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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气相色谱技术因其较高的应用效率而在化学、物理分析
等方面得到发展，气相色谱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样品分析
方法，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及科学研究。气
相色谱是一种高效的气液分析技术，它与火焰离子化检
测器、热导探测器相结合，用于化工企业产品分析。由
于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和热导仪灵敏度极高，与气相色谱
仪相结合，可以进一步提高检测效率和检测范围，从而
获得技术收益，促进技术的应用。

1 关于气相色谱技术
1.1 气相色谱技术的原理

气相色谱是利用物理原理进行物质分离的一种技
术，也称为层析法。用层析法分离该混合物，其中一个
固定相，一个相将推动物质前进。当触碰到固定相后，
混合物便起作用。这种混合物含有不同性质和结构的不
同成分。在此方法下，若混合固定相，各组分的效果不
同。该混合物为各组分作固定相用的固定相，各组分作
固定相用的时间不同，由于时差，混合物中的组分按一
定的顺序分析，并按不同的沉淀顺序将混合物成分分离。
除固定相和流动相外，其他相均为流动相，色谱法根据
其物态不同分为不同类型。流动相混合气的测定采用液
相色谱法，采用气相色谱法测定流动相混合气。用气相
色谱法分离物质。每一组分在分配系数上都有差异，每
一组分的分配系数也不同，多次分配各分支的分布系数，
经过多次分配，混合物分离更加清晰，混合液气相色谱
分离后，每一种成分都要进行检测，才能确定每种成分。
1.2 气相色谱的系统组成

气相色谱系统主要由进样系统、气路控制、分离系
统、检测系统等组成。气相色谱系统要求气源和高压气
瓶长期使用。另外，气体一般是氢、氮、氦气等，也需
要分类，喷嘴的种类不同，分析也有区别，所以要严格
进行系统的确认。如样品为气体，则采用六通阀。如样
品为液体，使用微型注射器。如样品为固体样品，气相
色谱系统包含一个专门分离的色谱柱系统。柱分为毛细
柱和填充柱，检测系统需要一种检测器，其稳定性影响
整个系统的性能，气相色谱系统需要一个温控控制器，
通过设定温度来保证系统的可行性。
1.3 气相色谱技术的特点

气相色谱法有一定的优势。与以往的化学分析方法

相比，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分离效果和检测灵敏度。化学
方法中，定性、定量分析要求有一定量的物质，若采用
气相色谱法，则明显降低了对物质的需求；另外，利用
气相色谱技术可以实现重复检测和自动分析。气相色谱
方法具有局限性。用气相色谱定性分析物质数据、色谱
峰、色谱图等都是用比较定性的方法，有时无法确定物
质的性质，有时无法确定物质的性质，在使用气相色谱
时，必须考虑色谱问题。物质分析中，色谱仪的确性会
影响物质分析的结果，实际分析时要充分考虑气相色谱
的优缺点，科学使用气相色谱方法。

2 气相色谱技术在化工领域应用现状
为满足化学检测和分析的需要，气相色谱法在化工

领域逐步引入和应用。为了有效降低化工生产成本、控
制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减少原材料消耗，逐步提高产
品质量，气相色谱技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综合分
析目前化工市场开发和技术研究应用，以有效降低化工
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目前，在化学工业的生产和
发展中，气相色谱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日益增多，
表现出突出的创新性和多维性，利用这一技术，可对室
内采样、空流进行中断处理，并通过一定的观察和分析
时间，促进各电路电气状态的改变，并将离开检测器的
零件转变为电信号，燃烧器放大后形成色谱峰，利用
top 色谱结果对材料成分进行分析和评价，以达到检测
和分析的目的。

3 化工分析中气相色谱技术的具体应用
为验证气相色谱在化学分析中的应用，必须根据实

际检测和分析应用，对色谱柱、脂肪酸、烃类气体、固
体气体等进行筛选，确定乙烯及其他气体的高纯度，并
确定仪器的准确性。本文分析化工生产中污染物的识别
等问题，促进了各环节的应用。
3.1 脂肪酸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的应用研究目前正在进行化学分析。随着
气相色谱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生物医学、卫生、工农业
发展等领域，特别是化学分析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目
前，国内外相关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化学分析领域的应用和开发也处于起步阶段。化学品
生产的安全管理、生产监控等相关技术法规和要求尚不
完善，而气相色谱法测定和分析脂肪酸组分时，另外，
还涉及工艺设备、具体安装操作等重要问题，对检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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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准确性有很大负面影响。此外，化学分析中采
用气相色谱法测定脂肪酸成分，比传统的滴定方法更能
有效克服脂肪酸组成的局限性，其精度分析、应用精度
不仅较好，而且分离速度快，操作简单，节省大量的人
力物力，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3.2 烃类气体的分析

