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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水中的痕量铁作为限制海洋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及时分析海水中铁的不同存在形态及其含量，对于进一步认识铁循环机制和有效预防海洋环

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电化学方法较其他分析方法在检测海水中痕量铁的含量，尤其是形态分析方面具有独

特的优势．本文总结了运用电化学方法检测海水及其他自然水体中铁的分析方法，以期为发展准确、快速测定

海水中痕量铁的形态及其含量的分析技术提供基础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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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in limiting phytoplankton productivity in certain ocean regions，
trace ir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ceanic biogeochemistr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iron cycle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marine environment pollution，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various
iron species in seawater is quite necessary． Compared to other analytical methods，electrochemical
method possesses a unique superiority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ce iron in seawater，especially in
speciation analysis． In this review， the determination of iron and its chemical speciation by
electrochemical methods in seawater or other natural waters are presented and concluded in order to
offer a basic and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Keywords: seawater，iron，electrochemical methods．

铁是地壳中较为丰富的元素，丰度约为 5．6%［1］，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它对环境、生态、生物有机

体的循环起到重要作用．通常，溶解态的铁在河水中的含量为 10－6 mol·L－1，在河口、海岸带区域中为

10－9 mol·L－1，在开阔海域的表层海水中为 10－11 mol·L－1［2］．对于海水体系而言，铁的含量和形态一直是

分析检测的热点．因为铁是海洋生态体系中有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其对于植物的新陈代谢、光合作

用和呼吸过程中电子的转移［3］、硝酸盐的还原、叶绿素的合成［4］以及活性氧自由基的解毒来说都是必

需的元素［3］．Gran［5］在 1931 年就提出了铁和其他营养元素( 如磷酸盐、硅酸盐、硝酸盐) 一样，都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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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如赤道太平洋、南大洋等高营养盐、低叶绿素海域［6－7］) 浮游植物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因

素［8］．此外，铁的有效性和全球碳循环之间有着密切联系［9］，铁循环与海洋中其他元素( 如碳、硫、氮、磷
等微量元素) 的循环也具有耦合作用［10］．因此，铁在整个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研究表明，海水中铁的化学形态及其含量对于进一步认识铁的有效性与海洋浮游植物之间的同化作用

机理，更好地为赤潮预警等应急事件［11］提供数据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在海水中，铁以不同的物理化学形态存在，按颗粒物直径大小可分为溶解态铁( ＜0．45 μm) 、颗粒态

铁( ＞0．45 μm) 和胶体态铁( 0．2—0．4 μm) ［12］．价态可从－Ⅱ变化到+Ⅷ，但主要以+Ⅱ和+Ⅲ两种氧化态

形式存在［13］．研究表明，只有溶解态铁才能被生物体所吸收利用．溶解态铁的形态包括［14］: 溶解态总铁、
活性铁( 无机形式的二价铁和三价铁以及部分不稳定络合态的有机铁) 、活性二价铁 /三价铁( 无机形式

的二价铁 /三价铁以及部分不稳定络合态的有机铁) 和有机络合态铁．各种形态的铁在海水中通过络合、
光化学降解、生物吸收、分解以及聚合等方式进行相互转化，如图 1 所示．

图 1 各种形态铁之间的相关转换模型( 据文献［15］)

Fig．1 The transformation model of different iron species( according to ［15］)

目前对于海水及自然水体中铁的测定方法有很多报道，包括分光光度法和流动注射分析法［16］、荧
光分析法［17］、原子吸收和发射光谱法［18-19］、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20］、化学发光法［21－23］、电化学分析

法［24-25］等．光谱法应用最为广泛，但其检出限较高，干扰因素较多，不适用于海水中痕量铁的检测．化学

发光法发光体系少、处理复杂、难以测定有机络合态铁，限制了其广泛应用．质谱法受基体干扰严重，并

且仪器体积庞大，检测费用昂贵，不能进行形态分析．因此发展灵敏可靠的分析方法用于检测海水中铁

的各种形态及含量，特别是能实现现场快速测定的自动分析仪器和分析方法已经成为海洋环境科学研

究中的重要内容．电化学方法所用的仪器设备简单、价格低廉、检出限低、能够实现铁元素的形态分析，

并适用于现场或实时在线检测，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采集和储存造成的样品污染和成分形态发生改

变等问题．本文总结了运用电化学方法灵敏检测自然水体中铁的分析方法，以期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基

