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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药物动力学(精)》介绍了药物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药物动力学的模型理论及其数学
分析方法和应用实例，论述了时辰药物动力学、手性药物动力学、特殊人群药物动力学等的最新进展
与实验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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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离子源。
质谱分析中，有机分子在高真空离子源中受电子流轰击或强电场作用，失去外层电子，生成分子离子
；或其化学键发生有规律的断裂，生成具有特征质量的碎片离子。
这些碎片离子在磁场中，按其质荷比（m／z）的不同被分离。
收集并记录这些离子及其强度，使得到分子的质谱图，给出相对分子量等分子结构信息。
所采用的质谱离子源主要有： 1）电子轰击源（EI）。
其原理是给有机化合物提供内能，使其丢失一个电子，产生正自由基离子。
其中有一些是母体分子离子，有一些则进一步转变成碎片离子。
整个质谱图犹如表征特定化合物分子结构的“指纹”。
 2）化学电离源（CT）。
其基本过程是化合物分子的质子化，形成MH+离子。
将反应气（常用的有甲烷、异丁烷、氨气等）与样品气按一定比例混合。
然后进行电子轰击。
 3）除上述两种常用离子源外，用于联用系统的还有场致电离源（FI）、场解吸附源（FD）、解析化
学电离源（DCI）等。
它们也各有一些特点。
此外也有某些复合离子源，如电子轰击源与化学电离源（EI—CI），电子轰击源与场致电离源（EI
—FI）等。
采用这种复合离子源，可同时获得两种电离方式下的质谱图。
这将使鉴定结果更加可靠。
 4）质量分析器。
质量分析器的功能是将电离中生成的离子按它们的质荷比（m／z）的太小分开，再进行质谱检测。
 GC／MS联用系统中常见的质量分析器主要有两种：①四极杆分析器：主要由四根平行圆柱形电极组
成，电极分两组，分别加上直流电压和具有一定振幅和频率的交流电压。
四极杆分析器扫描速度快，离子流通量大，结构简单，易操作，因而应用比较广泛。
但是由于分辨率较低，对高质量数离子有质量歧视效应，适用的质量范围也较小。
②磁式质量分析器：结构呈扇形，又分为单聚焦型和双聚焦型。
单聚焦型质量分析器的原理是，被电场加速的离子在未进入磁场前沿直线前进，进入磁场后，受磁场
作用，这些离子便改变运动轨迹，发生偏转。
 单聚焦分析器仅靠磁场进行质量分析。
其优点是结构较简单，操作方便。
但是这种分析器对质量相同、能量不同的离子的分辨较低。
 双聚焦质量分析器在磁分析器的前面加一个静电分析器。
该静电分析器只允许具有某个能量的离子通过。
在静电场中，离子按其不同能量聚焦，先后经p狭缝进入磁分析器。
离子在电场和磁场中的能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因此，在磁场中，能量不同、质量相同的离子又会聚到一点。
这样经过两次聚焦，就大大提高了分辨率。
 3.接口技术 接口是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系统的关键技术。
质谱离子源的真空度一般在10—3 Pa，而色谱柱出口压力却高达105Pa。
两处压差高达8个数量级，这个问题的解决就在于接口技术。
接口的功能主要有两点：一是使色谱柱出口压力与质谱离子源的压力相匹配，二是排除大量载气，使
感兴趣的色谱分离浓缩后适量地进入离子源。
常见的接口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分子分离器。
其功用是使气相色谱仪中被载气稀释的样品分子特别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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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喷射型分子分离器：其工作原理是基于在膨胀的超音速喷射气流中，不同分子量的气体具有不同的
扩散率。
色谱馏出经第一级喷射后，分子量小的载气扩散快，大部分被真空泵抽走。
待测样品分子量大，扩散慢，继续向前运动。
这样经过两级喷射，样品得到浓缩后进入离子源。
②微孔玻璃分离器，由烧结多孔玻璃管构成，其微孔径约1μm。
由于物质分子被真空抽走的速率与相对分子量的平方根成反比，而与其分压成正比。
因此，载气将先被抽走，样品气得到浓缩。
③硅橡胶膜分子分离器：利用大多数有机分子与载气分子通过硅橡胶膜的渗透率的差异，高渗透率的
样品分子穿透过膜，被浓缩后进入离子源。
 （2）开口分流分离器。
这种技术通过设置旁路排除过量色谱流出物。
色谱柱和进入质谱离子源的限流管通过一只T形三通玻璃管内的一段套管相连接。
色谱柱与限流管端之间距约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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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药物动力学》使广大医药学工作者系统了解和掌握药物动力学的经典理论与最新进展，促进我
国新药及药物新制剂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药品的内在质量，为临床制定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
药方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药学服务的水平，有力推动我国医药科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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