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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分子激光取样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和

光谱联用分析仪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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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准分子激光剥蚀取样后的产物经由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与光谱分析%从而获得被激光剥蚀样品

的元素与同位素含量信息%是迄今为止适应于表面原位微区分析最为重要的分析科学技术手段之一&基于

准分子激光剥蚀取样技术分别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或发射光谱技术联用的分析手段%已经被广泛应用

于地质学(材料学(环境科学%甚至生命科学领域的原位微区分析研究当中%并且分别体现了各自技术的优

势#固体材料表面的原位微区激光剥蚀取样技术既可以获取被分析材料的原位微区信息!满足了需要空间高

分辨的微区元素与同位素信息提取的需求"%又避免了样品预处理带来的可能污染问题%同时%脉冲宽度为

纳秒或飞秒的深紫外准分子激光具有极高的能量密度%用于剥蚀固体材料表面取样产生的热效应较低%引

起的化学元素和同位素分馏效应不明显%其剥蚀取样的产物!气溶胶"可以更为接近代表原被剥蚀固体材料

表面的化学元素和同位素组成$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分析和光谱分析技术已被证明可以高质量地提供被分

析样品的元素与同位素信息%激光剥蚀取样技术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分析技术联用已经为固体材料表

面的原位微区元素和同位素分析%带来了大量可信的科学分析数据%近年来将质谱分析手段与光谱分析手

段联用于等离子体分析%并应用于元素和同位素化学分析%利用质谱分析与光谱分析方法各自的优点%优势

互补%旨在提高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和光谱技术的元素和同位素分析精度%有望成为了一种新的分析科学

方案&从应用于原位微区微量元素与同位素化学分析的需求出发%介绍了基于准分子激光剥蚀取样技术和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与光谱分析技术同步联用的分析技术方案%并对于研发相关分析仪器的进展进行了

概括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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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激光技术剥蚀固体材料样品表面%将剥蚀产物!气

溶胶"经由二次电感耦合等离子化过程%并运用质谱分析或

者光谱分析检测技术%可以最终获得被剥蚀样品原位微区的

元素和同位素信息%这一适应于原位微区的分析化学手段就

是基于激光剥蚀取样技术与等离子体质谱与光谱分析技术联

用架构的一种分析技术方法&

激光取样是固体表面原位微区分析取样技术的发展方

向%现有的激光剥蚀技术在优化激光能量(波长(脉宽等参

数方面%还存在技术瓶颈&采用准分子激光放大技术获得毫

焦耳能量级的深紫外飞秒准分子激光脉冲%有望满足实现剥

蚀固体样品适应性广和效率高的需求%同时减少元素和同位

素的分馏以及存在的基质效应影响%从而可以从仪器系统的

分析信号发生源头去提高分析精确度和系统稳定性&准分子

激光剥蚀系统后端将等离子质谱和光谱检测集成%即在等离

子质谱检测的基础上引入全谱直读等离子发射光谱检测%实



现主量元素(微量元素和高精度元素比值的同时原位微区分

析%从而可以从仪器系统的检测一端去显著降低不均匀样品

的分析误差%提高分析速度%降低分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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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等曾总结了应用于固体表面微分析领域的激光

剥蚀取样技术以及可以耦合的分析检测技术途径&激光剥蚀

样品表面%主要有两个直接产物%其一是激光剥蚀过程中的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其二是材料被剥蚀出的(含有诸多颗粒

状物质的气溶胶&对于前者%可以采用基于直接采集激光剥

蚀过程中等离子发射光信号的激光诱导光谱法!

LCDF

"和激

光剥蚀分子光谱法!

LXECF

"获取样品的元素含量信息$而对

于后者%将剥蚀出的气溶胶物质传送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

C̀H

"发生装置进行二次离子化%并采用适合于
C̀H

检测的

质谱与光谱分析方法%也可以获取气溶胶物质的元素和同位

素含量信息%而这些信息常常被认为可以代表原被激光剥蚀

取样样品的相应信息&本文将聚焦于后者这一技术架构%即

激光剥蚀取样技术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与光谱分析技术

联用的仪器分析技术!

LXAC̀HEFe V̂F

"%并对于研发相

关装置的一些技术问题(关键实验验证等方面进行了概括与

展望&

3

!

