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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水毛细管电泳在效率’分析速度和选择性上比水介质毛细管电泳有优势#同时由于有机溶剂的高挥

发性和低表面张力使其适合与质谱联用%本综述涉及溶剂效应对 H+B,$DE的影响#样品堆积技术及在药

物分析和手性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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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管电泳"7.F/00.A260675A3F83A6C/C#B,$
自’&%’年 被@3A>6=C3=和 4̂[.7C提 出 以 来 就

一直是高 效 通 用 的 分 析 分 离 技 术(’)%’&%)年#

T.0YA3680和@3A>6=C6=报道了在含有四乙铵高

氯酸盐和盐酸的电解质系统的乙腈中分离喹啉

衍生物(!)%为了区分应用的是水 介 质 缓 冲 液 还

是非 水 介 质 缓 冲 液#从 此#非 水 毛 细 管 电 泳

"H+B,$被指使用 纯 有 机 溶 剂 或 有 机 混 合 溶 剂

的情况%
相对于水介质B,#H+B,有以下优点&"’$

适用于分离不易溶于水而易溶于有机溶剂的物

质#如肽类化合物’药物的代谢产物’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等!"!$分 离 在 水 介 质B,中 迁 移 率 十 分

相似的物质#如弱酸’弱碱’胺类药物’无机阴离

子等!":$为基于在水介质电解质中无法产生相

互作用或相互作用非常弱的分离机制提供了研

究手段#如多聚醚与阳离子的聚合反应!")$非水

电解液相对于水介质电解液产生的电流较低#可
以使用更高的场强和更大内径的毛细管!"R$有

机溶剂的高挥发性和低表面张力使其非常适合

与质谱联用%
毛细管电泳法的检测通常采用紫外 检 测 器



!KG"和激光 诱 导 荧 光 检 测 器!̂OL"#但 是$紫

外检测器灵敏度不高$激光诱导荧光检测器虽然

非常灵敏$却需要用荧光标签标记$不论紫外检

测器%电化学检测器和激光诱导荧光检测器都不

能给出确定被分析物结构所需要的信息#而质

谱检测器不仅非常灵敏$而且不需要经过衍生化

就能检测范围极广的分析物$同时还能给出确定

感兴趣的分析物的结构所需要的信息#所以$将
这两种仪器分析技术结合起来能产生可对大范

围的分子进行分离%鉴别%鉴定的强有力的手段#
然而由于在H+B,中被分析物的分离和迁移不

如在 水 介 质 B, 中 易 于 预 测$’&&)年 H.203A
等&:$R’发表了关于非水毛细管电泳$质谱的文章$
但至今 非 水 毛 细 管 电 泳$质 谱 的 应 用 仍 然 相 对

较少#
目前成功 地 应 用 到B,$DE接 口 中 的 离 子

化技术 有 连 续 流 快 原 子 轰 击!B3=5/=434C$L03W
L+*$BL$L+*"$离 子 喷 雾!O3=CFA.2$OEI"$电

喷雾 离 子 化!,0675A3CFA.2O3=/].5/3=$,EO"$大

气压化学电离离子化!+IBO$+5-3CF86A/7IA6C$
C4A6B86-/7.0O3=/].5/3="$基体辅助激光解吸离

子 化!D.5A/?.CC/C56X .̂C6AN6C3AF5/3=O3=/].$
5/3=$D+̂ NO"和 等 离 子 体 解 吸 离 子 化!I0.C-.
N6C3AF5/3=O3=/].5/3=$INO"技术等#,EO是B,
与 DE间的 理 想 衔 接 技 术$因 为 它 能 便 捷 的 将