础性信息．

1 电化学分析法

电化学分析法是根据被测物质在溶液中的电化学性质及其变化来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是一

种公认的快速、灵敏、准确的微量和痕量分析法．由于 Fe( Ⅲ) 的还原电位( 还原成金属铁) 是－1．5 V( vs．
SCE) ，该电位与酸性溶液中的析氢电位重合［26］，并且铁在 pH 较高时易形成水解产物，因此不能通过直

接测还原电流来实现铁的检测．目前用于检测 Fe( Ⅲ) 的主要方法是吸附阴极溶出伏安法( AdCSV) ．原理

如式( 1—3) 所示，络合剂与铁生成络合物，在恒电位下吸附在电极表面，然后通过负扫电极电位使得

Fe( Ⅲ) 的络合物还原为 Fe( Ⅱ) 的络合物，记录溶出过程的伏安曲线．为了提高灵敏度，可加入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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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BrO3、H2O2、ClO2
－、NO－

2 ) ［24－ 25，27］将 Fe( Ⅱ) 的络合物氧化成为 Fe( Ⅲ) 的络合物，而 Fe( Ⅲ) 的络合物

在电极上又被还原，如此反复使得电流大大增加，产生的电流与 Fe( Ⅲ) 的浓度呈正比，由此进行Fe( Ⅲ)

的定性、定量分析［28］．对于自然水体，尤其是海水中痕量铁的测定，预富集是必要的处理过程．此外，

Fe( Ⅱ) 易氧化，不稳定，因此需先将 Fe( Ⅱ) 转化成 Fe( Ⅲ) ，通过测定 Fe( Ⅲ) 的浓度来得到总铁含量．
Fe( Ⅲ) + →M Fe( Ⅲ) —M ( 1)

Fe( Ⅲ) —M + e →－ Fe( Ⅱ) —M ( 2)

Fe( Ⅱ) —M + →Ox Fe( Ⅲ) —M + Ｒed ( 3)

( 注: M 为络合剂，Ox 为氧化剂，Ｒed 为氧化剂的还原态)

依据化学结构的不同，铁的络合剂通常有以下 3 种类型: 儿茶酚盐型、氧肟酸盐型和羧酸盐型［29］．例
如，儿茶酚盐中—OH 的 O 和羟基羧酸盐中—COOH 中的 O 有孤对电子，能够与三价铁离子的空轨道相

结合形成配位化合物，使得络合剂与金属离子形成热力学更加稳定的络合物．氧肟酸盐型同样是通过—
C O 和—OH 中 O 有孤对电子可以和三价铁离子的空轨道相结合形成配位化合物．除此之外，也有依

靠 N 原子上的孤对电子与三价铁离子结合的原理进行配位的络合剂，如 2-( 2-噻唑偶氮) -对甲苯酚

( TAC) 可以与三价铁形成三配位型络合物［30］，结构如下［30］所示．目前，电化学方法中常用的络合剂有水

杨醛肟( SA) ［28］、异羟肟酸［31］、儿茶酚［32］、酸性媒蓝紫［33］、1-亚硝基-2-萘酚( NN) ［2］、2-( 2-噻唑偶氮) -对
甲苯酚( TAC) ［30］和 2，3-二羟基萘( DHN) ［34］等．

在海水中，因为颗粒态铁、胶体态铁很难被生物有机体吸收利用，这种形态的铁很难进入细胞内，在

生物体吸收时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先将其溶解［35-36］，因此，溶解态铁是主要的分析检测对象．而海水中存

在大量的天然络合物，99%以上的溶解态铁都以络合物的形式存在于水体中［37］．通常运用配位体竞争吸

附的方法来进行铁的形态分析［38-39］．首先加入络合剂 M，与海水中原有的络合剂 L 进行竞争反应．其中，

络合效应系数 αFeM、αFeL与条件稳定常数和平衡时络合剂的浓度呈正比，如公式( 4) 和( 5) 所示:

αFeL =
［FeL］
［Fe3+］

=KFeL［L］ ( 4)

αFeM =
［FeM］

［Fe3+］
=KFeM［M］ ( 5)

公式( 5) 中的 αFe M的值越大，表明络合反应进行越完全，为了保证有机络合态的铁处于稳定状态，

需要确保 αFeM＜αFeL ．由于无机铁的络合效应系数 lgαFe = 10，因此 lgαFeM应大于 10，才能够保证游离态的

铁全部络合．例如已有报道的络合剂，lgαFeTAC = 12．4( pH= 8．0) ［30］，lgαFeNN = 13．04( pH = 6．9) ［40］．αFeM的测