仪器设计思想

!!

飞秒深紫外准分子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与光

谱分析仪!

#)2'I@[GALXAC̀H V̂F e EF

"将采用波长为

3:412

(脉宽为
;==0&

的深紫外准分子激光作为剥蚀的脉冲

激光光源%其单脉冲能量输出在毫焦级别%可以实现对大多

数物性各异固体材料!包括光学透明性能材料%如%石英等"

表面的原位微区剥蚀取样&激光剥蚀系统后端同时配备电感

耦合等离子质谱和发射光谱两套检测系统%在激光剥蚀等离

子质谱的基础上引入全谱直读等离子发射光谱%期望实现主

量元素(微量元素(高精度元素比值和同位素含量原位微区

的同步分析功能&

5%5

!

仪器设计思想

激光剥蚀取样技术!

LX

"可以对固体材料进行逐层剥蚀%

省略了样品制备过程中容易引入误差的环节%实现了快速分

析检测%并且单个脉冲激光剥蚀出来的样品质量极小!通常

在纳克量级"%剥蚀区域的光斑小!可以小到几个微米"%可

满足于较高空间分辨率的元素与同位素含量分析需求%在地

球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和材料科学研究中被广泛使

用%正在成为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技术发展水平越来越先

进(研究程度越来越专业的取样手段之一)

9

*

&脉冲激光由于

激光能量聚集%是激光剥蚀取样技术中最为常用的激光光

源&脉冲激光的能量不能过小%其激光波长对应单光子能

量%波长越短光子能量越大%剥蚀效率越高&激光脉冲宽度

直接对应激光作用样品的时间%脉冲宽度短有利于抑制剥蚀

过程中的热效应%从而减少元素(同位素的分馏效应&因此%

激光剥蚀取样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激光参数!主要包括激光

能量(激光波长(激光脉冲宽度"的选取至关重要&

35353

!

脉冲激光能量参数的遴选

激光剥蚀样品的过程是将具有设定能量的脉冲激光聚焦

并投射至样品表面%使得纳克级别的物质从样品表面被剥离

出来&比如%采用纳秒脉冲激光!辐照度
3=

>

!

3=

3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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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飞秒脉冲激光!辐照度
3=

39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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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剥

蚀取样%由于其物理机制是截然不同的)

9

*

%其离子信号响应

也呈现明显不同的特征&采用能量不同的脉冲激光剥蚀出的

产物经二次离子化后%其
C̀HEF

离子信号的稳定性明显不

同%某辐照度更高且超过
>j3=

34

B

'

,2

K9飞秒脉冲激光的

剥蚀产物%其
C̀HEF

离子信号相对更为稳定)

4

*

&脉冲激光

的能量传输给被剥蚀取样的样品表面%无可避免将导致发生

元素与同位素分馏现象&这一分馏现象遍历激光剥蚀取样技

术与等离子体质谱与光谱分析技术联用的各个阶段%即激光

剥蚀取样阶段%以及剥蚀产物传输和离子化阶段&脉冲激光

能量密度参数的选取对在激光剥蚀取样阶段伴生的元素与同

位素分馏%产生重要影响&

L!R!%I*

等)

7

*采用飞秒激光剥蚀

金属铜标样%经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È AC̀HEF

"

的分析结果表明#如果将样品仓剥蚀区域的激光能量密度从

=59

增大至
9a

'

,2

K9

%将导致金属铜标样
?CFbF/E:><

的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偏差变大%而采用较小激光能量密度

参数!比如%与标样的激光剥蚀能量阈值相比拟"剥蚀出的产

物%其同位素比值更为接近标样的参考值&而对于非金属样

品!如%玻璃样品"的激光剥蚀取样分析%激光能量密度参数

对于同位素比值分析精度的影响则有所不同%偏小的能量密

度参数似乎更容易带来明显的同位素分馏现象)

6

*

&因此%利

用基于激光剥蚀取样技术与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

LXAÈ AC̀HEF

"分析技术架构%进行同位素含量分析技术

研究%剥蚀样品仓位置的激光能量密度参数的遴选至关

重要&

35359

!

