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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用电导检测器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气相色谱用电导检测器的性能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气相色谱中用于检测样品的电导检测器(ELCD)。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ASTME260 填充柱气相色谱操作规范(Practiceforpackedcolumngaschromatography)

ASTME355 气相色谱术语及其相互关系的规范 (Practiceforgaschromatographytermsand
relationships)

3 一般说明

3.1 本标准直接应用于电导检测器,用于检测以镍为催化剂发生氧化或还原反应的样品。如果需要,

通过采用去离子溶剂溶解掉反应物达到消除干扰的目的,电导池用于测量离子化反应产物的电导率。

3.2 本标准描述了电导检测器的运行和性能,不包括色谱柱。然而,当检测器与色谱柱及其他色谱部

件连接时,也可以用来评价整个系统的性能。

3.3 除非电导检测器推荐使用方法中有特殊要求,常规气相色谱检测程序都应按照 ASTME260规

定。气相色谱仪的定义及其相关的术语按照ASTME355规定。

3.4 尽管可以在单一或不同条件下观察和测量电导检测器的每一项特性,特别是选择性的不同模式,

但是本标准要求完整的检测器特性应该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获得,包括几何尺寸,气体和溶剂的流量以

及温度。应该指出的是,要全面说明检测器的性能,需要在检测器使用范围内测量其在一系列条件下的

性能。本标准所描述的性能足够普遍,所以,可以在任何条件下采用。

3.5 数据处理系统的线性和响应速度不应失真或干扰检测器的性能。如果在检测器和终端输出装置

之间使用了额外的放大器,也应首先确定放大器的特性。

3.6 本标准并不涉及实际使用过程中有关的安全问题。用户在使用前,确定本标准应用的局限性,并
有责任制定适宜的安全及健康规范。

4 电导检测器原理

4.1 电导检测器如图1所示,包括:控制模块、反应器组件和检测池。

控制模块集成了执行监控的所有电子元件,可监控流量、反应温度和检测池。在功能上独立于气相

色谱,在某些情况下,设计为气相色谱的功能性组件。不同模式的气相色谱需要设计不同的反应器和检

测池组件,因此,应选择合适的反应器和检测池配置相应的气相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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