定可在经过紫外消解的海水中用已知的络合剂( 一般采用 EDTA 或者 DTPA) 对未知的络合剂进行标定．
例如在含有一定量铁和不同浓度的络合剂 M 的经过紫外消解的海水中用 EDTA 进行标定，由于

lgαFeEDTA = 25( 离子强度为 0．1 时) ［38］，根据公式( 6) 计算得出 αFeM :

ip1
ip0

=
αFeM

αFeM+αFeMEDTA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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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p1为加入 EDTA 后铁的溶出峰电流值，ip0为 EDTA 不存在时铁的溶出峰电流值．
αFeL可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KFeL =
［FeL］

［Fe3+］［L］
( 7)

［Fe3+］
［FeL］

=［Fe3+］
CL

+ 1
CLKFeL

( 8)

［FeＲ］
［FeL］

=
［FeＲ］
CL

+
( αFe+αFeM )

αFeL
( 9)

αFeL =CL×KFeL ( 10)

［FeＲ］= ( αFe+αFeM ) ×［Fe3+］ ( 11)

式中，［FeＲ］是活性总铁含量，［FeL］是有机络合态铁的浓度，CL 是游离的天然有机络合剂的浓度．
公式( 7) 经过 Langmuir 转换后可得到公式( 8) ，若以活性总铁［FeＲ］代替［Fe3+］，即可得到公式( 9) ．根据

公式( 9) ，以［FeＲ］/［FeL］对［FeＲ］作一条直线，根据斜率和截距可以得到 CL和 KFeL，进而根据公式( 10)

得出 αFeL ．活性总铁的含量根据公式( 11) 计算得出．
目前，已有多种电极材料被用于铁的检测分析，主要包括滴汞电极、碳电极、金电极、铂电极等，不同

电极对应不同的伏安分析方法．

2 汞电极

因为汞具有较高的氢过电位，可以大幅度拓宽阴极电位窗口，且具有重现性好、表面易更新等优点，

常被用于溶出分析法［41］．目前，主要使用的汞电极有悬汞电极( HMDE) 和汞膜电极( MFE) ．对铁的电化

学检测，大多采用吸附溶出伏安法．例如，Brainina 和 Ｒoizenblat［42］于 1963 年在滴汞电极上运用阴极溶出

伏安法实现了铁的检测，检出限为 10 μmol·L－1，但是此方法，不能对痕量的铁进行检出．Van den Berg
等［32］在 1984 年通过利用 1-氨基-2-萘酚-4-磺酸( ANSA) 和儿茶酚作为竞争配位体，把检出限降低到

60 nmol·L－1，从而实现了海水中痕量铁的检测．随后运用配位体竞争吸附的方法实现对低浓度铁分析检

测，成为该领域的一个热点．Ｒue 和 Bruland［28］采用 SA 作为络合剂，在 30 min 吸附时间下，实现了太平

洋北部表层海水中铁形态及其含量的痕量分析，络合态总铁含量为 2 nmol·L－1，溶解态铁的最低值约为

0．2 nmol·L－1，无机溶解态铁的含量约为 0．07 pmol·L－1．Croot 和 Johnsson［30］在 2000 年提出了一种新的竞

争配位体 TAC，最低检出限可达到 0．1 nmol·L－1．为了进一步降低铁的检出限，Van den Berg 课题组引入

了催化概念，在检测体系中加入 H2O2，能够将伏安扫描中被还原成的 Fe( Ⅱ) -络合物氧化成 Fe( Ⅲ) -络
合物，如此循环往复，可以大幅度提高还原电流，对总活性铁的检出限可降到 0． 08 nmol·L－1［24］ 和

1．3 nmol·L－1［43］．早期使用过的络合剂包括 NN、TAC、SA 等均存在一定的缺点．例如采用 NN 作为络合

剂，如果检测的铁浓度低于 0．5 nmol·L－1，基线峰高将会影响检测; 采用 SA 作为络合剂则需要很大的汞

滴( 2．8 mm2 ) 和很长的吸附时间( 10 min) ［28］; 而络合剂 TAC 本身在检测的电位窗口内有还原峰出现，

并且峰高很高，影响检测的灵敏度．Obata 和 Van den Berg［34］于 2001 年提出了一种新的络合剂 DHN，该

络合剂与三价铁形成的 Fe ( Ⅲ) -DHN 络合物稳定性很高，能够显著提高检测的灵敏度．该方法采用

KBrO3作为氧化剂，吸附 60 s 后进行阴极溶出扫描，检出限可达 13 pmol·L－1，能够实现海水中铁的灵敏

检测．随后在 2006 年，该课题组将 DHN 作为竞争配位体实现了不同化学形态铁的分析检测［44］．
Fe( Ⅱ) 和 Fe( Ⅲ) 可通过光化学还原以及化学氧化进行互相转化，Fe( Ⅱ) 主要存在于还原态的海