B,中流出的 液 相 转 化 为 进 入 DE的 气 相#B,
和 DE均是现成 的 技 术$但 接 口 是 关 键&9’$当 前

主要采用无夹套接口&#’%液体接口&%’和夹套液体

接口&&$’"’等接口技术#
至于质谱仪$几乎都被用于与B,联用#单

四极质谱%三重四极质谱%离子阱质谱%飞行时间

质谱都被频繁的使用$而且最近也有关于傅立叶

变换质谱与B,联用的报道&’’$’!’#

D!溶剂效应

改变溶 剂 可 以 极 大 的 影 响 电 泳 的 选 择 性#
离子迁移与溶剂的性质有关$如溶剂的介电常数

与粘度的比值!&A(’"
&’:’$混合溶剂也是如此#在

此基础上$E.0/-/$D3CC.\/和B.CC/X2&’)’报道了

在不同比例的甲醇(乙腈混合溶剂中烷基硫酸类

物质和烷基磺酸酯类物质的迁移率#虽然烷基

硫酸类物质的迁移率与溶剂组成的关系和预想

的一致$但是烷基磺酸酯类物质却得到相反的结

果#在乙腈比例高时$这两组表面活性剂都表现

出较好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效应的产生可以归

结为溶剂对解离常数的特殊影响以及特殊的溶

质缔合 现 象$如 同 系 缔 合 作 用&’R’%异 系 缔 合 作

用$其中主要是异系缔合作用&’9$’#’#U32和 4̂$
72&’%’从电解液阻力的角度探讨了溶剂对选择性

的影响$但是$在对不同电荷物质的分离中$这个

概念使用得并不多#虽然有很多在物理化学方

面对实验结果的成功解释$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对

于不同溶剂中选择性的总体性准确的推测方法$
因此不得不依靠实证的方法来确定这种选择性#

与分离选择性不同的是$谱带扩张可以通过

更精 确 的 方 法 预 测#@3A>6=C3=&’&’在 假 设 谱 带

扩张只由纵向扩散引起的基础上$将范第米特方

程应用到B,中#@.=CC3=和U36A..X6&’:’指 出

:H甲基甲酰胺!HDL"理论上的优势源于它优秀

的&!A(’值$单位 时 间 效 率:(+直 接 取 决 于 这 个

值#用HDL非常好的分离了有机羧酸类物质$
按此理论$HDL的单位时间峰效率可以比水的

提高:倍#
乙腈 和 甲 醇 或 它 们 的 混 合 液 是 H+B,$DE

的常用溶剂#其他的醇类如乙醇%正丙 醇%异 丙

醇或高沸点溶剂!如甲酰胺和:H甲基甲酰胺"都

很少作为主要溶剂使用$大部分情况都是作为添

加剂#H+B,$DE的 典 型 电 解 质 包 括 醋 酸 铵 和

甲酸铵$它们或是被单独使用或是与乙酸或甲酸

混合使用$其他的添加剂包括手性选择剂或阴离

子去污剂十二烷基硫酸钠#

E56/=6A和 a.CC60&!"’考察了使用甲酰胺%:H
甲基甲酰胺%二甲基亚砜%甲醇和乙腈的H+B,$
DE在分离和检测上的表现$并使用水为溶剂的

B,$DE作为参照$使用!$苯并咪唑%普 鲁 卡 因%
普奈洛尔%奎宁作为分析物$所有溶剂中的电解

质均为’"--30)^g’醋酸铵#在分析速度上$
使用乙腈得到了最高的迁移速度$相反$使用二

甲基亚砜%甲酰胺%甲醇得到了高塔板 数#文 献

&!"’作者未能归纳出实验现象与物化模型之间

的联系$认为溶剂效应对分离效率的影响没有普

遍适用的规律$但是得到了如下结论*!’"溶剂影

响塔板数+!!"使用高&A(’值的溶剂可提高分析

速度$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电渗流更快+!:"溶剂

提供质子的能力越强$对阳离子溶质的选择性越

强$而使用疏质子溶剂会产生低选择性或极低的

离子迁移#在 DE检测的表现上$使用乙腈和甲

醇得到被测物的检测限!̂QN"优于高沸点的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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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倍!被测物的检测限在乙腈和甲 醇 中 为

’"!#"=-30"^g’#而 在 甲 酰 胺$:H甲 基 甲 酰

胺$:#:$二甲基 甲 酰 胺 中 在:#"=-30"^g’和

!:;R$-30"^
g’之 间#同 时 后 者 的 背 景 噪 音 也

很高!然而#被测物在水中的检测限仅比在甲醇

和乙腈中 的 略 差#所 以#从 灵 敏 度 的 角 度 来 看#

H+B,$DE未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比水介质B,
有优势!但是#它不同于水介质B,的分离选择

性以及对被分析物的溶解特性#使它在某些应用

中能发挥重要作用!

