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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原理上叙述荧光偏振发射平台法
,

并用荧光单体
一

单体混合物及单体
一

聚 合 物

体系进行验证试验
。

前者如荧光黄
一

罗丹明s( 或四碘荧光素
、

或罗丹明B ) ,

后者如罗丹明 6G
-

罗丹明6 G 聚合物体系
,

结果满意
。

关性词 荧光
,

荧光偏振
.

1 引 言

自然界样品中往往共存着多种 荧光单体
,

或者共存着单体和聚合物
,

人们常用其吸收光

谱和荧光发射光谱的差异来加 以辨别
。

L a k o w ic z 〔‘’指出
,

荧光体的荧光偏振值与荧光发射

波长无关
,

若荧光偏振发射谱有差异
,

就意味着存在不 同状态的荧光体
。

H an da 等
〔“’曾用

其差异来辨别 2 一

乙基毗吮及其激基缔合物
,

但未见有关偏振发射平台法的系统报道
。

本文从原

理上进一步阐述了荧光偏振发射平台法
,

并用荧光黄和罗丹明S( 或四碘荧光素
、

或罗丹明B )

混合物
,

以及罗丹明6G 和罗丹明6G 聚合物体系
,

验证了方法的可靠性
,

结果满意
。

2 方 法 原 理

在偏振光激发下
,

粘性介质中的荧光体所发射的荧光亦为偏振光
。

荧光偏振尸 定义 为

尸 二 ( 1 )J-一1I一z
占

、一乍

产了�J矛了2一r
一产

式中I 刀
、

I J- 分别为起偏片和检偏片偏振取向互

为平行和互为垂直时所测得的荧光强度
, G 为

较正因子
。

由于溶液中的荧光体被激发时存在

着光选性
,

以及吸收光子和发射光子时电偶极

矩并非共线
,

即存在平均角移
a ,

因此
,
尸值应落

于0
.

50 ~ 一 0
.

33 之间
。

由实践得知
a
值与激光

波长有关而与发射波长无关
,

故由偏振激发谱

可知
,

在一定波长的偏振光激发下
,

不同荧光

体的发射区会出现一偏振值不同的平台区
汇‘〕 。

设溶液中存在 着 荧光 体 A 和 B 两个组

分
,

它们具有如图 1 (上 )所示的发射光谱 ; 另

设在同一偏振波长光激发下
,
尸 A < 尸 。 ,

则 可以

预计
,

在其偏振发射谱中会出现如图 1 (下 )所

示的不 同偏振值的平台区及其过渡区
。

据此可

用来辨别共存的不 同荧光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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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荧光体A 和 B共存时的发射谱
(上 )和荧光偏振发射谱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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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果 与
.

讨 论

3
.

1 不同荧光单体的分辨

图 2为荧光黄(son g / m l) 和罗丹明S (32 0 0n g / m l) 混合物于4 9 0n m 光激发下的荧光发射光

谱(虚线 )和偏振发射谱 (实线 )
,

可见由其偏振发射谱来辨别荧光黄 (尸 = 0
.

2) 和罗丹明S (尸 =

。
.

36 )容易得多
。

荧光黄和四碘荧光素 (或罗丹明B )混合物的实验结果相似
,

文中不予详述
。

3
.

2 荧光单体和架合休共存的分辨

图 3 (上)的曲线 a和b分别为浓度 10 On g / m l和10
“n g/ m l罗丹明 6G 溶液的发射谱

。

曲线 a

于600 n m 附近有一明显的肩敲 而曲线b贝寸没有
,

根据一般知识
,

可以认为在 10 On g / m l高浓

度的罗丹明 6G 溶淮中巳有部分转化为相应的聚合物
,

其偏振发射光谱应出现两个平台区多

曲线 b相应的溶液稀得多
,

基本上不存在聚合物
,

其偏振发射谱应只出现一偏振值基本恒定

的平台
。

实验结果与设想相符(见图 3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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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荧光黄和罗丹明S的发射谱(虚线 )

和偏振发射谱 (实线)

入
。 二 : 4 0 0 n m ,

介质
: 6 0 % 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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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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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罗丹明6G 的发射谱 (上)

和偏振发射谱(下)

曲线a罗丹明6 G 10 ‘n g / m l
,

曲线b罗丹明 6G lo 3 n g/ m l

入
。 x : so o n m

,
介质 甘油6 0 %

。

最近本实验室江云宝 等用此法来辨别共存的十六烷基三苯基澳化麟及其激基缔合物
,

亦

获得满意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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