水中．因为 Fe( Ⅱ) 的溶解度大于 Fe( Ⅲ) ，Fe( Ⅱ) 的存在有利于提高 Fe 的溶解度，提高了生物可利用性

铁的含量．Van den Berg 课题组于 1995 年提出采用 2，2-二吡啶( Bp) 作为 Fe ( Ⅱ) 的掩蔽剂，通过测定

Fe( Ⅲ) 和溶 解 态 总 铁 的 含 量，求 得 两 者 之 差，即 可 算 出 Fe ( Ⅱ ) 的 含 量，Fe ( Ⅱ ) 的 检 出 限 可 达

0．12 nmol·L－1［24］．Mikkelsen 等［45］在银汞合金圆盘电极上采用差分脉冲阳极溶出伏安法，对河口及近岸

海水中的 Fe( Ⅱ) 进行了灵敏检测分析，该方法的最低检出限可达 0．3 nmol·L－1．本文整理了自 2000 年

以来采用汞电极检测海水中铁的相关文献，见表 1．



540 环 境 化 学 34 卷

表 1 汞电极检测海水中铁的研究结果总结

Table 1 Summary of reported resuts on the iron determination in seawater using mercury electrodes

方法 电极 络合剂 检测形态 检测限 / ( mol·L－1 ) 发表年 参考文献

CLE-CSV MDE TAC Fe 1．0×10－10 2000 ［30］

CLE-CSV MDE NN Fe( Ⅲ) 1．3×10－9 2000 ［40］

CSV MDE DHN Fe( Ⅲ) 1．3×10－11 2001 ［34］

DPASV DAE 羟胺 Fe( Ⅱ) 3．0×10－ 8 2006 ［45］

CSV MDE DHN Fe( Ⅲ) +Fe( Ⅱ) 1．1×10－9 2006 ［38］

AdCSV HMDE DMG，儿茶酚 Fe 1．3×10－9 2011 ［46］

CLE-CSV HMDE 腐殖质 Fe( Ⅲ) +Fe( Ⅱ) NＲ 2011 ［47］

AdCSV HMDE DHN Fe( Ⅲ) 1．1×10－11 2012 ［48］

Catalytic AdCSV HMDE DHN Fe 5．0×10－ 12 2013 ［49］

电极: MDE，滴汞电极; DAE，银汞合金电极; HMDE，悬汞电极． 方法: CLE，竞争配位体交换法; CSV，阴极溶出伏安法; DPASV，差分

脉冲阳极溶出伏安法; AdCSV，吸附阴极溶出伏安法; Catalytic AdCSV，催化吸附阴极溶出伏安法． 络合剂: TAC，2-( 2-噻唑偶氮) -对甲苯