M6/C6A等%!’&使用#个"受体阻断剂作为分

析物#以甲醇$乙腈和水作为对照溶剂#评价了甲

酰胺和H取代甲酰胺!除了在水中加入的是’
-30"^g’甲 酸#在 其 余 的 溶 剂 中 都 加 入 了!R
--30"^g’甲酸铵和’-30"^g’甲酸!被分析

物迁移时间和分离效率与有关溶剂的物理化学

性质相互关联!:H甲基甲酰胺显示了最高的效

率#而乙 腈 达 成 了 最 快 的 分 析!使 用 DE检 测

时#由于其低沸点和低表面张力#乙腈和甲醇显

示最丰富的 DE响 应’信 噪 比 大 约 是 其 他 的’"
倍(#水次之!而使用甲酰胺和:$甲基甲酰胺得

到了平稳的电泳和电喷射流#与紫外检测相比#
扫描总离 子 流 的 检 测 限 提 高 了 大 约’"倍!因

此#如果使用选择离子方式#检测限还可以得到

进一 步 的 改 善#但 是 还 没 有 在 目 前 研 究 中 进 行

尝试!

B!样品堆积技术

近年来#样品堆积技术发展迅速并已得到成

功地应用!实际上#这种技术大部分都是追求更

大的进样量#因为灵敏度的限制要部分归因于进

样技术!因为进样量小#只有一小部分样品进入

毛细管从而 导 致 传 统 的B,分 离 技 术 灵 敏 度 不

高!但是#单纯的增加进样时间或进样区带长度

并不能使灵敏度增加#因为样品必须聚焦在一小

段区域中!因此#电泳参数#如分离所要 求 的 进

样区带长度$表面活性剂浓度$缓冲液的导电性

甚至Fa值都必须优化!PC./%!!&等 报 道 了 两 种

新的H+B,样品堆积技术#超高导电区域’Ka$
Bb(H+B,堆 积 技 术 和 低 温 区 带 ’̂Pb(H+B,
堆积技术#并 与 普 通 的 H+B,堆 积 技 术 进 行 了

比较!他们选择了:#)$亚甲基二氧去氧麻黄碱

’D+N+(作 为 模 型 化 合 物#并 优 化 了 分 离 所 需

的数个电泳参数#如温度$非水介质缓冲液的导

电性和进样区带长度!
普通的H+B,样品堆积技术是将样品溶解

在稀释的缓冲液中#利用样品区带’低导电性(和
背景溶液’高导电性(的导电性差异使样品在两

个区带的接界处聚集!
在超高 导 电 区 带 H+B,堆 积 模 式 下#一 段

超高导电区域’KaBb(被 插 入 到 样 品 区 和 背 景

溶液区之间以建立一个导电梯度!同时#样品被

注入毛细管#因为导电性的突然增加#样品的迁

移速度降低并且在两个界面上富集#此方法可提

供比普通 的 H+B,堆 积 技 术 更 高 的 样 品 富 集

效率!
在低温 区 带 H+B,堆 积 模 式 下#样 品 溶 液

和背景溶液的接界附近的一段毛细管被浸入低

温浴中以建立一个)拟超高导电区域*#这是因为

温度降低可导致导电性增加#此方法可使用比普

通的H+B,堆积技术更大的进样长度!这:种

方法的原理图示于图’!
分别 使 用 H+B,$普 通 H+B,堆 积$Ka$

Bb+H+B,堆积$̂Pb+H+B,堆积)种模式分

析 D+N+标 准 品#并 比 较 了 其 结 果!当 使 用

KaBb+H+B,堆 积 技 术 或 P̂b+H+B,堆 积

技术时#检测 灵 敏 度 比 普 通 的 H+B,增 加 了 约

:""倍#其结果示于图!!

