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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热电离质谱（4567）在测定78，9:等同位素组成时，一般用同一元素中一对稳定同位素进行质量分校正馏。而

测定铅的同位素组成时无法应用这种方法进行校正，因为其中只有32;<=一个非放射性成因同位素，目前通常采用两种校正方

法："外部标准校正，这种方法假定样品与金属标准之间的质量分馏是一致的；#双稀释剂或三稀释剂法，这种方法与前者相

比可以提高测定精度，但是该技术耗时耗力。

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6>%5><%67）的5><离子源的温度为?222$!2222@，几乎能将周期表中所有元素同时电离，因

此在同位素组成测定中，特别是难熔元素（如：>A，B-和CD等），与4567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地学研究中具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测定铅同位素组成，将铅的测试溶液与铊的标准溶液按一定比例混合，用32E4)与32F4)的比值来校正<=的质量分馏，

可以得到高精度的分析结果。由于6>%5><%67技术在测定同位素组成上的优势，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应用该技术

测定铅同位素组成，并已发表了大量的分析结果。然而，在目前的研究中尚缺乏对质量分馏的详细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由于铊和铅是两个不同的元素，二者的质量分馏系数之间的差别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较少；#铊

和铅的分馏系数之间的关系在测定过程中是否稳定；%该质量分馏校正技术还依赖32E4)与32F4)比值的准确性，而9574
7G6""?铊标准给出的参考值为3.FH?!I!2，难于满足校正技术的要求。本文利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

9+JKA-+6>%5><%67对95747G6"H!<=和7G6""?4)的混合标准溶液进行试验，重点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

本实验均采用同一份9L77G6"H!<=和9L77G6""?4)的混合标准溶液，由实验室储存的高浓度9L77G6"H!<=和

9L77G6""?4)溶液配制而成，其中约含<=和4)分别为322M!2N"和E2M!2N"，介质为FO的C9PF，配制过程中使用6())(%
QC3P和二次纯化的C9PF。用9+JKA-+6>%5><%67对混合标准溶液进行3H个月的跟踪测定。

由于在等离子体所用的氩气中存在微量的C/，因此在测量32;<=时需要对32;C/进行同量异位素干扰校正。为此用RF号

接收器来监测323C/，校正时假设32;C/／323C/的比值为2.33"H##。在3H个月的监测中发现，32;C/／（32;<=S32;C/）比值的变化

范围比较大，绝大部分的比值均在2.2222E$2.22223之间。说明氩气中的C/含量是不稳定的。

对影响质量分馏的F个仪器参数：载气流量、离子提取电压和取样深度进行了条件实验，结果说明F个参数的变化都会对

<=和4)的质量分馏产生影响，但是二者分馏系数之间关系保持不变。利用线性拟合方法得出32E4)／32F4)为3.FHH2"E，!<=为

2."""E!4)，并以此进行质量分馏校正。95747G6"H!<=校正后的测定结果：32?<=／32#<=、32?<=／32#<=、32#<=／32;<=、32?<=／32;<=
和32H<=／32;<=分别为3.!#?2;I3、2."!;?F2IE、!#."FH!I3、!E.;"FHI3和F#.?2E#I?。与其他学者用4567测定、双稀释

法（或三稀释法）校正的结果在误差范围内一致，精度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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