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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法测定
挥发性有机物的实验优化

王晓颖

（辽宁万益职业卫生技术咨询有限公司，辽宁 沈阳 110000）

摘　要　文章结合顶空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测定挥发性有机物的研究，先对顶空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进

行应用，确保工作中顶空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合理配合，进而满足挥发性有机物的控制效果，降低干扰因

素给挥发性有机物测量带来的影响，确保挥发性有机物能够得到合理的控制，进而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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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是众多工作中的基本原料，但是化学品中

挥发性有机物的存在严重干扰工作场所环境，不利于

工作效果的合理提升。利用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

法进行分析，能够降低干扰因素给化学品带来的干扰，

降低其给工作带来的不良影响。挥发性有机物中包括

苯系物、有机氯化物、有机酮等物质。挥发性有机物

的存在会严重影响人体的健康，可导致头痛、恶心和

呕吐和乏力等问题，还可导致内脏损伤、过敏问题，

甚至还能导致严重的损害问题。[1-2]基于此，文章结合

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基本情况，对其在测定

挥发性有机物的内容进行研究，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

联用法的功能和作用合理发挥，可进一步提升挥发性

有机物的控制，进而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

1 顶空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相关研究

在实际的测定工作中，可以对顶空 -气相色谱 /质

谱联用法进行应用，该方法的合理运用能够满足实际

工作的基本需求，进一步提升检测效果，促使工作质

量得到保证。

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合理运用，可以用

于对环境监测、疾控、化工制造、教学科研等内容进

行分析。通过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应用，能

够满足检测的需求，并获取精准的数据信息，为检测

提供服务。在具体工作中，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

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的相关内容中。

1.1 泛用性好

在工作中，该种方法可以用于诸多情况，能够有

效提高检测的泛用性，进而满足工作需求，全面提升

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应用效果，从而能够降

低干扰因素给检测带来的影响，进一步的提高工作效果。

1.2 快速简便

为了满足工作需求，使用该种方法能够满足快速

检测的需求，而且在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中，能够实

现对气相色谱仪的控制，保证工作效果的合理提升。

工作人员可以完成对挥发性气体的定性定量分析。而

且，在处理分析中，还可以对样品处理前的相关工作

进行简化，进而能够有效提高实际检测的便利性和间

接性。

1.3 低检测限

在工作中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本身具有较

低的检测限，而且避开了常规样品处理过程，能够避

免溶剂带来的影响。同时，对于因为某些特殊性的原因，

容易被分解或无法直接进样分析的液体或固体样品而

言，更具有利用价值。

2 顶空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测定工作场

所化学品中挥发性有机物的实验方法

结合顶空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基本情况，对

实际工作中的顶空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应用进行

研究，能够做好工作现场中挥发性有机物的合理控制，

对检测方法的合理运用，能够为人们提供优质服务。[3]

2.1 材料与方法

在实际的工作中，为了满足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

联用法的合理利用，需要对材料与方法进行研究，提

升工作效果，进一步提升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

的服务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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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仪器和试剂

为了满足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工作需

求，包括：GQMS-QP2010SE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配

HS-10型顶空进样器，SHIMADZU；顶空瓶选择 20mL

的规格，可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还要对相应溶剂进

行应用，主要的溶剂包括二硫化碳、甲醇、异丙醇等，

进而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提升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

联用法的应用效果，促使其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全

面提升检测的工作效果。

另外，还要对储备液进行制备，主要的储备液以

二硫化碳为溶剂，定容至 100mL，浓度为 100μg/mL，

即为标准储备液。

2.1.2 仪器条件

在具体的工作中，还要对仪器条件进行研究，做

好仪器条件的探索，进而满足工作的需求，全面提升

仪器条件的功能和服务能力。顶空分析条件具体包括

20mL的顶空瓶，样品瓶中的平衡温度为 80℃，管路温

度控制为 90℃，传输线温度控制为 100℃，保证平衡

时间为 0.5h，进而满足仪器的工作需求。

气相色谱的分析条件也要得到合理的控制，使用

TG-624SILMS VOCs的专用色谱柱，进样口的温度为

260℃，载气为 He，分流比为 10:1，恒流模式，流量为

0.8mL/min。升温程序为：初温 50℃，5℃ /min升温至

170℃，再以 15℃ /min升温至 250℃，进而满足实际工

作的需求。

而在质谱检测器的工作中，也要对相关内容进行

控制，传输线温度为 240℃，离子源温度为 230℃，扫
描范围为 20~300amua，谱库检索工作中，要对 NIST质
谱数据库进行应用，实现相关检索工作，从而满足实