酚; NN，1-亚硝基-2-萘酚; DHN，2，3-二羟萘; DMG，丁二酮肟． NＲ，未报道．

3 碳电极

碳基电极具有背景电流低、电位窗口宽、表面性质丰富、价格低廉等优点，因此碳基电极可作为汞电

极的良好替代材料，常对其表面进行修饰，用于金属元素的分析检测［50］．经过电极表面修饰的玻碳电极

( GCE) ［51-52］和碳糊电极( CPE) ［53-54］可用于铁的分析检测，但是检出限一般满足不了海水中痕量铁的检

测要求，因此常用于河水等自然水体中铁浓度的测定．本文总结整理了近 20 年来采用修饰碳基电极检

测水体中铁浓 度 的 相 关 文 献，并 给 出 了 相 应 的 修 饰 方 法 和 最 低 检 出 限，见 表 2． 最 早 一 篇 报 道 是

Florence［55］于 1970 年在旋转圆盘玻碳电极上原位沉积上一层薄汞膜，利用 Bi－EDTA 与 Fe( Ⅲ) 发生竞

争反应，采用阳极溶出法进行分析检测，最低检出限可达到 9 nmol·L－1．随后，在 1972 年有一篇使用旋转

圆盘玻碳电极直接进行 Fe( Ⅲ) 检测的文献报道，该方法是在酸性溶液中进行负扫电压，检测 Fe( Ⅲ) 的

还原电流，来定量分析铁的浓度，检出限为 0．1 μmol·L－1［56］．自 1990 年至今，对于碳基电极的修饰主要

分为两类: 一是采用 Nafion( 全氟磺酸) ［57］、壳聚糖［52］、铋膜［58］等进行电极修饰，二是基于纳米粒子的大

比表面积、高催化活性等优点，催生出一系列可以灵敏检测铁的活性修饰膜，例如在电极表面修饰上

二硫二苯胺( DTDA) 和纳米金［59］、多壁碳纳米管和纳米铂［60］．在第一类方法中，Nafion 作为一种具有化

学惰性、非电活性、亲水性、热力学稳定等特点的高分子聚合物膜，可以加快铁络合物在电极表面的预富

集过程［39］．例如 Gao 等［61］利用 Nafion 修饰碳糊电极表面，富集 3 min 后，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实现了

对 Fe( Ⅱ) －2，2'－联吡啶络合物的检测，检出限为 0．1 nmol·L－1．自 2000 年以后，利用化学修饰碳基电极

检测水样中的铁的检出限较之前有大幅度降低( 除了采用旋转圆盘电极以外) ．目前，最灵敏的方法是

Stefan 等［62］在 2003 报道的，用金刚石粉末和石蜡制作的糊状电极，可以实现对 0．1 pmol·L－1 Fe( Ⅲ) 的

灵敏检测．因为单晶质的金刚石的电极性能比玻碳电极更好，其背景电流更低、电位窗口更宽、电容更

低．并且该方法不需要进行电极表面修饰和使用络合剂，可成为今后用于海水中痕量铁含量检测的优异

电极材料．铋膜修饰的玻碳电极的最大优势在于铋膜与汞具有相似的电化学性质，并且其制备简单、环
境友好，是汞膜及汞电极的良好取代材料．铋膜修饰电极的检测过程与汞电极相似，首先利用络合剂与

Fe( Ⅲ) 形成稳定的络合物，对络合物施加一个定值负电位，将其吸附到电极表面上，然后通过测定络合

物阴极溶出电流的大小来进行定量分析．同样在整个电极反应中，可通过加入氧化剂 KBrO3来进一步降

低检出限．目前，在铋膜修饰的玻碳电极上，可利用 PAN 作为络合剂，检出限为 1．8 nmol·L－1，适用于海

水中痕量铁的分析测定［58］．此外，利用 TEA 作为络合剂的体系，采用氧化剂 KBrO3 来催化整个反应进

程，检出限可达到 7．7 nmol·L－1［63］．最新的文献报道是基于多壁碳纳米管可以改善电极表面性能和铂纳

米粒子的电化学催化效应构建的用于检测 Fe( Ⅱ) 的修饰电极，检出限可达到 3 nmol·L－1［60］．Gholivand
等［59］在碳糊电极表面修饰上 DTDA 和纳米金，基于 DTDA 可以和 Fe( Ⅱ) 形成稳定的络合物，来灵敏分

析植物种子中的 Fe( Ⅱ) ，检出限可达 0．03 nmol·L－1，该方法检测低，可为灵敏可靠检测海水中痕量二价

铁提供建设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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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碳基电极检测水体中铁的研究结果总结

Table 2 Summary of reported results on the iron determination in waters using carbon electrodes