化学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涉及到石化、煤化工等多
种气体。化工行业的气体必须经过分析。利用气相色谱
技术可以对气体进行分析，而气相色谱法使气体分析变
得简单而舒适，气相色谱技术的应用能有效地实现烃类
气体、其他气体及某些永久气体的分离、检测和分析。
3.3 医学药物的分析

医药化工行业也需要化学分析。气相色谱可用于化
学分析，在药品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必须了解其成分。
只有充分认识药品成分，才能科学地生产出药品，使每
一种成分发挥最大作用。气相色谱法可用于药物分析和
精确的药物定性分析。气相色谱技术可以更准确、有效
地检测药物，并促进医药、化工等行业的发展，气相色
谱可以应用于药物分析和临床。应用时可结合超声等技
术，提高分析效果。
3.4 应用于环境领域

对环境物质的分析有助于了解环境变化，利用气相
色谱对环境中的物质进行检测。在环境中对苯系物的识
别，会对人体神经系统造成损害，也对造血组织造成损
伤。测试中，首先要对废气进行采集，然后分离和发现。
采用气相色谱法进行分离。气相色谱技术的应用能使苯
系物的检测更加准确、高效，能有效地检测废气中的苯
系物，且能提供精确的控制，确保环境安全。利用气相
色谱法对水体进行检测。水中物质对水质有一定的影响，
会对人体和自然环境造成威胁。所以，需要对水体中某
些物质进行检测和分析，科学控制其含量，水中含有半
挥发性卤代烃会影响水质。气相色谱可以被有效地检测
到，并且在适当的范围内对它们进行鉴别和分析。
3.5 应用于食品领域

食品生产必须考虑食品安全问题。为了确保食品安
全，必须对食品生产中涉及到的物质进行化学分析，如
食品防腐剂的分析和检测。测定苯甲酸乙酯、山梨酸等
物质，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有效控制调味品中物质含
量，有效保障食品安全。气相色谱也可用。通过食品中
物质的鉴别，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些物质，确保食品生产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经常使用杀虫剂可以减少害虫的入
侵，保证其健康生长。但农药使用不当会导致药物残留，
严重影响人类和动物的生命和健康，可以用气相色谱对
作物残留进行检测，确保农产品安全。
3.6 化工生产的精密度测定

在气相色谱化学分析的应用中，还可以实现化学分
析的精密测定。化学品生产前，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识
别与分析，以保证其在化工生产中的安全使用。检验化
工厂使用的特殊设备的目的尤其是，就设备性能和指标

而言，确保使用气相色谱分析仪对化工生产设备和仪器
进行精确评估，将气相色谱技术应用于化学品生产的特
定仪器和装置；浓度标准，作为化学分析方法，在化工
生产设备和仪器的精度评定中具有明显的作用。此外，
气相色谱法在化工生产中检测仪器设备的精度，可有效
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减少人工计算环节，为数据分析
的自动化、标准化提供良好的支持。

4 对色谱柱的清洗和仪器保养
为了保证色谱仪的准确性，在使用前应保证色谱仪

的正确使用。实际上，堵住色谱柱的一端，另一端连接
气源，它接受工作压力下的空气。吸气时，缓慢进入色
谱柱，检查气囊管中的位置，确定有无裂缝。检测完毕 
后，色谱管必须清洗。具体清洗需依据色谱柱的材料进
行。清洁结束后，用清洗剂清洗玻璃色谱柱两次，用中
性水冲洗，然后用蒸馏水和丙酮清洗，清洗完毕后，用
气泡吹干色谱柱，以保证色谱柱中不会残留丙酮。

色谱法应用于化工领域，对色谱的温度控制较为严
格，首先将其与数字多用表连接标准钚电阻温度计，然
后将温度计放在色谱盒中央，测量 50℃和 250℃两室温
度，观察 10min。观察时，所有的色谱数据必须及时记 
录。严格控制层析箱中的温度，可以提高色谱技术的分
离精度，有效地提高其在化工中的应用。为了检验色谱
仪的线性范围，首先输入与控制器相对应的参考值，
再对不同浓度的样品进行三次采样，每一次采样保证
2μL，再从不同样本数据中选取峰范围的算术平均值作
为最终的测试数据。

5 结语
气相色谱作为一种高效的物质分离技术，能够改善

化工企业的分析效果，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对化学分析
而言，气相色谱的应用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促进化
学工业的健康发展，将气相色谱应用于化学分析，不断
拓展和完善。以上通过分析气相色谱在化学分析中的应
用策略，促进气相色谱技术在化学分析中的合理选择和
应用，不断提高化学分析的质量和效率，支持化工工业
的发展和化学分析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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