激光波长影响激光剥蚀取样性能

激光波长影响激光剥蚀产物中的颗粒物!气溶胶"粒径大

小分布%所采用的激光波长愈短%剥蚀取样产物的颗粒物粒

径愈小%且大小分布趋向集中&考虑到粒径偏大的激光剥蚀

取样产物部分%其化学含量成分与剥蚀前的含量发生偏差的

可能性更大的事实以及其
C̀H

离子化!包括原子化和离子化

过程"效率不够充分的原因)

<

*

%脉冲激光波长愈短优点越明

显&激光剥蚀取样技术所采用的激光波长选取经历了红外(

可见发展到紫外(深紫外波段的几个阶段&在紫外(深紫外

波段范围内遴选合适的激光波长%小于
9==12

的深紫外波

段!例如%

3:412

波长的准分子激光"成为近年来的热点%主

要原因是基于准分子激光剥蚀的取样技术可以满足两方面的

要求%即剥蚀产物的化学成分发生偏离的程度更小%其等离

子体化的效率却更高&从被剥蚀材料基体差异性质的角度来

看%波长愈短%单光子能量就相对愈大%采用波长相对愈短

的激光取样%其对于相同基体性质材料的剥蚀阈值将偏低&

偏低的激光剥蚀阈值有利于单脉冲激光能量参数的灵活遴

选%也有利于增强
C̀H

信号强度以及降低相应的元素分析检

出限&因此%遴选较短波长的纳秒激光%所体现出的优势非

常明显%而飞秒激光的遴选趋向于较短波长!如%波长
7==

12

优于
;==12

)

>

*

"也得到了验证&

35354

!

激光的脉宽至关重要

通过缩短脉冲激光的脉冲宽度%使得激光剥蚀取样获得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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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剥蚀产物能够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能表征被剥蚀样品

的元素与同位素含量%二是经
C̀H

离子化后有稳定的
C̀H

离

子信号&经常被采用的两种脉冲激光是%脉宽为纳秒级别的

纳秒激光以及脉宽为飞秒级别的飞秒激光&飞秒激光剥蚀取

样带来的气溶胶产物%粒径分布更为理想(数量更多(

C̀H

离子化效率也更高%因而%飞秒激光剥蚀取样与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与光谱分析技术联用将可以获得更好的检出限&

飞秒激光剥蚀取样技术这一特征!稳定性更好(强度更高(

检出限更低的离子信号特征"使得在探求空间分辨率要求更

高的元素与同位素含量分布的生物学(材料学研究领域%即

使样品剥蚀量将受到限制%也可以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

*

&

同时%由于其离子信号具有更低的元素分馏效应以及更少的

基体依赖性质%因此%飞秒激光剥蚀取样也更为适应于光学

透明的材料!如%石英矿物"%并且面对基体不匹配所导致的

标样缺失难题应用场合%对于飞秒激光取样技术也有了更多

的期待&激光的脉宽由纳秒变窄至飞秒%可以让激光剥蚀样

品的热效应被忽略成为可能!比如%脉宽低于
3

+

&

的激光条

件下才能获得"%但是%不顾技术成本等条件限制的降低激

光的脉宽!如%从
=541&

变窄至
7=0&

"%并不能为提高
LXA

C̀HEF

的分析精度带来更多的优点)

6

*

%而脉宽在
6==0&

左

右的激光)

;

*

%也许能为激光剥蚀取样技术与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0光谱分析技术联用%带来一个基于
LXAC̀HEF

0

V̂F

技术(可满足原位微区分析需求(较高性价比的技术架构遴

选方案&另一方面%技术(设备复杂性程度要求相对更低的

纳秒激光剥蚀取样技术%却呈现出一些独到之处&比如%相

比于采用紫外飞秒激光%纳秒激光取样后的
C̀HEF

元素含

量!包括
?!

%

E

P

%

X-

%

F$

%

c

%

!̀

%

b$

%

E1

等元素"分析的准

确度并没有变差)

:

*

!参见文献)

:

*中图
6

"&如果分别采用深紫

外波段的纳秒激光与红外波段的飞秒激光!

#[GA1&

激光与

?C/A0&

激光"对于常见的玻璃基质样品进行剥蚀取样%并将

各自的剥蚀产物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联用%对比其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信号特征!

