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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中铬的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1 原理 

血样用基体改进剂稀释后，在357.9nm波长下，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2 仪器 

2.1 容量瓶，10mL，50mL，100mL，1000mL。 

2.2 移液器，200μL，1000μL。 

2.3 具盖塑料离心管，2mL。 

2.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石墨炉、塞曼校正装置和铬空心阴极灯。 

3 试剂 

3.1 硝酸（ρ20=1.42g/mL），高纯。 

3.2 肝素钠溶液：称取 0.5g 肝素钠，溶于水后，加水至 100mL。 

3.3 肝素钠采血管：于具盖塑料离心管中加入 100μL 肝素钠溶液（3.2），烘干后使用。或

直接使用商业肝素钠采血管。肝素钠采血管经本底检测，检测结果应小于检出限。 

3.4 Triton X-100，色谱纯。 

3.5 硝酸镁，优级纯。 

3.6 基体改进剂：1.0mL Triton X-100，1.0mL 硝酸（3.1），0.865g 硝酸镁（3.5）溶于适量

水中，定容至 1000mL。 

3.7 铬标准贮备溶液，国家认可的铬单元素标准溶液。 

3.8 铬标准应用溶液[ρ(Cr)=1.0μg/mL]：用基体改进剂将铬单元素标准溶液稀释成浓度为

1.0μg/mL 的标准应用溶液。 

4 样品的采集、运输和保存 

依据《职业卫生生物监测总则》进行样品采集。在4℃冰箱中至少可保存两周，在-18℃

下样品有效期为2个月。 

5 分析步骤 

5.1 仪器操作参考条件 

波长：357.9nm 

 背景校正：塞曼背景校正 

 进样体积：10μl 

 石墨炉条件： 

干  燥：110℃斜坡5s，保持20s；130℃斜坡10s，保持30s。 

灰  化：1300℃斜坡25s，保持20s。 

原子化：2300℃，5s（停气）。 

清  除：2500℃，5s 。 

5.2 工作曲线的配制和测定 

取6支10mL容量瓶，用基体改进剂稀释标准应用液配制成浓度为15μg/L~400μg/L标准系

列溶液。分别取0.10mL标准溶液、0.10mL正常人血液、0.80mL基体改进剂置于2mL具盖塑

料离心管，混匀后参照器操作参考条件测定。具体操作见表1。将各标准系列管的吸光度值

减去标准系列1管吸光度值后，与铬浓度（μg/L）计算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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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铬工作曲线标准系列溶液配制 

 0 1 2 3 4 5 6 7 

铬标准系列溶液，
mL 

0 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正常人血，mL 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纯水，mL 0.10 0 0 0 0 0 0 0 

基体改进剂，mL 0.90 0.90 0.80 0.80 0.80 0.80 0.80 0.80 

铬含量，μg/ L 0 血本底 血本底+15 血本底+25 血本底+50 血本底+100 血本底+200 血本底+400 

 

5.3 样品处理和测定 

将样品放至室温充分摇匀后，分别取0.10mL血液、0.90mL基体改进剂置于2mL具盖塑

料离心管中混匀后，用测定标准系列溶液的操作条件测定样品空白和样品溶液，吸光度值减

去标准系列0管的吸光度值后，由回归方程计算样品中铬的浓度（μg/L）。 

6 计算 

6.1 按式（1）计算样品中铬的浓度： 

1cC =  （1） 

式中：C—样品中铬的浓度，μg/L； 

c1—由回归方程计算所得样品溶液中铬的浓度，μg/L。 

6.2 按照肌酐或比重校正方法对样品结果进行校正。 

7 说明 

7.1 方法检出限为 0.042μg/L，方法定量下限为 1.40μg/L；方法测定范围为 1.40μg/L~400μg/L，

在此范围内相关系数＞0.9990；方法批内精密度范围为 0.57%~6.59%（血铬浓度为 4.1μg/L~ 

99.8μg/L，n=6）；方法批间精密度范围为 1.96%~4.52%（血铬浓度为 4.1μg/L~99.8μg/L，n=6）；

血样加标回收率范围为 94.5%~102.5%（血铬本底浓度为 21.2μg/L~95.4μg/L，加标浓度为

25.0μg/L~200.0μg/L，n=6）。 

7.2 本法测定血铬，血样最小取样量为 50μL。 

7.3 1000μg/mL 的钠、钾、钙、镁、铜、锌，500μg/mL 的铁，100μg/mL 的锂、锶、钡、铍、

铝、锰、铅、镍等离子不干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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