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４８，０６３００１（２０１１） 犔犪狊犲狉牔犗狆狋狅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犘狉狅犵狉犲狊狊 ○Ｃ２０１１《中国激光》杂志社

溶剂效应对苯酚三维荧光光谱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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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苯酚在均一溶剂和二元溶剂中的三维荧光光谱特性，结果显示，苯酚在λｅｘ／λｅｍ＝２４５～２８５ｎｍ／２７０～

３５０ｎｍ范围内有荧光分布，最大荧光峰位于λｅｘ／λｅｍ＝２７２ｎｍ／２９８ｎｍ附近。比较了溶剂化阴离子和常规氢键苯

酚 溶剂混合物的光谱特性。研究发现，溶剂化阴离子的荧光光谱出现了猝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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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石油化工、有机合成和炼焦、炼油等化学工业的发展，产生的含有酚及其衍生物的废水都是有害的。

酚属高毒类，为细胞原浆毒物，低浓度能使蛋白质变性，高浓度能使蛋白质沉淀，对各种细胞有直接损害，对

皮肤和粘膜有强烈腐蚀作用。长期饮用被酚污染的水，可引起头昏、出疹、瘙痒、贫血、恶心、呕吐及各种神经

系统症状，具有致癌、制畸和致突变的潜在毒性，因此，已被列入环境中优先检测的有机污染物。美国ＥＰＡ

颁布的１２９项优先检测物中有１１项是酚类化合物，欧盟也十分强调其对人类的危害，并把水中酚类化学物

的容忍质量浓度定为０．５μｇ／Ｌ，我国优先控制污染物黑名单６８项中有６项是酚类化学物。国标要求生活

饮用水挥发酚类的质量浓度小于０．００２ｍｇ／Ｌ。苯酚是这类有毒物质的代表，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在很多化

学工业中广泛使用，也是环境水中的污染物质，国家环保局已将其列为环境监测的重要项目。苯酚作为炼

焦、造纸、化工等行业工业污水的主要污染物，在生活污水、天然水和饮用水中普遍存在。因此准确测定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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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苯酚的含量对人体健康及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苯酚的检测方法主要有气相色谱法［１，２］、萃取分离法［３，４］、液相色谱法［５］等，这些方法往往需要有

毒的有机溶剂萃取，进而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另外，操作繁琐、耗时长，不适合用于在线监测分析。荧光

光谱法因其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较好的选择性，在水环境中苯酚的检测应用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

注［６，７］。本文研究了苯酚在均一溶剂和二元溶剂中的三维荧光光谱特性，为苯酚在复杂环境中的现场检测

提供实验和理论依据。

２　实　　验

三维荧光光谱测定在 ＨｉｔａｃｈｉＦ７０００型荧光光谱分析仪上进行。激发光源：１５０Ｗ 氙灯；ＰＭＴ电压：

５００Ｖ；带通：犈ｘ＝５ｎｍ，犈ｍ＝５ｎｍ；响应时间：自动；扫描速度：１２０００ｎｍ／ｍｉｎ；扫描光谱进行仪器自动校正。

犈ｘ＝２４０～３６０ｎｍ，犈ｍ＝２６０～５００ｎｍ。实验中的苯酚（上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为市售商品，未做进一步提

纯；使用的乙醇为色谱纯的无水乙醇（纯度９９．９％，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实验用水为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超纯水。

储备液：分别称取一定量的苯酚０．０２４ｇ，溶于超纯水、乙醇、乙醇 水（体积分数为５０％），转移至２５０ｍＬ的容

量瓶中，配制成质量浓度为９６ｍｇ／Ｌ的储备液，在阴凉避光处放置。工作液：分别取１ｍＬ３种苯酚储备液

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与储备液相同的溶剂将其定容至刻度。

图１ 苯酚溶于水（ａ），（ｂ），乙醇（ｃ），（ｄ），乙醇 水（ｅ），（ｆ）的三维荧光光谱立体图和等高线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ｐｌｏｔｓｏｆｐｈｅｎｏｌｉｎｗａｔｅｒ（ａ），（ｂ），ｅｔｈａｎｏｌ（ｃ），（ｄ）ａｎｄ

ｂｉｎａｒ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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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３．１　苯酚在３种不同溶剂中的三维荧光光谱及其校准

