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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岩矿测试》２０１１年第５期出版期间，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了一行１４人的
代表团，于２０１１年８月赴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参加 ２０１１年国际地球化学会议
“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１１”。全球参会代表共３３５０人，中国科学家与会人数１４４人。大会
口头报告１９７０人次，报展１７４１篇。“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１１”会议共２３个议题，涉及地球
化学各个领域和方向，主要议题包括：宇宙化学，地球的形成；原始地球：从地核到

大气层；地球深部的演化和动力学；从地幔到地壳：大洋中脊和板内火山活动；大陆地

壳的形成和演变；循环：俯冲，地幔楔和弧火山作用；地球环境的演变；纳米到大陆尺

度的界面和界面过程；火山系统和自然灾害的地球化学；地球资源：能源；地球资源：

矿石；气候变化；大气气溶胶的源与汇和影响；风化、气候、构造和表面过程；海洋

大气：过去与现在；人类活动的地球化学影响；生物地球化学：从微生物到宏观世界与

循环；分析技术前沿；计算地球化学前沿；矿物学和矿物物理前沿；水文地球化学和全

球水资源的可持续性。会议内容相当丰富。建议大家阅读“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１１”会议
的摘要文集（刊登在《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１年，第７５卷，第３期），掌握当前
国际地球化学与地质分析的发展方向与未来趋势，仔细研读国际期刊上的研究方向

和研究领域，并根据我国的实际需求，有吸收、有创新地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科学研究，

真正取得具有科学意义和借鉴价值的研究数据和研究成果。这对于我们研究工作的

选题、科技论文的立意，都是极其有帮助的。

在本期的重点文章推介中，“高温熔融研制安山岩玻璃标准物质初探”（作者：

包志安，袁洪林等，见Ｐ５２１～５２７）一文采用高温熔融、淬火实验合成安山岩玻璃标准
物质，确定了安山岩玻璃标准物质合成的最佳实验条件，为合成其他地质样品微区分

析标准参考物质的研制提供了参考方法。采用液氮淬火合成的安山岩玻璃标准物质

ＧＳＲ－２Ｇ均一性较好，可作为微区分析的内部标准物质。这对于解决目前微区分析
普遍缺乏标准物质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影响大气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是悬浮颗粒物。悬浮颗粒物中可吸入大气颗粒

物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５的质量浓度与人体的健康状况显著相关。由于 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５颗粒物
粒径较小，样品处理方法复杂和采样技术要求严格、仪器分辨率低等原因，对可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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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中组分分析报道不多。“高能偏振能量色散 －Ｘ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 ＰＭ１０
大气颗粒物的组成”（作者：吉　昂，郑　南等，见Ｐ５２８～５３５）一文应用高能偏振能量
色散Ｘ射线荧光光谱（ＨＥ－Ｐ－ＥＤＸＲＦ）对ＰＭ１０颗粒物中的主、次量元素进行定量分
析。选择ＧＦ／Ａ型玻璃纤维滤膜进行采样，用聚碳酸脂膜为载体的单元素标准样品
和Ｗｈａｔｍａｎ玻璃纤维滤膜自制标准样品，研究了空气滤膜空白值对测定 ＰＭ１０大气
飘尘组成的影响，并对ＨＥ－Ｐ－ＥＤＸＲＦ法测定 ＰＭ１０颗粒物中痕量重元素的可能性
进行探讨，将测定元素范围扩展到６２个元素。该研究工作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实验
和论文做得精致，值得借鉴。

拟除虫菊酯类（简称菊酯类）农药是继有机氯农药（ＯＣＰｓ）、有机磷农药（ＯＰＰｓ）、
氨基甲酸酯杀虫剂后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发的一类仿生杀虫剂。目前全球菊酯类农
药已有工业产品近５０种，产量高，使用面积广。随着ＯＣＰｓ、ＯＰＰｓ等一大批高毒农药
被禁用和淘汰，菊酯类农药已成为主要的替代产品之一，但也存在蓄积性，有致癌、

致畸、致突变作用。提高土壤中菊酯类农药、ＯＣＰｓ和ＯＰＰｓ农药检测技术是当前主要
的研究目标。“加速溶剂萃取 －气相色谱／质谱法同时测定土壤中拟除虫菊酯类等
１８种农药残留”（作者：李　俊，赵为武等，见 Ｐ５９０～５９５）一文采用快速溶剂萃取仪
提取土壤样品，固相微萃取（ＳＰＥ）净化，气相色谱 －质谱检测器（ＧＣ－ＭＳＤ）技术
同时检测土壤中六六六（ＨＣＨｓ）、滴滴涕（ＤＤＴｓ）残留和１０种菊酯类农药。方法可以
满足土壤中ＨＣＨｓ、ＤＤＴｓ和菊酯类农药残留的检测需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在此，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涉猎，进行深入比较，写出

立意新、选题新、有创见、有价值的好文章并在《岩矿测试》发表，共同努力提升文章

与期刊的影响力。

主编：罗立强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２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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