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actical application | 实践应用

-109-中国化工贸易          2020 年 12 月

1 概述
铁作为地球上存在最广泛的金属元素之一，充斥着我

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廉价易得、韧性好、

可塑性高、延展性好、具有金属光泽等优点被广泛应用到

机械制造业和生活家居用品上，也正是因为这些工具的出

现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快捷。铁作为维持我们人体生命

健康的必需微量元素之一，是血红蛋白，肌红蛋白和多种

酶系的重要组成成分，在我们人体内起着造血、免疫等重

要作用，所以铁元素的流失或缺乏极易导致铁缺乏和缺铁

性贫血等病症的出现。在以往数据报告中多数都是妊娠期

孕妇和婴幼儿们患缺铁性贫血的概率较高，而现如今，随

着工作压力的增大，生活作息不规律使得许多成年人们因

慢性肠胃炎，牙龈出血，月经不调等情况而患上缺铁性贫

血，其中女性患病人数远高于男性患病人数 [1]。缺铁性贫

血不光会影响婴幼儿智力发育，严重时可导致行走不便，

免疫力低下易患病除此之外缺铁性贫血也会对成年人造成

心悸，疲倦乏力，头晕发昏等现象的发生，所以人们越来

越重视如何有效治疗缺铁性贫血。

因食物中铁元素含量较低且不易被人体吸收，单从食

物中获取铁元素无法满足人体日常所需铁元素摄入量，所

以建议搭配补铁添加剂进行服用。找到合适的补铁添加剂

变成了食品，医学界重点研究的对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 许多科学家在实验中发现铁配合物因其多环结