!!在 H+B,模 式$普 通 H+B,堆 积 模 式 下#
毛细管总长度是’""7-’&)7-用于分析(,电压

是l!R[G#电流分别为)"$+和!$+,使用的

非水介质是含R"--30"^g’乙酸铵的甲醇!在

H+B,模式下测试浓度和进样区带长度分别为

9;R_’"gR -30"^g’ 和 ";)7-#而 在 普 通

H+B,堆 积 模 式 下#由 于 进 样 区 带 长 度 增 加 到

)%7-#测 试 浓 度 降 至%;’_’"g# -30"^g’#后

者是前者的进样量的’!"倍#检测灵敏度增加了

%"倍!但是#随着进样量的增加#峰展宽 也 从R
C增 加 到 了’9C#很 明 显#样 品 不 能 被 有 效 的

聚集!

KaBb+H+B,堆积模式使用了与前两者一

致的条件#但是在样品区带和背景溶液之间插入

了一段KaBb’使用!""--30"^g’乙酸铵#导

电性为9;#-E"7-g’(!样品区’E(#KaBb#背
景溶液区’*ME(长 度 分 别 为:!$)"$!!7-!当

测试浓度为9;R_’"g# -30"^g’时#峰 展 宽 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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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5"̂ 51N样品堆积技术示意图#!S"超高导电区域!*F1_"̂51N堆积技术示意图#

!1"低温区带!W>_"̂51N堆积技术示意图

<+/CD!2&’"4$0+&9+$/%$4(7 5̂1N#0$&Z+)/!5"#6-0%$O’+/’&()96&0+,+03Y()" 5̂1NO#0$&Z+)/
!*F1_$̂ 51NO#0$&Z+)/"!S"$)9-(AO0"4:"%$06%"Y()" 5̂1NO#0$&Z+)/!W>_$̂ 51NO#0$&Z+)/"!1"

!! P̂b!H+B,堆 积 模 式 也 使 用 了 一 致 的 条

件"但是一段长%7-的毛细管被浸入到g’Rf
的低 温 浴 中#样 品 区$E%"̂ Pb"背 景 溶 液 区

$*ME%长度分别为9&&%&’#7-#当测试浓度为

%;’_’"g#-30’^g’"峰展宽为’’C#

E!应!用

ECD!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H+B,$DE已 经 被 用 于 分 析 药 物 及 其 微 粒

体孵化和生物介质中的代谢物"H+B,$DE这些

应用的首次报 道 是 H.203A团 队 发 表 的 关 于 a!
受体拮抗剂咪芬替丁在大鼠和豚鼠微粒体中的

体内实验的代谢物研究(:$R"!:)#他们在甲醇中使

用了R--30’^g’醋酸铵和’""--30’^g’醋

酸"分离了咪芬替丁和%个潜在代谢物#与水介

质电解质系统相比"以甲醇为介质的电解质得到

了更优的分离效率和峰形#使用固相萃取法"鉴
定了豚鼠微粒体中孵 育 的R个 代 谢 物(:$))"而 另

外:个代谢物则是由大鼠肝微粒体产生(R)#
另一报道是将 H+B,$DE用于分析大鼠和

小鼠肝微 粒 体 孵 育 抗 癌 药 它 莫 西 芬# 4̂等(!))

比较了在含水甲醇和非水甲醇中加入背景电解

质两种情况下的 DE检测结果#由 于 能 产 生 稳

定的电 喷 射"以’""d甲 醇 为 介 质 的 结 果 更 好#
这是因为低表面张力能使液滴在更低的电压下

裂解"降低了放电的趋势"而且"分离效率得到明

显的提高"灵 敏 度 也 增 加 了 大 约R倍#使 用 液$
液萃取法提取出的微粒体中孵育的R个代谢物

可以 被 此 系 统 鉴 定"但 是 它 的 两 个 羟 基 化 代 谢

物"即!$羟基 它 莫 西 芬 和)$羟 基 它 莫 西 芬 不 能

被分离#加入 十 二 烷 基 硫 酸 钠$ENE%能 将 它 们

分离"但是由 于ENE的 加 入 而 引 起 的 电 流 增 加

使电喷雾不稳定"所以要降低醋酸胺和醋酸的浓

度来补 偿 此 现 象#通 常 都 会 避 免 在B,$DE中

使用ENE"因为它不是挥发性的并且会污染质谱

仪的离子源"然而"研究表明一定浓度的不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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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 5̂1N模式!5"#̂51N样品堆积模式!S"#超高导电区域!*F1_"̂51N堆积模式

!1"和低温区带!W>_"̂51N堆积模式!."对 ;.;5标准品的分析图

<+/CB!1N"-"&0%(:’"%(/%$4#(7;.;5#0$)9$%9(?0$+)"9?30’")(%4$- 5̂1N!5"$̂ 51NO#0$&Z+)/
!S"$*F1_%̂ 51NO#0$&Z+)/!1"$)9W>_%̂ 51NO#0$&Z+)/!."

