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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氨基喹啉基体在 -@7#:/HQR"-?分析中

对环状多糖分子的特殊解吸电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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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多 糖 的 ,DFZ(+UK_&,-分 析 中#基 体

的选择至关重要$本文采用&种基体对某多糖

样品进行研究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基体对样品

中不同质量(不同形状分子的解吸电离作用存在

明显的差别’!+Da与%#Y+二羟基苯甲酸!ZHX"
组成的二元基体!ZHX&!+Da"能够检测到更 多

系列的离 子’!+氨 基 喹 啉!!+Da"具 有 能 使 环 状

多糖分子与其形成加合物而电离的特殊作用$

C!实验部分

CDC!仪器与试剂

!!W._F.PU,(((型 基 质 辅 助 激 光 解 吸&电

离飞行 时 间 质 谱 仪!X;3[?;#N?;/0<B"#氮 激 光

器#激光波长!!#</#加速电压和检测器电压分

别为%$[C和’6YY[C#采用线性正离子检测模

式#谱图为!$!&$次激光照射扫描数据的叠加

图$
多糖样品!来自中山大学生科院"用二次蒸

馏水配制成%/E&/F溶液’!+Da(ZHX(’+羟基

以喹啉!’+H(a"!均购自D2J;17>"用$6’e三氟

乙酸!U_D"和乙腈混合溶剂分别配制成饱和溶

液#并 用 这!种 饱 和 溶 液 配 制 ZHX&’+H(a 和

ZHX&!+Da!体积比均为!l’"二元基体$
CDK!进样操作

基体溶液和样 品 溶 液 各’#F混 匀#取$6Y

#F滴于样品靶上#室温晾干后放入仪器离子源$

K!结果与讨论

由图’可 知#ZHX&!+Da对 高 相 对 分 子 质

量样品的解吸电离能力最强#检测到的最大离子

峰?&K值为%"Y#6%$
图%是图’S#7和J中?&K’&$$!’9Y$

范围 内 离 子 谱 峰 的 扩 展 图$图%显 示#采 用

ZHX&’+H(a(!+Ha 及 ZHX&!+Da 基 体#分 别

检测到%组!-(."(&组!-(/(0(0"和Y组

!-(.(/(0(0"不同系列的离子峰#表明不同



基体对样品中各种分子的解吸电离作用存在明

显的差别!
表’列出了图%"7#中各离子峰的归属!由

图%和表’可知$采用ZHX和ZHX%’+H(a均

不能检测到环状多糖分子$而!+Da和含!+Da

图C!多糖样品的 -@7#:/HQR-?谱图

R(GDC!>+5(%(8$/(+)’*555=$.%&*+,%I$
=+425*..I*&(;$5*’=4$

的二元基体ZHX%!+Da则具有能使环状多糖分

子与!+Da形成加合物&有效解吸电离样品中环

状多糖分子的特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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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图K#.$中各离子峰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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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系列 ?%K
离子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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