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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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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收录了 20 篇科技论文, 展示了北京市理化分

析测试中心, 特别是材料化学分析部门暨有机材料检测技
术与质量评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科技人员的最新科研成

果。这些论文以色谱技术为主, 兼顾光谱、波谱等分析技
术, 对其在食品药品安全、分离纯化、相关包装材料等领
域的技术进步和应用进展进行了阐述, 主要提出了以下几
个观点:  

一、经典色谱技术依然是上述领域中最重要的分析手

段。基于液相色谱-紫外检测仪器的过程和产品质量控制技
术仍是最为通用的方法。顶空气相色谱技术是开展食品、

药品中各种残留溶剂检测的首选方法。基于离子色谱仪的

阴离子分离检测与氧弹燃烧前处理方法联用是测定卤素的

重要方法。 
二、新兴色谱技术为专业分析提供了更有效的解决方

案。无论是基于毛细管电泳技术的对映体类及消旋体药物

的拆分和检测, 还是对抗体、多肽等药物的分子量和等电
点的测定, 都有效地拓展了色谱技术在天然大分子分析中
的应用。凝胶渗透色谱与 18角度激光光散射检测器联用可
以有效地解决高分子物质分子量的测定问题。高速逆流色

谱技术对传统制备色谱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使中草药的分
离纯化和指纹图谱的研究工作更加容易。热裂解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技术有效地推动了高分子材料主要成分的分析测

试工作。 

三、色谱与质谱的联用技术有效地提升了分析水平。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可以快速实现超痕量物质的定量。
基于超高效液相色谱-高分辨质谱的联用技术, 可以实现
食品、药品中蛋白质、小肽杂质的分子量精确测量和一级

序列的确定。基于顶空/气相色谱-质谱的联用技术可以有
效实现挥发类有机杂质的定量和定性测定。 

四、制备色谱技术的应用得到了快速发展。固相萃取

-气相色谱技术可以定量测定药物中低浓度的残留溶剂。采
用制备/半制备液相色谱技术可以有效富集、分离、纯化低
浓度目标物, 制备量可达毫克级。中压制备色谱技术可以
简便快速地分离和富集天然产物和生物样品, 制备量可达
克级。模拟移动床技术对相似组分或简单组分可实现进行

连续分离, 制备量可达千克级。  
五、其他光谱、波谱等分析技术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显微红外光谱、热分析红外质谱

联用、核磁共振波谱、差示扫描量热等技术的灵活运用, 可
以有效解决食品药品安全、相关包装材料等领域涉及的材

料成分和性能表征问题。同时, 引入透过率、老化率, 机械
性能检测技术, 可拓展材料表征参数, 积累大量数据, 开
发新的分析方法。 

本专题收录的科技论文是由工作在分析测试一线的

科技人员撰写, 具有鲜明的应用技术研究特色和较高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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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材料检测技术与质量评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依托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材料化学和物理部两个部门, 
联合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共同申报, 于 2014 年获得北京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重点实验室着重研究有机材料中痕

量和复杂体系的化学成分解析方法和新型分离分析材料在

检测中的应用技术, 形成规范性检测方法, 构建服务于食品
包装接触材料、航空航天材料和生物医药材料产业链的检测

技术平台; 同时, 培养相关科学技术人才, 以满足有机材料
质量评价和应对突发事件中共性检测技术的特殊需求。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由多名国内知名学者组成 , 
蹇锡高院士担任主任委员。重点实验室现有实验室面积

5311平方米(理化中心实验室 3000平方米、共建单位实验
室 2311平方米), 仪器设备 130台套(理化中心 109台套, 共
建单位大型设备 21台套)。现有人员 57名(理化中心 40人, 
共建单位 17 人), 其中研究和技术人员 55 人, 管理人员 4
人(2 人兼任研究和管理工作); 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24 人, 
中级职称 22 人; 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 50 人, 其
中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 30人, 是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
充分具备新材料现代理化分析测试技术创新能力的人才团

队。目前, 承担了省部级项目 10余项、国家和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7项、各类人才培养项目 10余项, 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申请专利 4项, 获得各类奖励多项。 

实验室围绕以下研究方向产生的重大研发成果:  
一、高性能纤维分析评价方法开发: 联合承担国家科

技部创新方法专项课题, 以国家急需的战略性材料高性能
纤维为目标开展研究, 围绕高性能纤维的制备－结构形态
－性能的相关性, 结合化学所在纤维材料制备及结构演变
机理方面的基础研究优势, 以及理化中心在纤维材料检测
方法的技术储备和优势, 通过双方的高效合作和优势互补, 
解决了制备高性能纤维若干深层次的分析测试关键问题, 
建立和完善了适应于各类高性能纤维的标准化测试手段和

方法, 通过对高性能纤维产品结构和性能的评价, 指导、反
馈高性能纤维研发和生产, 为中国高性能纤维与国际技术
先进水平同步奠定了坚实的分析测试基础。 

二、新型分离材料的开发和应用: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北京市博士后基金的共同支持下, 针对现有分离材料对有

机材料, 尤其是医药材料中手性分子分离能力不足的缺点, 
结合中科院化学所在高分子材料制备及改性方面的基础研究

优势和理化中心在色谱分离技术的研究优势, 制备了多种结
构均一且精确可控的新型多糖类手性分离材料, 研究并开发
新的负载方式, 使多糖类手性分离材料与毛细管电色谱、整
体柱充分结合, 实现了其在医药材料中多种手性分子分离上
的应用, 为手性药物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三、新型分析材料的研究和应用: 围绕微量/痕量毒物
检测对分析材料的需求, 结合中科院化学所在光学探针结
构设计、制备方面的基础研究优势和理化中心在快检分析

仪器研制和国产科学仪器推广应用方面的研究优势, 通过
设计合成高选择性的有机荧光探针分子, 实现了对毒物的
标记和荧光显微分析, 开发了基于新型荧光分析材料的毒
物检测方法, 服务于公共安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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