性物质是可以容忍的!!)"#H+B,$DE也被用于

乳癌病人尿中它莫西芬代谢物的生物监测$使用

液$液萃取提取法!!R"$检测到了根据病人的病程

不同 而 产 生 的 代 谢 物 差 异#文 献!!R"提 到 了

)$羟基它莫西芬3H和L$立 体 异 构 体 的 分 离$但

是$关于背景电解液的实验细节报道得很少#

G645862等!!9"考察了使用 H+B,$DE对文

拉法辛及其代谢物$氟西汀与相关物质及安非他

明衍生物的分离#在甲醇$乙腈%!"e%"&中使用

!R--30’^g’甲酸铵和’-30’^g’甲酸$使用

KG检测器能将抗抑郁药文拉法辛与:个羟 基

取代代谢物和:H二甲基取代代谢物在’-/=内

分离$此 方 法 同 样 适 用 于 DE检 测#G645862
等!!#"另一项研究考察了非水缓冲体系对氟西汀

和相关物质分离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水介质缓

冲体系相比$在乙腈中加入!R--30’^g’醋酸

铵和’-30’^g’醋 酸 所 达 成 的 分 辨 率(效 率 和

分析时间都更好#此系统还可分离出一个位置

异构体$这个异构体的三氟甲氧基在间位上$而

母药的三氟甲氧基在对位上$对安非他明及其衍

生物的分析也可在此条件下进行!!%"#与使用水

相缓冲体系相比$在此条件下$安非他明和甲基

苯丙胺及其甲氧基衍生物的迁移顺序都得到反

转$这表明有机介质缓冲体系的分离选择性不同

于水介质缓冲体系#此外$在从甲酸盐电解质转

换到醋酸盐电解质时$观察到了分析物迁移顺序

的另一个变化$因而$仅仅改变电解质的组分有

时就可以导致选择性的改变#在优化了夹套液

组成(喷雾气压和流速后$用:$)$亚甲基二氧基

丙基 安 非 他 明 作 为 内 标 标 定 了 此 系 统$所 得

UEN值 小 于9d$此 方 法 适 用 于 分 析 使 用 液$液

萃取法从尿样中提取的安非他明衍生物#G43$
A6=C30.等!!&"使 用 无 夹 套 纳 升 电 喷 雾 接 口 比 较

了水 介 质 B,$DE与 使 用 乙 醇 背 景 电 解 液 的

H+B,$DE对儿茶 酚 胺 类 样 品 的 分 离#使 用 含

’R--30’^g’醋酸铵和含’;Rd醋酸的乙醇得

到了更优的分离效果#甲醇和乙醇电解液在低

电压下能够顺利的喷射$而由于使用水介质电解

液在毛细管中的高电压$会在毛细管尖端产生放

电现象$使用不同的溶剂所造成的灵敏度差异很

小$此方法可以分析使用固相萃取从尿样中得到

的儿茶酚胺类样品#另一个生物介质中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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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例子是分析从血浆中用固相萃取得到的