际工作的需求。
2.1.3 样品采样
在工作中，为了满足检验的需求，需要对样品进

行采集，需要对工作场所挥发性有机物样品进行采集，
将其置入 20mL顶空瓶当中，且在密封后，对顶空－气
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进行应用，使用目标化合物的峰面

积计算样品的含量，从而满足样品采集的基本需求。

3 结果与讨论

结合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基本情况，在
经过应用后，对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结果进
行研究，发挥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功能和服

务作用。详细的结果内容分析如下。

3.1 顶空条件的选择

为了满足工作需求，要对顶空条件进行选择，经
过筛选后，顶空条件能够满足实际工作需求。具体工

作中，要参考相关标准，同时保证满足检测要求，可
以将平衡温度设置为 80℃，管路温度设置为 90℃，传
输线温度设置为 100℃，进而满足顶空－气相色谱 /质

谱联用法的应用需求。

3.2 色谱条件的优化

为了满足工作需求，要对色谱条件进行研究。需

图 1 挥发性有机物的标准色谱图

1-正己烷；2-乙酸乙酯；3-三氯甲烷；4-环己烷；5-四氯化碳；6-苯；7-正庚烷；8-三氯
乙烯；9-甲基环己烷；10-甲苯；11-正辛烷；12-四氯乙烯；13-乙酸丁酯；14-氯苯；15-乙苯；
16-正壬烷；17-对间二甲苯；18-邻二甲苯；19-苯乙烯；20-1,4二氯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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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考相应标准和规范，同时还要对流量模式进行控

制，按照 1.0mL/min，选择 5mL标准溶液，并将其加入

顶空瓶当中，按照相应的内容，促使顶空－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法的功能和服务作用的保证。另外，工作中

流量需要得到合理设置，为 0.5mL/min，进而保证色谱

条件能够满足工作需求。工作前，还要对混合标样的

总离子流图进行研究，继而保证色谱条件的功能和服

务能力得到保证，进而进一步提升色谱条件的优化效

果，图 1为挥发性有机物的标准色谱图。

3.3 质谱条件的优化

为了满足质谱条件的基本工作需求，需要对质谱

条件进行优化，可以参考相关标准和规范，促使质谱

条件得到优化。工作期间，按照全模式扫描的方式，从

而实现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可以得到各种化

合物的离子扫描质谱图，并且能够得到各个化合物的

基本情况，本方法的质量范围可以选在 20~300amua。[5]

3.4 工作曲线及相关系数

工作期间，为了满足工作需求，需要选择 4~7个

容量瓶，将其转移到顶空瓶当中，然后，根据浓度和

峰面积绘制标准工作曲线。另外，通过对工作曲线和

相关系数的控制，可以使得工作顺利进行。

3.5 精密度与回收率

为了满足工作需求，要对精密度、回收率等内容

进行研究，精密度可以控制在 3.0%以内，回收率可以

控制在 95.7%~106.8%，使得精密度和回收率能够满足

实际工作需求。

除此之外，还有检出限和样品测定分析，注意对

样品进行控制，从而使得精密度和回收率得到控制，

全面提升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工作效果，促

使实际工作期间，进一步提升检测效果。[6]

4 结语

文章对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相关内容进

行分析，先对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基本内容

进行研究，然后对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的具体

实验流程进行分析，再对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

的应用效果进行提升，进而进一步提升挥发性有机物

测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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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方法的精密度、回收率

组分名称 精密度 回收率 组分名称 精密度 回收率

正己烷 1.2%~2.1% 97.0%~106.8% 正辛烷 1.5%~1.9% 97.0%~102.8%

环己烷 1.6%~1.9% 97.2%~105.8% 氯苯 1.1%~1.7% 97.0%~101.3%

正庚烷 1.8%~2.2% 96.4%~103.4% 对间二甲苯 1.3%~1.4% 98.5%~102.8%

甲苯 1.4%~1.8% 96.9%~102.5% 1,4-二氯苯 1.2%~1.4% 97.2%~101.4%

乙酸丁酯 0.8%~1.3% 99.4%~102.6% 三氯甲烷 1.0%~1.1% 98.3%~102.1%

正壬烷 1.3%~1.7% 97.7%~101.9% 苯 1.2%~1.8% 97.0%~102.3%

苯乙烯 1.3%~1.5% 97.3%~102.2% 甲基环己烷 1.6%~1.8% 96.9%~102.8%

乙酸乙酯 1.2%~1.5% 98.6%~103.7% 四氯乙烯 1.9%~2.0% 96.9%~102.2%

四氯化碳 1.2%~1.3% 97.7%~102.0% 乙苯 1.3%~1.5% 97.6%~102.9%

三氯乙烯 1.7%~1.8% 95.7%~101.6% 邻二甲苯 1.3%~1.5% 97.7%~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