#[GA1&ALXAC̀HEF

信号与

?C/A0&ALXAC̀HEF

信号"以及元素含量分析结果)

3=

*

%可以

看到#在对激光能量给予一定约束的条件下%无论是质谱信

号的时域稳定性%还是元素含量分析结果的偏离程度%采用

红外波长的飞秒激光并没有明显优于深紫外波长的纳秒激

光%甚至在部分元素离子信号的稳定性%以及相关元素含量

分析结果与标准参考值接近程度方面%深紫外纳秒激光剥蚀

取样结果反而优于红外飞秒激光剥蚀取样!参见文献)

3=

*中

图
3

%图
9

和图
4

"&另外%在地学研究应用领域最广的矿物

[AH"

年龄分析中%基于飞秒激光剥蚀取样技术的激光剥蚀

等离子体质谱分析方法!

0&LXAC̀H EF

"也并没有带来相较

于纳秒激光剥蚀取样技术的激光剥蚀等离子体质谱分析方法

!

1&LXAC̀HEF

"预期的更多优点)

33

*

%如果考虑到地学研究

中锆石(独居石等矿物标样的普遍易得性%这种预期的优势

更为不明显&最后%从分析应用领域相关的论文统计数据也

可以看到%统计自从
9==9

年至
9=3<

年基于激光剥蚀取样技

术的相关论文数量有
7>==

篇%而涉及到飞秒激光取样技术

的不到
9==

篇论文)

39

*

&由此可见%在某些微区原位分析应用

中%相比较技术复杂度和使用成本更高的飞秒激光剥蚀取样

技术%纳秒激光剥蚀取样技术依然可以占据着重要位置&

在地学研究领域的原位微区放射性同位素分析应用中%

可能面临的分析难题还包括矿物标样种类!如%榍石(斜锆

石以及褐帘石等副矿物"缺乏%以及分析标本样品的铅含量

可能极低!对应的
C̀H

离子信号极弱"%需要面对的分析技术

难题是基体不匹配标样!

1I1A2!'%$Z2!',S)(&'!1(!%(

"以及

极低灵敏度的同位素比值分析&纳秒激光取样技术无法给出

好的技术方案%恰恰是飞秒激光剥蚀取样技术%可以为解决

这两个难题带来了令人期待的可能性)

34A37

*

&

因此%从激光能量(激光波长以及激光脉宽三个主要激

光参数对于应用激光剥蚀取样技术与等离子体质谱与光谱分

析技术联用的影响与效果来看%飞秒深紫外的准分子激光器

是最合适的选择&迄今为止%飞秒深紫外准分子激光剥蚀取

样技术是最为接近满足
Y!%,$!

等所倡导的%理想的
LXAC̀H

EF

分析所需要的三个激光剥蚀取样条件#激光剥蚀产物的

元素与同位素含量可以代表被剥蚀的样品%激光剥蚀产物输

送
C̀H

不会发生丢失%以及激光剥蚀出的气溶胶经由
C̀H

时

能够充分地原子化和离子化)

36

*

&

35357

!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

C̀H EF

%和发射光谱$

C̀H

V̂F

%分析技术联用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C̀HEF

"分析技术可以准确测

定物理性质各异的地质样品!如岩石(矿物(流体或大气样

品等"中包括从>

L$

到94;

[

绝大多数元素的含量%是目前微量

元素和同位素分析的重要手段&

C̀HEF

与激光剥蚀取样技

术的联用%即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分析!

LXAC̀H

EF

"%更使得样品的元素和同位素微区原位分析成为现实%

不仅省略了单矿物分选时间%而且可以测定细小矿物0矿物

包裹体以及具有环带结构矿物的元素和同位素组成&这是传

统溶液法和整体分析方法所不及的%从而拓宽了地球科学的

研究领域%为探讨地球演化和环境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

撑&目前%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技术被广泛应用

于分析各类地质样品%特别是在熔体包裹体(矿物颗粒等微

小样品的微量元素和年代学!如锆石
[AH"

定年"分析应用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C̀H V̂F

"能够连续(快速

地进行多元素分析%分析准确度高%几乎能覆盖所有金属元

素和部分非金属元素&同样%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分析

技术!

C̀H V̂F

"与激光剥蚀取样技术联用!

