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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连续流动分析法测定烟草中的钙 

章平泉 1，俞  京 2，杜秀敏 1，金岚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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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淮阴工作站, 江苏 淮安 223002） 

摘  要：采用流动分析仪测定烟草中钙的含量，并进行重复性和回收率的测定。结果表明，测试样品的变异系数均在 3%

以内，具有较好的重复性，平均回收率达到 100.98%，说明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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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Calcium Content in Tobacco 
by Continuous Flow Analys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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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explored a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calcium content of tobacco by using continuous flow analyzer and studied on 
the repeatability and recove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hod had good reproducibility.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was less than 
3% and the average recovery reached 1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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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是烟草中重要的微量元素，其含量高低对烟

叶品质影响较大[1]。目前，钙的测定主要有分光光

度法[2]、ICP-AES[3]、微波消化-原子吸收法[4]、火

焰原子吸收光谱法[5]、微波等离子体炬原子发射光

谱(MPT-AES)[6]等，而烟草钙的测定主要是原子吸

收法[7-8]。笔者首次采用连续流动分析仪对烟草中的

钙含量测定方法进行了研究，其原理是在一定碱性

条件下，O-邻甲酚酞络合酮与烟草溶液中 Ca2+螯合

成紫红色的可溶性物，同时在试剂中加入一定量的

8-羟基喹啉除去Mg2+干扰，于570nm波长下测定[9]，

由于所生成的紫红色螯合物的吸光度与样品中的

钙浓度成正比关系，故可据此测定钙含量。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和仪器 

1.1.1  主要试剂及配置  磷酸二氢钾、盐酸、8-羟

基喹啉(AR，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O-邻甲

酚酞络合酮(AR，天津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碳酸

钙(基准物质，上海山浦化工有限公司)、氨甲基丙

醇(AR，简写 AMP，Fluca 公司)和 30%聚乙氧基月

桂醚溶液(30% Brij-35，德国布朗卢比公司)。 

缓冲溶液：称取 27.2 g 磷酸二氢钾，用去离子

水定容到 1000 mL，加 1 mL 30 % Brij-35；络合试

剂：将 10 mL 浓盐酸加至 200 mL 去离子水中，加

入 2.5 g 8-羟基喹啉，搅拌溶解，加 0.112 5 g O-邻

甲酚酞络合剂，稀释至 1 000 mL 并混合均匀，最后

加入 2 mL 30% Brij-35。 

1.1.2  仪器  AA3 连续流动分析仪(德国布朗卢比

公司)；电子天平 AE200(感量：0.000 1 g，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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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Al 等，其含量都较低。试验发现，在所选定 8-

羟基喹啉试验浓度下，未达到干扰测定的质量浓

度，同时进一步加大 8-羟基喹啉浓度，也会减少

Ca2+显色后吸光度[10]，故排除这些元素的干扰。 

2.3  重复性试验 

对同一个样品进行 5 次重复测定，计算标准偏

差和变异系数，结果列于表 1。各样品的变异系数

均在 3%以内，该方法具有较好的重复性。 

2.4  回收率测定 

采用 1.2 方法分别对各烟样进行处理，定容至 

100 mL，依据钙含量高低取适当体积的试液，分成

2 份，1 份加入钙标准溶液，1 份不加，按照试验条

件进行钙回收率测定，结果见表 2。所有样品均有

较好的回收率，但烤烟和白肋烟的回收率相对好于

香料烟，平均回收率 100.98%。 
 

表 1  重复性测试结果 
     Table 1  The result of repeatability         % 

钙含量 
样品 

1 2 3 4 5 平均 
标准偏差 变异系数

烤烟X2F 3.65 3.59 3.63 3.61 3.55 3.61 0.04 1.07 

烤烟C3F 2.26 2.17 2.21 2.23 2.13 2.20 0.05 2.32 

烤烟B2F 1.42 1.49 1.40 1.46 1.48 1.45 0.04 2.67 

白肋烟B2F 4.34 4.27 4.39 4.26 4.38 4.33 0.06 1.40 

香料烟A2 4.15 4.11 4.18 4.09 4.13 4.13 0.03 0.85 

 

表 2  回收率测试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 of recovery 

样品 原含量/mg 加入量/mg 测试值/mg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烤烟X2F 2.713 5 0.570 1 3.298 2 102.57 
烤烟C3F 2.160 2 0.440 1 2.595 2 98.83 
烤烟B2F 2.687 1 0.680 1 3.372 3 100.74 
白肋烟B2F 3.793 2 0.690 1 4.480 0 99.53 
香料烟A2 3.642 3 0.880 9 4.551 7 103.24 

100.98 

      

3  结  论 
采用连续流动分析仪进行烟草中钙含量的测

试，重复性好，回收率高，操作简便，具有一定的

实用性价值。但采用干法灰化前处理方法，耗时较

长，对大量分析测定具有一定的制约性，因此，有

必要对样品的前处理方法进行进一步研究，便于适

合大批量的分析测试，这是今后的研究重点。同时

该方法测试对玻璃仪器的洁净度有很高的要求，试

验前必须采用一定措施对玻璃器皿进行严格的浸

泡、清洗和烘干，以排除钙离子的干扰，或者采用

塑料容器，以便减少测试过程中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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