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5：测定未知有机物含量
（气相色谱法）



任务5-4:气相色谱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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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性分析

        气相色谱法主要依据组分的保留值来定性，这一般需

要有已知标准物来进行对照。所以通常GC只能用于范围

已知的试样的定性，而鉴定范围未知的试样往往有困难。

近年来，色谱与质谱、光谱等方法的联用，为未知物的定

性分析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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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已知的纯物质对照定性 

1．保留值定性 

        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分别测定并比较纯物质

和被测未知组分的保留值，若两者的保留值相同，

则该组分与已知纯物质可能是同一物质。 必须严格

控制条件（包括进样技术）
sampl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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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加入法定性 

        当试样比较复杂，相邻的组分保留值很接近，

或操作条件不易控制稳定时，可以在得到未知试样

的色谱图后，将待测组分的纯物质加入试样中，在

相同条件下再次进行分析，又得到一色谱图。对比

两个色谱图，如果某一色谱峰高增加，则该组分与

纯物质可能是同一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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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加入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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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柱（多柱）定性 

        在一根色谱柱上用保留值对物质进行定性时不一

定可靠，因为不同物质有可能在同一色谱柱上具有相

同的保留值。所以，要想使定性结果更加可靠，应采

用双柱或多柱法进行定性，即采用两根或多根极性不

同的色谱柱进行分析，观察待测组分和标准物的保留

值是否始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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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文献数据定性 

1．相对保留值定性 

        由于相对保留值只受柱温和固定液影响，与其

它操作条件无关，所以只要以上两项实验条件与文

献相同，选用相同的标准物质，就可进行比较，而

不受其它操作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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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保留指数定性 

        保留指数法是将正构烷烃的保留指数规定为100Z

（Z代表碳数），而其它物质的保留指数I
i
则用两个相

邻正构烷烃的保留指数来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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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物质X的调整保留时间应在相邻两个正构烷烃的
调整保留值之间如图所示：

利用此式求出未知物 Kovats 指数 I
x
，然后与文献值对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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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注意的是，利用文献保留值定性时，未知

物的相对保留值或保留指数的测定必须在文献所规

定的色谱柱（固定液）和柱温条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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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其它仪器分析方法结合定性 

        当对试样中所含组分完全未知时，可采用与其它

仪器联用的方法进行定性。气相色谱法可将混合物分

离为单个纯组分，而红外、核磁共振、质谱等可鉴定

未知物的结构，但要求被鉴定的未知物为纯组分。因

此，将这两类方法联用，发挥各自的特长，是解决未

知物定性问题的最有效手段。 



2024/12/28 13

二、 定量分析

        气相色谱定量分析的依据：

一定操作条件下，进入检测器某组分的质量m
i
与检测

器的响应信号（峰面积A
i
或峰高h

i
）成正比，即： 

定量校正因子
                           1.求峰面积

定量准确度决定于        2.求相对校正因子

                                  3.选准确定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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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量校正因子的测定

由于同一检测器对不同物质具有不同的响应值，相同

质量的不同物质得出的峰面积往往不相等，因此不能

用峰面积直接计算物质的含量。为了使检测器产生的

响应信号能真实反映出物质的含量，就要对响应值进

行校正，所以引入“定量校正因子”。定量校正因子

有绝对校正因子和相对校正因子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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