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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分析吸液装置的改进

陈树珍 莫理景

(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
,

广州 )

粒度分析是研究物质颗粒大小及粒级配比的一种基本手段
,

是研究沉积岩及沉积物

的重要方法
,

早为沉积学家所重视
。

大于 0
.

06 3毫米的颗粒通常采用筛析法
,

小于 O
·

06 3

毫米颗粒则需采用吸管法
,

后者仍是依据斯托克斯定律的质点沉降速度来计算一定深度

处颗粒的大小
,

在规定的时间内吸取悬液即可求出各粒级的百分含量
。

但是吸液方法和

吸液装置多种多样
,

简单的吸液方法则直接用移液管吸取悬液
,

因吸液 的时间
、

速度
、

裹 1 样品分析结果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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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

体积等都不易掌握
,

容易造成误差
。

多年来普遍采用真空泵抽吸法
,

由于配有专

用支架固定吸液管
,

吸液深度可以得到控制
,

但是吸液时间
、

速度和体积仍不易掌握
,

曾有不少单位作过改进尝试
,

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荆江水文总站 1 9 7 8年曾提出用医用

注射器吸取悬液
,

其后一些研究所也设想作过一些改进
,

本吸液装置就是在前人工作的

基础上试制成功的
。

两年多来用本装置分析样品50 0多个
,

效果 良好
。

外检分析表明
,

用本装置获得的数据与国内五个单位分析的数据 ( 表 1 ) 的平均值相一致
,

分析精度较

高
。

今将改装后的吸液装置介绍于此
,

望同行提出改进意见
,

使本装置得 以更加完善
。

改进后吸液装里的结构特点

从结构图 1 看
,

本装置比真空泵抽吸法装置简单多了
,

因为去掉了真空泵
、

电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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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

低压缸
、

连通管等笨重设备
,

换上一个 30 毫升注射器和一个 50 毫升的二通水瓶就能

达到吸取悬液的 目的
,

改装也十分容易
。

详见图 1
。

关 键 装 里

注射器 ( 7 )
、

( 8 )
、

二通水瓶 ( 1 2 )
、

吸液管 ( 2 6 ) 及限流孔 ( 1 3 )
、

连接管

( 1 1 ) 等组成一个连通器
,

由于受重力作用注射器芯及注射芯末端悬挂的重物都产生一

个向下的拉力
,

使注射器芯向下方运动
,

注射器内因溶液体积增大产生低压
,

连通的二

通水瓶内的蒸馏水便向下流进注射器
,

水瓶的上端因水体流失形成空间 ( 低压 )
。

而由

于 “ 限流孔
”
的限制作用

,

吸液管内的气体能均匀通过限流孔
,

慢慢地在吸液管内产生

低压
,

于是大气压就把量筒里 的悬浊液在 20 秒内徐徐压入 25 毫升吸液管内
。

由于作用过

程缓慢
、

均匀
、

吸液量就容易控制得准确些
,

分析样品合格率较高
,

达 9 5 %以上
。

操 作

吸液前的准备工作和吸液过程与真空泵抽吸法基本相同
,

因为用注射器代替了真空

泵
,

故在吸液前要使装置处于吸液状态
。

办法是把注射器内的蒸馏水推进二通水瓶
,

使

二通水瓶内的空气排掉
,

然后夹住软管夹子 ( 1 6 )
,

注射器芯因重力作用自然下降一段

距离
,

低压便形成了
。

此时
,

松开软管夹子
,

悬液就会在大气压力作用下被徐徐压入吸

液管内
,

很轻松地吸取到规定深度处的悬浊液
。

在吸取下一粒级悬浊液时有一点必须注

意
,

因吸去部分悬浊液后量筒里的液面下降
,

则需要再适当增加祛码的重量
,

才能保证

吸液速度不变
。

如果在在液面下降的同时使注射器和二通水瓶的位置下降同样的距离
,

也能使吸液速度保持不变
。

但是改变注射器和二通水瓶的位置不易操作
,

一般是改变祛码

的重量比较好
。

但选择多重的祛码呢 ? 需要作一次试验
,

开始可置一量筒清水
,

以确定

在规定深度处吸液所需的祛码重量
。

当得出规律之后这一过程也可以省去
。

优 点

1
.

结构简单 若用真空泵抽吸法装置来改装更为方便
,

即去掉真空 泵
,

电 动 马

达
、

低压缸等
,

换上一个注射器和一个二通水瓶 (可用标准海水瓶代替 )
、

限流孔等
,

其

它如吸液开关及冲水系统稍加改动即可
。

2
.

操作方便 每次吸液的全过程可在 1 分钟内完成
。

3
.

吸液时间
、

速度
、

体积容易掌握 若调整好定位螺钉 ( 6 ) 的位置
,

吸液体积

可以控制得十分准确
。

4
.

提高分析样品的及格率和分析精度 过去用真空泵抽吸法分析样品的及格率为

90 %左右
,

经两年多的实践证明
,

用本装置分析样品的及格率可达 95 %以上
。

5
.

造价低 与通常使用的真空泵抽吸法装置相比
,

每台可节省千元以上
。

6
.

效率高 由于分析样品及格率提高了
,

重复分析样品就少了
,

特别在无电源的

情况下能够工作
,

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

7
.

没有真空泵的噪声
,

消除了噪声污染
,

使工作环境安静
。

收稿 日期 1 9 8 5年 4 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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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e t

T h e r e f o r m e d s
i p h o n d e v i e e f o r g r a i n 一 s i z e a n a l y s i s 1 5 5 1扭 p l e e o n s t r u e t e d a n d

e a s y t o o
p e r a t e

.

I t e a n w o l l e o n t r o l t h e 了i p h o n t i m e , s p o e d a n d v o l u 扭 e
.

国际沉积学会第七届欧州年会简介

国际沉积学会第七届欧州年会于 1 9 86
,

5
,

23 一25 在波兰南部古城K r a k o w 召开
。

来 自25 个国家

的近 200 名代表到会
。

代表主要来自欧州
,

少数来自美国
、

加拿大和 中东地区
。

我作为国际地质 协 会

21 9计划邀请的中国代表到会并向会议提交了壁报展讲
。

本届年会共接纳论文摘要 1 59 篇
,

壁报展讲 41 篇
,

约 1 20 名代表作了大组发言
,

大组发 言分别在两

个会议厅 同时举行
,

会议发言涉及沉积学各个方面
,

内容丰富
,

专业性强
,

但总体上仍以讨论碎屑沉

积
,

沉积相分析等为主
。

东欧各国的代表约占到会人数的一半
,

其中不少代表的发言及其介绍的有关

资料很受代表们的关注
。

会议的另一特点是
,

这种地区性年会为青年地质学家提供了学习交流和广交朋友的极好机会
。

一

些青年代表的发言和壁报展讲
,

很有生气
、

颇受好评
。

会议期间
,

还举办了有关湖相沉积 ( I G C P 21 9 ) 和复理石相沉积等两个专题讨论会
。

已有 50 0多年历史的 J a g el lo in
a n大学是主办本届年会的东道主

。

参观大学博物馆和在那儿举 行 的 招

待会以及古老美丽的K r a k o w 古城
,

给代表们留下了极为美好的记忆
。

下届年会将于 19 87年 4 月 1 一 3 日在突尼斯举行
。

余俊清

发 自瑞士苏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