LXAC̀H V̂F

"可

实现多元素微区原位实时分析&由于
C̀H V̂F

具有-全谱直

读.的特点%即可以同时接收多种原子的发射光谱信号%因

而可以有效地抑制剥蚀取样的脉冲激光信号波动所带来的分

析误差&受仪器技术限制%

LXAC̀H V̂F

应用实例很少%

G!%$!1G$&'!H%I

生产的
C̀H V̂F

仪器与
/VF̂-.'$I1E6=

激光剥蚀装置联用%实现了珊瑚的高分辨率
F%

0

!̀

%

E

P

0

!̀

比值测定)

3<

*

%分析精度可以与昂贵的同位素稀释法相媲美%

是一个成功地将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分析技术!

C̀H

V̂F

"与激光剥蚀取样技术联用!

LXAC̀H V̂F

"的应用案例&

然而%这一分析方法的技术架构需要进行进样系统的定制改

造%以解决激光剥蚀系统与等离子发射光谱的不匹配问题%

从而使得这一实施方案的应用推广遇到不少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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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飞秒深紫外准分子激光剥蚀取样技术的适用性%以

及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分析技术和等离子体光谱分析技术

各具优点的技术背景%我们提出了基于飞秒深紫外准分子激

光剥蚀取样技术!

#)2'I@[GLX

"%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与光谱分析技术!

C̀HEFe V̂F

"耦合联用的技术架构%

研制一套适应于样品材料物性各异%以及原位微区的元素与

同位素分析仪器的研制方案%试图将飞秒深紫外超快激光剥

蚀取样技术与等离子体质谱检测与等离子体光谱检测技术集

成在一整台仪器中%即在同一个飞秒深紫外准分子激光剥蚀

系统!

LX

"上配备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和等离子发射光谱检

测系统!

#)2'I@[GALXAC̀H EFe V̂F

"%以期实现在一台

装置上同时对样品主量元素(微量元素同位素和高精度元素

比值进行原位微区分析的目的&

5%=

!

仪器设计总体结构

飞秒深紫外准分子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与光

谱分析仪!

#)2'I@[GALXAC̀H V̂Fe EF

"由
3:4

纳米波长

的飞秒准分子激光系统(样品剥蚀池(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和发射光谱分析系统(整机控制系统四部分组成%如图
3

所示&飞秒准分子激光系统产生约
62a

%

;==0&

的
3:412

深

紫外脉冲激光%经光学传输系统%聚焦后形成光斑大小为直

径
6

!

3==

(

2

可调的(大能量密度(圆形光斑%并作用于固

态样品表面$剥蚀池配备高分辨率光学
`̀ @

成像系统%实时

观察样品表面$剥蚀池内的样品经激光剥蚀产生颗粒状物

质%与剥蚀池内惰性气体形成气溶胶%经气路导入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发生器%形成等离子体炬%等离子体焰炬轴向可供

质谱分析%而径向可同步进行原子发射光谱分析%经数据处

理软件计算%实现对样品元素和同位素含量的实时精确分

析&整机控制系统由激光器输出控制(样品移动(剥蚀点监

测(质谱仪和光谱仪等各子系统联动%用户只需在控制
H̀

端即可实现对整套仪器的所有操控&

图
5

!

飞秒深紫外准分子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与

光谱联用分析仪结构示意图'

5P

(

"#

$

%5

!

"03.(#137/1.T)#,

$

&,;12"*;(1

B[8NZENG>@MIK\ JK

)

5P

*

!!

锁模钛宝石激光器经倍频装置或者光参量放大器

!

ĤX

"%可以将红外波段波长的输出转换成紫外波段输出%

并将锁模钛宝石激光器经过频率转换输出的飞秒深紫外激

光%作为种子光源注入准分子激光器%利用准分子激光器作

为激光放大级%可以获得毫焦级能量的深紫外激光输出&

3:412

的深紫外飞秒准分子激光系统如图
9

所示&锁模钛

宝石振荡器产生
;=0&

%

;= E]R

和
4== 2B

中心波长为

>>45<12

的飞秒种子激光%并引入后端锁模钛宝石放大器

进行放大%该放大器由一
69>12

绿激光泵浦%采用啁啾脉

冲放大技术%放大后的脉冲激光最大达到
62a

(

3==0&

%该脉

冲进入由
LD̂

(

DD̂

构成的四次谐波非线性转换系统%通过

二倍频再经过两次和频后波长转换到
3:45712

%由于频率

转换损耗非常大%输出的脉冲激光能量最大约
9=

(

a

&

3==0&

(

3:45712

深紫外种子光经反射镜进入
X%#

准分子激光放大

系统!包括#放电激活区域%激光多程离轴放大光路%以及空

间滤波器"%

X%#

准分子激光中心波长在
3:45712

%谱线宽

度约
312

%经多光程离轴放大后%最终输出约
;==0&

(

62a

的脉冲激光&

图
=

!

