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췍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췍
췍 췍

췍췍

本 期 聚 焦

DOI:10.3724/SP.J.1096.2011.01463

我国科学仪器研发进入了新阶段

陈焕文 朱志强
(东华理工大学江西省质谱科学与仪器重点实验室)

摘 要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发展科学仪器的重要性, 并简略点评了本期专辑中收录的部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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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曾经指出:“新技术革命的关键技术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由测量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

术三部分组成。测量技术是关键和基础”。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先进的科学仪器是尖端测量科学的基础。诺贝尔

化学奖获得者 R. R. Ernst 指出:“现代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依靠尖端仪器的发展。”科学仪器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 是人

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可或缺的工具。从一百多年来诺贝尔物理学和化学奖的颁授结果来看, 约有三分之一是颁布给

那些在发展科学仪器或测量方法方面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可见, 我国要成为科研强国, 就一定要发展科学仪器事业,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的先进科学仪器。

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科学仪器设备开发既是先导又是重要条件支撑。近年来,为了推动我国科学仪器的快速发

展,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都设立了专项基金给予重点资助。尤其是,在当前我国迈入“十二五”全面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战略时期,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分别设立了专项资金,大幅度加大投入,构建符合

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和应用内在规律需求的管理体系。为配合我国科学仪器设备自主创新事业发展,《分析化学》编
辑部与从事仪器研发的专家通力合作,精心组稿,编辑了这期以"新仪器,新方法,新应用"为主题的仪器专辑,介绍国内

在分析仪器这个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本辑收录的 19 篇论文,内容涵盖了电化学与传感器、分子光谱、原子光谱、质谱、

离子淌度谱、色谱、微流控和热分析等分析化学的各个领域,也体现了分析仪器发展的智能化、多功能化、小型化、原位和

在线分析等多样化趋势。

涉及质谱技术的论文数量最多, 这显示出质谱的迅猛发展趋势 [1~8 ]。如丁传凡等 [1]设计的用于离子光学系统可以有

效拓展二次离子质谱中一次离子的种类和范围, 在未来质谱仪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沈学静等 [5]描述的脉冲熔融-TOF 技

术, 实现了同时测定金属材料中氧、氮、氢、氩 4 种气体元素的突破;李海洋等 [2]引入的新型单光子和光电子复合电离源技

术, 可用于在线质谱, 监测和分析复杂化学反应的过程。另外还有多篇是关于离子源的开发及其在质谱或其它领域的应

用, 如, 李建平等设计的样品离化和离子注入一步完成的面-网结构表面离化源, 可用于表面离化离子迁移率谱仪 [8];翟利

华等研制的管状热腔离子源, 与原有的自行研制的磁-电双聚焦质谱系统相结合, 可有效提高铀和钚等放射性同位素的

探测效率 [3]。这些都上显示出离子源的研究在当代质谱乃至整个分析领域所占的重要地位。在仪器成品方面, 有杭州

聚光公司研制的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就是一种小型化的仪器, 总重量不超过 17 kg, 实际检测的结果与实验室的

相比毫不逊色, 应该会很快占据一定的市场 [6]。

光谱也占有较大比重, 显示出传统的分析领域仍焕发勃勃生机。如邹明强等自主研发的快速检测三聚氰胺的便携式

谱仪就是利用拉曼光谱作为检测手段 [9]。再如于永等利用光谱测量手段制成的蛋白质检测仪, 可以快速地检测乳制品中的

蛋白质的含量 [10]。宋大千等设计并组装了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分析仪中的微型光纤光谱仪, 不但小巧, 而且具有良好的分析

性能, 可用于定量分析生物分子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11]。张榕等自行研制的原子吸收式血液中的五元素分析仪, 采用多元

素空心阴极灯作光源同时测定人全血中 Ca, Mg, Fe Cu 和 Zn 营养元素 [12];由北分瑞利分析仪器(集团)有限公司研制并生

产的 WFX-810 塞曼原子吸收光谱仪, 发明了双灯座双原子化系统;上海光谱仪器有限公司研制的 SP-3803 型塞曼原子吸

收光谱仪, 发明了同时进行交直流塞曼背景校正的测量系统, 这两种仪器将原子吸收光谱仪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13]。

其它几个领域, 如关亚风等研制了一种可用于用-10 °C 低温的冷阱浓缩 /热解析仪 [14];贾建等建立了一种与 IMS 半

透膜结合的热解析进样方法, 设计了可快速加热的微型热解析装置, 可以有效的提高离子迁移率谱仪的样品进样效

率 [6];赵萍等基于离子选择电极技术, 建立了一种灵敏的测定水中痕量氟化物的分析方法, 检出限仅为 0.015 mg/L[15];许
光文等研制的微型流化床反应分析仪, 具有等温微分、与原始物料的直接快速反应, 对复杂快速气固反应分析的适应性

和低扩散抑制作用等重要特性 [16]。又如上海精密仪器公司设计的新型光离子化检测器, 用于气相色谱仪中, 有效地简化

了样品前处理程序, 提高了测量速度 [17]。总之, 该辑收录的论文都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较好地代表性

了我国分析仪器发展水平。

第 39 卷

2011 年 10 月
           

分析化学 (FENXI HUAXUE) 本期聚焦

Chinese Journal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第 10 期

1463~1464



此外, 多篇论文(约 1/3)由仪器公司参与完成, 体现了产学研相结合的特色。组稿人衷心希望通过本专辑的发表, 能

够对我国科学仪器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促进研究人员、仪器公司、用户等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共同推进我国科学仪器事

业的发展, 打造我国的分析仪器的知名品牌。

本专辑凝聚着众多作者、编者的心血,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由于组稿时间较仓促, 疏漏之处还在所难免, 有些

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可能尚未收录其中。我们也期待着更精彩的研究成果在本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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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Home-growingAnalyticalInstrumentstoaNewEra

CHENHuan-Wen,ZHUZhi-Qiang
(EastChinaInstituteofTechnology,JiangxiKeyLaboratoryforMassSpectrometryandInstrumentation)

Abstract Theimportanceofthedevelopmentofanalyticalinstrumentsisbrieflydiscussed,showingthehighlightsoftheinstrumenta-
tiondevelopmentsreportedinthisspecial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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