#

GD@PIM@̀ ]

%*

,

+

>,(-2& 0̀:3.

&

)*#*

&

?*A

"

!+A@!+B>

*

!

+

!

<-

V

6/%N

&

J83:0/6]

&

J3/%K>F3:3.86/0:6%/%1

-.0/6-80/4:7%.6-86/0

Q

0:6:386/3.0&9=

;

6/4-2:6X3&

;

2%-

Q

&34

Q

&09800:%862386996%/9

Q

32:.%83:.

;

Z6:79%&@

X3/:3O:.02:6%/93

Q

0.0:6%/6/:%4669%=-:

;

&[3:%/3

*

,

+

>

D/0&I768D2:0

&

)***

&

?)*

"

A+@"#>

*

?

+

!

沈兰荪
>PIM@DK]

光谱干扰校正方法的研究*

`

+

>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BB">

*

+

+

!

PX0&46,

&

W.02

;

F

&

S%-&:5

&

3:0&>̀ 3:7%40/40

QQ

0.0@

:-91%.2%8

Q

0.6/

R

9

Q

32:.0

"

J]

&

+!*CBC)

*

M

+

>#BB?>

*

A

+

!

陈维青&陈泽明
>

多重谱线拟合#

]̀<

%扣除光谱干扰

法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钢铁中磷的

应用研究*

,

+

>

光谱实验室&

)***

&

#"

#

)

%"

#C+@#CB>

*

"

+

!

丁莉莉&卢汉兵&郝啸
>

多元光谱拟合#

]̀<

%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法测定猪肝中的痕量元素
M=

和
%̀

*

,

+

>

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

++"@

+A*>

*?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
!!!!!!!!!!!!!!!!!!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