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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是一种必需的微量元素!它在生命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摄入过多的三价铁会使机体的

载氧能力下降!引起不稳定血红蛋白病以及高铁血红蛋白症等疾病"无论是从人类健康还是环境保护角度

出发!探究简便#快速#灵敏度高和选择性好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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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新方法很有意义"荧光分析是一种优异的

分子光谱分析方法!具有灵敏度高#选择性强#操作简单等特点!在重金属离子的检测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

进展!目前利用荧光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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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也有报道!但有的灵敏度不高!有的选择性不好!有的试剂毒性较大"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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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扰测定"表明该

法具有较好的选择性"据此!建立了一个简单#快速#灵敏高#选择性高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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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荧光分析新方法"

按以下步骤制备了乳制品的样品溶液!准确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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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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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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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液稀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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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样品溶液"然后采用该催化荧光分析新方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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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是一种必需的微量元素!它在生命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但是摄入过多的三价铁会使机体的载氧能力下降!引

起不稳定血红蛋白病以及高铁血红蛋白症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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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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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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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分析是一种分子光谱分析方法!具有灵敏度高#选

择性强#操作简单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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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金属离子的检测方面也取

得了较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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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分光光度计电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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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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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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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分析

奶样品购自某大型超市!样品处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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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氧化产物具有荧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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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学与光谱分析,期刊社决定采用
?01.9*2$/,L*/<+02'

5

6+

在线投稿审稿系统

!!

1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期刊社与汤森路透集团签约!自
+$#$

年
#+

月
#

日起1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决定采用
CA&=3&6

\/M1/23

旗下的
.0A&'52:6/e56M3029

*

13

在线投稿审稿系统"

,

.0A&'52:6/e56M3029

*

13

!该系统不仅能轻松处理稿件!而且能提速科技交流"

,全球已有
!<$

多家学会和出版社的
!,$$

多种期刊选用了
.0A&'52:6/e56M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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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作为在线投稿#审稿平台!全球

拥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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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的注册用户!代表着全球学术期刊在线投审稿的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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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T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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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09/60/

无缝链接和整合$使科研探索#论文评阅和信息传播效率大为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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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52:6/e56M3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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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汤森路透科技集团的一个业务部门!拥有丰富的学术期刊业务经验!为学术期刊提供综合管

理工作流程系统!使期刊更有效管理投稿#同行评审#加工和发表过程!提高作者心中的专业形象!缩短论文发表时间!削减

管理成本!帮助期刊提高科研绩效和实现学术创新"

1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采用-全球学术期刊首选的在线投稿审稿系统0

.0A&'52:6/e56M3029

*

13

.!势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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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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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前向本刊投稿的作者在查阅稿件信息时!会带来某些不便!在此深表歉意* 为了推进本刊的网络化#数字化#国际化进

程!以实现与国际先进出版系统对接$为了不断提高期刊质量!加快网络化#数字化建设!加快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希望能得

到广大作者#读者们的支持与理解!对您的理解和配合深表感激"这是一件新事物!肯定有不周全#不完善的地方!让我们共

同努力!不断改进和完善起来"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期刊社

+$#$

年
#+

月
#

日

$G$!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