方法 电极 修饰剂 /络合剂 检测形态 检测水体
检测限 /

( mol·L－1 )
发表年 参考文献

MSWV-DD GCE Nafion Fe( Ⅲ) +Fe( Ⅱ) 孔隙水 1．5×10－6 2001 ［51］

CSV GCE 壳聚糖 Fe 自来水、矿泉水 1．8×10－7 2001 ［52］

IEV GCE Nafion，Tosflex Fe( Ⅲ) +Fe( Ⅱ) 孔隙水 1．0×10－7 2002 ［57］

DPASV DPE NA Fe( Ⅲ) 河水 3．0×10－8 2003 ［62］

DPV GCE 铋 /TEA Fe( Ⅲ) 河水 7．7×10－9 2005 ［63］

SW-AdSV GCE 铋 /PAN Fe( Ⅲ) 海水 1．8×10－9 2008 ［58］

SW-AdCSV CPE 5-Br-PADAP Fe( Ⅲ) 地表水、自来水 1．7×10－9 2010 ［26］

CV C-MEE 纳米金 Fe( Ⅲ) 工业及自然水体 1．3×10－9 2012 ［64］

SWV EPPG NA Fe( Ⅲ) 饮用水 2．0×10－6 2013 ［65］

电极: GCE，玻碳电极; DPE，金刚石糊状电极; CPE，碳糊电极; C-MEE，碳微电极阵列; EPPG，棱面热解石墨电极． 方法: MSWV-DD，双

微分模式下的多重方波伏安法; CSV，阴极溶出伏安法; IEV，离子交换伏安法; DPASV，差分脉冲阳极溶出伏安法; DPV，差分脉冲伏安

法; SW-AdSV，方波吸附溶出伏安; SW-AdCSV，方波吸附阴极溶出伏安法; CV，循环伏安法; SWV，方波伏安法． 修饰剂 /络合剂: TEA，三羟

乙基胺; PAN，1-( 2-吡啶偶氮) -2-萘酚; 5-Br-PADAP，2-( 5-溴-2-吡啶偶氮) -5-二乙氨基苯酚． NA，未使用．

4 贵金属电极

除了常用的汞和碳以外，还有很多种贵重金属可作为电极材料，其中金和铂是使用最为广泛的金属

电极．金属电极最大的优点是电子传递速率快、阳极电位窗口宽．但是金属电极表面易吸附氧化物导致

背景噪声增大，电极反应动力学发生改变［41］，限制了其在检测自然水体中铁形态及浓度中的应用．
Young 等［66］于 1972 年报道了一篇使用铂环盘电极，在醋酸-醋酸钠缓冲体系中，实现了对 Fe( Ⅱ) 的检

测，检出限为 0．7 μmol·L－1．尽管铂电极经过修饰和改进，例如使用旋转圆盘铂电极［27，67］，能够实现对

Fe( Ⅲ) 或 Fe( Ⅱ) 的检测，但是检出限多在 10－5 mol·L－1级别．因此对于自然水体，尤其是海水中痕量铁

的浓度测定，几乎很少使用铂电极．金比铂更惰性，氧化物薄膜不易在金电极表面形成，使金电极更适用

于铁的分析检测．近几年来，运用金电极检测分析自然水体中的铁含量的报道越来越多．例如，Gun 等［68］

在金丝微电极表面镀上一层汞膜，采用催化阴极溶出伏安法，使用 H2O2作为氧化剂，在 60 min 吸附时间

下，对 Fe( Ⅲ) 的最低检出限可达到 0．1 nmol·L－1，与流动注射系统联用，可用于实际海水样品检测．许昆

明等［69］制备了一种金汞齐微电极，可用于海洋沉积物间隙水中 Fe ( Ⅱ) 的现场分析检测，检出限为

5 μmol·L－1．该方法简单，可直接插入测定，不会扰动沉积物，避免由于环境条件变化所带来的测量误差．
Shervedani 等［70］在金电极表面自组装修饰上 2-巯基琥珀酸，利用 2-巯基琥珀酸上的羧基对 Fe( Ⅲ) 进行

选择性配位络合，可以达到 30 pmol·L－1的最低检出限，并对自来水、矿泉水中的 Fe( Ⅲ) 进行了回收率实

验，回收率均在 90%—110%之间，表明该方法灵敏、可靠．Zakharova 等［64］在碳微电极阵列表面电沉积上

一层金，制备了金微电极阵列，对 Fe( Ⅲ) 进行了直接电化学检测，通过对实验方法进行改进，将还原峰

电流对峰电位进行一次导数处理，最低检出限可达 12．5 nmol·L－1．

5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电化学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自然水体及海水中铁的形态及浓度的分析检测，并取得了

较大进步．然而，电化学方法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 1) 海水中痕量铁及其形态分析的难度大、精确度

不高; ( 2) 在线检测技术还不成熟．在今后的研究中，寻找对天然水体干扰最小的测定方法和技术，提高

体系的分析速度和检测效率以及检测海水中痕量铁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实现海水中铁的形态分析是主

要的发展方向．并且结合电化学方法能够微型化，易与流动分析技术联用等优势，构建连续自动检测系

统，实现在线实时监测，可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样品采集和运输造成的污染．这必将成为快速准确检测

分析海水中痕量铁形态及含量的有效手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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