图１为实验测量得到的苯酚溶于水、乙醇、乙醇 水（体积分数为５０％）的三维荧光光谱。图１立体图中

每条曲线表示特定激发波长λｅｘ下，荧光强度随发射波长λｅｍ的变化。图１等高线图的横坐标为荧光发射波

长λｅｍ，纵坐标为激发波长λｅｘ，平面上的点表示由两个波长所决定的荧光强度，将荧光强度相等的各点连接

起来，便构成了由一系列等强度线组成的等高线光谱图，等高线自外向内表示荧光强度逐步增强。

荧光光谱的高灵敏度使它很难抵御来自溶剂杂质干扰的影响，因此必须予以消除。图１中除了苯酚的

荧光峰外，还存在着溶剂的瑞利峰和拉曼峰，本文采用空白扣除的方法［８］来消除拉曼散射的影响。鉴于瑞利

散射效应在原始三维荧光光谱中出现的位置相对固定，将在发射波长等于１倍激发波长处及其邻近区域

（±２０ｎｍ）的区域结果置零，以去除瑞利散射的影响。图２为校正之后的苯酚在３种溶剂中的三维荧光光

谱图。由图２可以看出，苯酚在３种不同溶剂中的三维荧光光谱主要分布在λｅｘ／λｅｍ＝２４５～２８５ｎｍ／２７０～

３５０ｎｍ范围内，最大荧光峰位于λｅｘ／λｅｍ＝２７２ｎｍ／２９８ｎｍ附近。

图２ 校正过的苯酚在水（ａ），（ｂ），乙醇（ｃ），（ｄ），乙醇 水（ｅ），（ｆ）３种溶剂中的三维荧光光谱立体图和等高线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ｐｌｏｔｓｏｆｐｈｅｎｏｌｉｎｗａｔｅｒ（ａ），（ｂ），

ｅｔｈａｎｏｌ（ｃ），（ｄ）ａｎｄｂｉｎａｒ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ｆ）

３．２　苯酚在不同溶剂中的二维荧光光谱比较

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苯酚在３种溶剂中的荧光光谱特性，图３给出了苯酚在３种溶剂中的二维激发和发

射谱。实验结果显示，溶剂的改变并没有使苯酚的荧光峰的位置发生明显的位移，苯酚在均一溶剂（如：水、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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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中的荧光峰的位置与在二元溶剂（乙醇 水）中的荧光峰的位置相差不大，最大荧光峰均位于λｅｘ／λｅｍ＝

２７２ｎｍ／２９８ｎｍ附近。而苯酚在３种溶剂中的荧光峰的强度大小则依次是犐ｅｔｈａｎｏｌ＞犐ｗａｔｅｒ＞犐ｂｉｎａｒｙ。

图３ 苯酚在３种不同溶剂中的激发光谱图，λｅｍ＝２９８ｎｍ（ａ），λｅｘ＝２７２ｎｍ（ｂ）

Ｆｉｇ．３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ｐｈｅｎｏｌｉｎｔｈｒｅｅｓｏｌｖｅｎｔｓ，λｅｍ＝２９８ｎｍ（ａ），λｅｘ＝２７２ｎｍ（ｂ）

溶剂的影响可分为一般溶剂效应和特殊溶剂效应。一般溶剂效应指的是溶剂的折射率狀和介电常数ε

的影响。水和乙醇的介电常数分别为７８．３，２４．３，折射率分别为１．３３，１．３５。当荧光体和溶剂之间仅存在一

般溶剂效应时，增大溶剂的极性，将导致荧光增强，即若苯酚不与水和乙醇发生相互作用，则苯酚在水中的荧

光强度显然会大于其在乙醇中的荧光强度。然而由于苯酚分别在水和乙醇中均可以形成氢键，因此，其苯酚

在这种情况下会受到特殊溶剂效应的影响。特殊溶剂效应的影响往往会大于一般溶剂的影响。由此可以推

断，苯酚在水和乙醇中形成的氢键配合物使得苯酚在乙醇中的荧光强度大于在水中的荧光强度。

苯酚在水和乙醇中都是质子供体。由于苯酚具有弱酸性，能在水分子的作用下电离出少量的 Ｈ＋。苯

酚与不同溶剂分子的相互作用被广泛关注［９～１１］，与本文实验结果相似的是，文献［９］计算得到的苯酚在基态

和激发态两者与溶剂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相同，因此，苯酚在均一溶剂和二元溶剂中所表现出来的荧光

峰不会存在明显的位移，这也为本文实验结果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二元溶剂中苯酚荧光光谱的猝灭，其可

能是苯酚的溶剂化阴离子的荧光量子产率的降低导致的［９，１２］。苯酚在二元复杂溶剂中的荧光光谱性质有待

进一步研究。

４　结　　论

研究了苯酚在纯水、纯乙醇、乙醇 水混合溶剂这３种不同溶剂中的三维荧光光谱特性。比较了苯酚在

均一溶剂和二元溶剂的荧光光谱的性质。研究结果显示，溶剂的改变并没有使苯酚的荧光峰的位置发生明

显的位移，苯酚在３种不同溶剂中的荧光峰的位置相差不大，最大荧光峰均位于λｅｘ／λｅｍ＝２７２ｎｍ／２９８ｎｍ附

近。而苯酚在３种溶剂中的荧光峰的强度大小则依次是犐ｅｔｈａｎｏｌ＞犐ｗａｔｅｒ＞犐ｂｉｎａｒｙ。在二元溶剂中苯酚的荧光强

度有所减弱，其可能是由于苯酚在二元溶剂中形成溶剂化阴离子使得其荧光量子产率降低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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