构，可模仿体内血红素设计构型等优点，对于血红蛋白的

合成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是针对缺铁性贫血良好的补铁

添加剂。同时还发现在很多不同种酶里也有铁元素的存在

如核苷酸还原酶、过氧化物酶、硝酸盐还原酶等。进一步

佐证铁配合物在生物方面的作用，因此有关铁配合物的合

成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进行了很多研究工作。

2 实验部分
2.1 配合物的合成

取甘氨酸 4.1g，硫酸亚铁铵 8.1g，盐酸羟胺 0.4g，将

三种药品放入研钵中充分混合研磨均匀后，倒入坩埚中，

对坩埚进行预热，边搅拌边加热，当温度升至 60℃时坩埚

内混合物颜色变为深褐色并伴有刺激性气味散出，因有硫

酸生成所以反应过程保持在 pH 值在 5 左右，当温度达到

75℃时坩埚内混合物呈熔融状态，再恒温加热 3min 后停

止加热，静置冷却 2h，将产物用无水乙醇清洗，再进行抽

滤，后放入烘干箱内进行烘干，最后称量的黄褐色固体粉

末 4.9g。

2.2 红外光谱分析

在 400~4000cm-1 波数范围内对配合物进行红外光谱

分析，配合物在 3420cm-1 附近有一宽峰，说明在发生配

合反应后甘氨酸亚铁中的配体发生红移且配合物呈环状，

宽峰的出现还说明配合物中有水分子的存在，甘氨酸在

1613cm-1 处的羧基发生伸缩振动向高波移动移至 1634cm-1

处，在 3007cm-1 出现的 O-H 键吸收峰在发生配合反应后

消失。因有铁离子的加入使得原先的 C-N 键发生断键，氮

原子与铁离子组成新的化学键，使得峰值从 501cm-1 附近

跃迁至 512cm-1 附近，在 1400cm-1 和 1670cm-1 附近出现了

C-H，N-H 的弯曲振动吸收峰。

2.3 热重分析

对配合物进行热分析。在 TG 曲线上有 4 个明显的失重台

阶，分别为 15.8%，24.7%，17.9%，19.4%，共失重 77.8%。 

说明配合物的残余质量为 22.2%，该结果和理论计算所得

配合物中铁的百分含量 23.8% 基本一致，在 90℃左右时失

重 16.9%，也和配合物在理论上失去两个水的百分含量基

本一致，由此进一步表明配合物中有两个水分子。

3 配合物对小鼠体内肝、脾中铁元素变化影响研究
铁元素在人体中的比重大约在 4-5g 左右，而其中有

60% 在血红细胞中，有 20%-30% 存在肝，脾，骨髓中，

其余部分分布于肌红蛋白和其他各类细胞中，所以要想验

证甘氨酸亚铁对缺铁性贫血小鼠的效用影响，除了要对小

鼠各血液指标进行测定以外还需对，小鼠的肝，脾进行称

重比对，测定小鼠肝，脾中铁元素含量。

现对 4 组小鼠进行解剖取样，将 4 组小鼠的肝，脾用

生理盐水清洗后进行称重并测定每组小鼠肝，脾内铁元素

含量，详细数据可见表 1，表 2。
表 1   小鼠肝脏中铁元素含量表

重量（g） 总铁（μg）
空白组 1.2，0.84 161.4，78.1
对照组 0.7，0.56 142.3，49.5

硫酸亚铁组 0.8，0.77 157.4，75.3
甘氨酸亚铁组 1.1，0.72 162.3，73.4

表 2   小鼠脾脏中铁元素含量表
重量（g） 总铁（μg）

空白组 0.05，0.046 151.3，79.3
对照组 0.03，0.054 79.6，63.6

硫酸亚铁组 0.04，0.063 137.4，84.2
甘氨酸亚铁组 0.04，0.076 146.1，79.6

通过图 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甘氨酸亚铁对小鼠肝

脏重量具有明显促进作用，效果明显优于硫酸亚铁组，而

甘氨酸亚铁与硫酸亚铁对小鼠的脾脏重量（下转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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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比对钻井液粘度、失水、润滑性、乳化稳定性均有很

大的影响。在两种加重剂对油基钻井液进行混合加重时，

超微粉体所占的比例不宜太大，否则会造成细颗粒的沉积，

降低钻井液性能，影响钻井工作进度；②普通重晶石与超

微粉体对钻井液混合加重时，两者的最优配比是 2:1，在该

配比下油基钻井液的各项性能均达到最优，有利于现场提

高钻井工作进度；③高密度油基钻井液复合加重剂中超微

粉体占有一定的比例，在现行的固控作业中，容易导致超

微粉体浪费，如何寻找经济适用的超微粉体回收技术是高

密度复合加重剂技术发展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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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9 页）没有明显变化，但在总铁含量上甘氨酸

亚铁与硫酸亚铁均可对脾脏起到良好促进作用没有明显差

异。

图 3    小鼠肝、脾重量及铁元素含量对比图

4 总结
通过本次甘氨酸亚铁的效用研究实验我们发现，硫酸

亚铁与甘氨酸亚铁均对缺铁小鼠的身长具有良好作用，对

小鼠肝、脾重量和铁元素含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甘氨

酸亚铁的补铁效果明显优于硫酸亚铁，因为甘氨酸亚铁弥

补了硫酸亚铁对小鼠肠胃道刺激性不良反应，增强铁元素

的吸收与利用，使小鼠体内的血红蛋白含量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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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8 页）定着自动化控制技术应用情况。首先，

提升技术团队整体的专业技能学习意识，明确自动化控制

技术对于化工生产效率、对于员工人身安全的重要意义，

从潜意识形态中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与学习意识，积极去

掌握各类先进的自动化管理技术与知识，落实各项控制制

度的实际应用，更好地推动新自动化控制技术与管理体系

在化工生产中应用，加速化工生产中自动化管理理念的转

变，提升自动化控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再者，为技术团

队提供专业学习与实践平台，使得技术人员能够接触到最

新的生产技术与自动化技术，并结合实际化工生产安全问

题与生产需求，明确化工现有生产自动化控制中存在的问

题，有针对性的选择新技术与新系统，将其在不影响化工

正常生产状态下，有机融合到化工生产流程中，提升自动

化控制技术的技术水平与工作效率，更好的保障技术人员

安全与化工产品质量。

3 总结
综上所述，自动化控制在化工生产中应用，不仅是新

经济市场发展背景下对于化工生产管理的新要求与需求，

更是化工企业创新产业与项目、提升综合实力时的必然选

择，因此，管理团队要重视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应用与提升，

结合实际化工生产需求， 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与对照参

数，完善化安全检测与维护系统，严控化工生产材料与设

备质量，系统化管理化工生产流程，最大程度发挥出自动

化控制的优势，实现化工安全生产的理想预期，为化工企

业在未来经济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提供坚实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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