5W?3;

的深紫外飞秒准分子激光系统结构示意图

"#

$

%=

!

"03.(#137/1.T)#,

$

&,;125W?3;

"*;(1B[8/,'*&'

4

'(*;

!!

在激光剥蚀取样系统后端%同时配备电感耦合等离子质

谱和等离子发射光谱两套检测系统%质谱分析的信号采集方

向固定在等离子体焰炬的轴向(位置可调%发射光谱分析的

信号采集取样探头固定在等离子体焰炬的径向!见图
3

"%两

者共享一个等离子体光源%实现主量元素(微量元素同时测

定%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C̀H

共耦合%以完成质谱与光

谱对同一样品的实时同步分析&

9

!

实验装置与验证

!!

在同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生装置上%分别基于质谱分

析技术与发射光谱分析技术架构%实现样品的元素与同位素

同步分析功能的检测装置非常罕见&为了实验验证这一设计

思想的可行性%我们在同一个准分子纳秒激光剥蚀系统上%

同时配备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和等离子发射光谱两套检测系

统%研制完成了一台纳秒激光剥蚀的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和

光谱联用分析样机%并通过分析实验来对实际样品的原位微

区分析功能加以验证&

图
4

分别列出了纳秒准分子激光剥蚀取样!

1&LX

"装置

!

!

"%以及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与光谱!

C̀HEFe V̂F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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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装置!

"

"集成的实验验证仪器&前者由自行研制的波长为

3:4

纳米%脉宽为
9=

纳秒的
X%#

准分子激光单元%以及

/VF̂-.'$I1E6=

剥蚀单元组成的纳秒准分子激光剥蚀取样

!

1&LX

"装置%而后者系由安捷伦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型

号#

C̀HEF>6==

"单元以及海洋光学多通道光栅光谱仪!型

号#

E_96==N

"单元组成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与光谱

!

C̀HEFe V̂F

"检测装置&

图
?

!

纳秒准分子激光剥蚀取样装置#

,

$和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光谱检测装置#

7

$联用实验验证

"#

$

%?

!

ZENG>@JK\MIK'#;0/(,3*10'/

4

,3,/

4

'#'

!!

实验揭示了两个事实#!

3

"经过纳秒准分子激光剥蚀生

成的产物!气溶胶颗粒"%通过电感耦合方式二次激活生成的

等离子体%可以由四极杆质量分析器以及光栅光谱仪检测获

得被测对象的质谱(光谱信号&检测端的两种技术路线%即

质谱检测与光谱检测%不但可以实现同步%而且彼此独立%

互不干扰$!

9

"同一检测样品经过准分子纳秒激光剥蚀取样

而产生的二次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获得的质谱与光谱信号线

性相关性良好&对于硅酸盐基质的标准样品
?CFb<3=

%

?CFb<39

以及
@C?YAY-!&&

标样的微量元素含量分析与参考

值的偏差合理!参见文献)

3>

*中图
4

与图
7

"

)

3>

*

&

4

!

展望和总结

!!

激光剥蚀等离子质谱与光谱技术!

LXAC̀HEFe V̂F

"

提供了一种绝佳的(可供定量固体材料中空间分辨率可以低

至微米分辨级别的元素与同位素含量的分析方法&

激光剥蚀取样技术的核心无疑是脉冲激光器%从纳秒脉

冲激光器发展至飞秒脉冲激光器%能够满足迄今为止%分析

技术上难以实现的部分需求&基于同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装

置%同时实施质谱与光谱分析检测%以满足同步分析样品的

元素与同位素含量%这一检测端的设计思想并不新奇%也被

验证可行%可以为样品的微区原位分析需求带来哪些好处依

然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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