利多卡因及其:H脱乙基代谢物!:""#

/̂4等!:’"用 H+B,$DE分 析 三 环 抗 抑 郁

药#在对夹 套 液 组 成 和 流 速 优 化 后$使 用 含 有

R"--30%^g’醋 酸 铵 的 甲 醇$乙 腈&%Re’R’分

离了R个药物#此系统随后被用于研究利用真

菌"-))1)&94.%$$4%$%&4)得到的代谢产物$除

了母药之外$检测到’9个代谢物$并通过质谱初

步鉴 定 了 它 们 的 结 构#I6A/$Q[3==2等!:!"比 较

了应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和H+B,对#个三环

抗抑郁药和!个支气管扩张药的分离$与反相高

效液相色谱相比$H+B,能在:"-/=内 达 成 所

有分析物的基线分离$且可通过分子离子鉴定#

a/0X6A!::"报道了通过对盘尼西林G及其有

关物质的分析$比较水介质电解质和非水介质电

解质#从使用水介质缓冲液转换到使用 H+B,
后$产生了不同的选择性$然而$与大多数研究不

同的是$使用 甲 醇$乙 腈 混 合 溶 剂 的 缓 冲 系 统 的

表现不如使用水介质缓冲系统#使用有机溶剂

得到了更差的峰形$降低的耐用性以及更低的质

谱检测灵敏度#

ECB!在手性分析中的应用

B,是 目 前 手 性 分 析 最 常 用 的 技 术 之 一$

H+B,$DE在此方 面 的 应 用 非 常 少#这 是 因 为

如同水介质B,一样$手性分析需要使用高浓度

的不挥发手性背景电解质#与色谱技术不同的

是$在B,中手 性 选 择 剂 不 是 固 定 在 固 定 相 上$
而是作为背景电解质的一部分存在于流动相中#
这在B,中是一个优点$但在B,$DE中 却 成 为

了缺点$因为这些选择剂如果进入了质谱就会造

成离子源的污染以及灵敏度极大的下降和高背

景噪音#为解决此问题采用了部分填充技术或

逆向迁移技术#在部分填充技术中$只有部分毛

细管填充 有 含 环 糊 精 的 背 景 电 解 质!:)$:9"$此 项

技术提高了B,与 DE的兼容性$但是可能会牺

牲B,的分 离 性 能#另 一 项 技 术 逆 向 迁 移 技 术

是使用逆向迁移环糊精$这种环糊精在B,中总

的迁 移 方 向 是 朝 向 进 样 瓶$所 以 不 会 进 入 离 子

源!:#$:&"#使用 此 种 方 法$原 则 上 从 分 析 的 开 始

就可以将整根毛细管柱充满含有环糊精的背景

电解质$这使得此方法在分离效率和分辨率上占

有优势#

3̂X6=等!)""考 察 了&(’$!$:$)$9$二$氧$异

丙叉基$!$酮$GH古洛糖酸作为"受体阻断剂和拟

交感神经药的对映体分离的选择剂#虽然只使

用了相对来说很小量的选择剂$丙萘洛尔的对映

体仍能够得到分离#

E6A\./C等!)’"将 H+B,$DE应 用 于 测 定 尿

中的沙丁胺醇对映体$使用固相萃取法从尿样中

提取出药物#流动相为含有作为选择剂的浓度

为’R--30%^g’的七&!$:$二$乙基9$EH磺基’H

"$环糊精 和’"--30%^g’甲 酸 铵)";#R-30%

^g’甲酸的 甲 醇#在 优 化 了 夹 套 液 组 分*流 速*
喷雾气压和,EO离子源中毛细管出口的位置等

参数后$进行了方法验证#与使用紫外检测器相

比$此方法的灵敏度提高了’"倍#

D30等!)!"建 立 了 非 水 电 动 色 谱&=3=.Z46$
34C60675A3[/=65/778A3-.53>A.F82$H+D‘,’
与,EO$DE在线 联 用 的 方 法#此 方 法 使 用 阴 离

子环糊精$七&!$:$二$EH甲基9HE$磺基’$"$环糊

精&aNDE$"$BN’和七&!$:$二$EH乙酰基9HE$磺

基’$"$环糊精&aN+E$"$BN’对阳性分析物进行

手性和非手性分析#当仅在毛细管上施加电压

而不施加压力时$环糊精总的迁移方向朝向进样

瓶$不会进入离子源$但是环糊精的钠反离子会

造成离子抑制#在优化了夹套液组分及流速*喷
雾气压和,EO离子源中毛细管出口的位置等参

数后$以含有’"--30%^g’的甲酸铵*";#R-30
%^g’的 甲 酸*R--30%^g’的 aNDE$"$BN或

aN+E$"$BN的 甲 醇 为 流 动 相 对9种 基 本 药 物

进行测定#检测 限 在";!R->%^g’和’->%

^g’之间$比不使用环糊精高了大约)倍#在背

景电解质中加入离子对试剂&’/’$&l’$’"$辛烷

磺酸钠后$手性分离选择性得到提高#

G!应用展望

H+B,$DE是一项通用性的技术$不仅应用

于药物分析$还在肽的结构*天然药物化学等领

域中有广泛的应用#使用不同的溶剂会影响它

的效率*分析速度*选择性以及灵敏度$这种影响

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根据分析任务的需要调节

方法选择性+与 水 介 质B,$DE相 比 H+B,$DE
可适用于分离水溶性弱而易溶于有机溶剂的物

质$提供了在水介质电解质中无法产生相互作用

或相互作用非常弱的分离机制$而且有机溶剂的

高挥发性和低表面张力使其非常适合与质谱联

用#但是有机溶剂的高挥发性和低表面张力反

过来会造成由于溶剂挥发而影响稳定性和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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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机溶 剂 中 的F‘.值 和Fa 值 不 如 在 水 中

那样易于测量"估计!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难于

根据溶剂的性质预测方法的效率!这些缺点限制

了它 的 应 用#要 促 进 H+B,$DE的 发 展$需 要

进一步研究溶剂效应"非水电解质对电泳行为的

影响规律以及分析物的解离规律等#随着这些

研究的进步$H+B,$DE的优异性能会更多的显

现出来$它会在使用水介质B,或aÎ B难于解

决的分析工作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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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6C3<=3=$.Z4634CC30\6=5C/=586.=.02C/C
3<XA4>-65.Y30/56C4C/=>B,.=X3=0/=6B,$DE
%@&;̂ B$MB$’&&)$’!(!)’’!!$’:";

%9&!*+H‘E@,;U676=5.X\.=76C/=7.F/00.A260675A3$
F83A6C/C60675A3CFA.2-.CCCF675A3-65A2%@&;,067$
5A3F83A6C/C$’&&#$’%(’!*’:)’!!RR$!!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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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生物医药色谱学术交流会"BIIQ#$
征文通知

!!由中国化学会色谱专业委员会和北京理化分析测试技术学会北京色谱学会主办的(全国生物医

药色谱学术交流会$!""%%(定于!""%年R月’"日至’)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召开(
会议将就色谱技术#包括气相色谱)液相色谱)薄层色谱)毛细管电泳)芯片及色谱$质谱联用技术

等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环境及药物包括农药)农残等领域的分离)分析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发展和

应用进行学术研讨(会议将邀请有关专家做大会报告#并热诚欢迎全国从事生物医药色谱工作的科

研和技术人员与会参加交流(
凡未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和未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过的反映生物医药色谱基础研究)新技术)新方法

的发展和分析应用的论文或综述#均可向本次会议投稿(会议征文请在!""%年:月’%日前#将论文

摘要用电子邮件发送到会议学术组$三日内收到学术组的回复邮件方为发送成功%#并请注明联系人)
详细通信地址)联系电话)手机及,$-./0地址(

经与*化学通报+协商#会议将推荐部分论文以全文或简报形式正式发表于*化学通报+印刷版或

网络版(投稿论文可推荐到核心期刊*色谱+#经期刊审核通过后可发表(
没有论文但要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也请于!""%年:月’%日前与会议筹备组联系#以便继续为

您寄发下一轮通知(
会议费%’:""’人$食宿自理%#学生&""’人$食宿自理%,于!""%年)月:"日前将会议费汇到账

户的#会议费优惠’""元#即正式代表’!""元#学生%""元(学生代表报到时#需提供

学生证(
会议汇款方式%
汇款户名&北京理化分析测试技术学会

汇款银行&华夏银行北京紫竹桥支行

帐!!号&%"’&’’R)
行!!号&):"

筹备组联系方式%
筹 备 组&北京理化分析测试技术学会

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号

邮!!编&’"""%&
电子信箱&GOI""’"!’7=;73-
电!!话&"’"$9%#:’!R&)%%R’#’’:)%%R’#’’)
传!!真&"’"$9%)#’’9&)9%#:’!R&
联 系 人&于靖琦 刘贵华

学术组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赵!睿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号 中

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邮!!编&’"""%"
电!!话&"’"$9!RR#&’"
电子信箱&]8.3A4/"/77.C;.7;7=

更多信息或网上报名&WWW;0.Y;3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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