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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吾GB／T18294．5—2010GB／T18294《火灾技术鉴定方法》分为六个部分：——第l部分：紫外光谱法；——第2部分：薄层色谱法；——第3部分：气相色谱法；——第4部分：高效液相色谱法；——第5部分：气相色谱一质谱法；——第6部分：红外光谱法。本部分为GB／T18294的第5部分。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本部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火灾调查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儿)归口。本部分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田桂花、鲁志宝、邓震宇、梁国福、耿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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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火灾技术鉴定方法

第5部分：气相色谱一质谱法

GB／T 18294．5—2010

GB／T 18294的本部分规定了火灾技术鉴定中气相色谱一质谱(Gc_Ms)法的术语和定义、试验原

理、试验仪器、试验条件及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汽油、煤油、柴油、油漆稀释剂等火灾现场常见易燃液体及其燃烧残留物的鉴定。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267．7刑事技术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第7部分：气相色谱一质谱法

GB／T 201 62 火灾技术鉴定物证提取方法

3术语和定义

GB／T 19267．7和GB／T 2016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总离子流色谱图 totaIion chromatogr锄
在设定的色谱分析条件下，易燃液体通过毛细管色谱柱，经质谱连续扫描得到的各组分的总离子流

强度随扫描时间变化的图谱。

3．2

提取离子流色谱图 “tncted ion chmmatogram

由总离子流色谱图中筛选出的易燃液体特征离子峰组成的图谱。

4试验原理

经实验室预处理后得到待分析试样，注射到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中，经过一根对分析试样具有良

好分离效果的毛细管色谱柱后进入质谱，得出总离子流色谱图，利用总离子流色谱图和提取离子流色谱

图辨别特征谱峰来定性地判定易燃液体的特性。

5试验仪器

5．1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

由分离易燃液体的毛细管色谱和鉴定易燃液体的质谱检测器组成的联用仪。

5．2注射器

5．2．1 液体注射器：体积范围为o．1 pL～10．o pL的微量注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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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8294．5—20105．2．2气体注射器：体积范围为o．5mL～5．omL的气密性注射器。6试验条件6．1气相色谱条件气相色谱条件主要包括：——色谱柱建议使用非极性或弱极性毛细管柱，要求对烷烃、芳香烃和稠环芳烃有很好的分离效果；——进样口温度、分流比、柱箱升温程序等条件应能够将上述物质完全分离；——推荐程序：50℃恒温2min，以10℃／min的速率升温至260℃，260℃恒温15min，满足易燃液体残留成分及其燃烧残留物的全范围分析。6．2质谱条件质谱条件主要包括：——离子源温度、传输线温度的选择应满足易燃液体各组分对质谱部分污染较小为原则；——扫描时间和扫描间隔适当；——设置适当的溶剂延迟时间，以切除溶剂峰，推荐为3min；——根据被测定的组分的质谱碎片质荷比大小选择适当的Mass(m／z)范围，推荐35AMu～400AMU。6．3溶剂和材料6．3．1本部分推荐使用的溶剂为色谱纯正已烷，也可根据需要使用其他合适的溶剂。所选用的溶剂在使用前应在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上做空白试验，以确定质谱切除溶剂峰的延迟时间，考察溶剂是否含对被测样品有干扰。6．3．2材料：脱脂棉、烧杯、定性滤纸等。7试验方法7．1含易燃液体残留物或易燃液体燃烧残留物的检材预处理按照GB／T20162规定提取的检材，对于不同类型载体中易燃液体残留物或易燃液体燃烧残留物，应分别按如下方法进行预处理：——对墙壁、玻璃等固体表面附着的烟尘，建议用浸有溶剂的脱脂棉反复擦拭，也可以将试样砸成小块后用溶剂浸泡提取、过滤除去杂质，然后在空气中自然挥发浓缩或缓慢加热浓缩至0．5mL左右；——对于各种地面、炭灰或其他实物检材，为了尽可能排除干扰，推荐采用捕集、顶空、固相微萃取、活性炭吸附等方法提取。7．2标准样品的GC_Ms谱图制备7．2．1采用标准辛烷值的汽油、标准凝点的柴油及不同的油漆稀释剂等作为未烧易燃液体标准样品。7．2．2采用7．2．1规定的易燃液体标准样品进行燃烧实验，提取各自的燃烧残留物，按7．1的规定进行预处理后，得到的试样作为易燃液体燃烧残留物标准样品。7．2．3按第6章规定的试验条件，将7．2．1、7．2．2制得的标准样品，采用5．2规定的注射器，进样量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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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I／T 18294．5—2010

大于o．5 HL，进行气相色谱一质谱法分析。

7．2．4把7．2．3制备的谱图保存在数据记录设备中，形成易燃液体标准样品Gc．Ms谱图库。

7．3火灾现场检材的Gc_Ms谱图制备

7．3．1 按7．1规定的方法，对火灾现场提取的检材进行预处理，制得火场试样。

7．3．2按第6章规定的试验条件，将7．3．1制得的火场试样，采用5．2规定的注射器，进样量不大于

o．5 pL，对试样进行气相色谱一质谱法分析，获得火场试样的Gc—Ms谱图。

7．4火场样品GDMS谱图识别

常见易燃液体残留物及其燃烧残留物的谱图特征参见附录A。将7．3获得的火场试样的Gc_Ms

谱图与7．2获得的标准样品Gc-Ms谱图进行比对，比对内容包括：

——总离子流色谱图的比对；

——提取离子流色谱图的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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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8294．5—2010附录A(资料性附录)常见易燃液体残留物的谱图特征A．1汽油中主要包括烷烃、烯烃、芳香烃和稠环芳烃等物质。当汽油经挥发和过火后，其中烷烃和烯烃成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芳香烃[苯(m／z：78)、甲苯(m／z：91)、cz乙苯(m／z：106)、cs苯(m／z：120)和c；苯(m／z：134)]和稠环芳烃[萘(m／z：128)、甲基萘(m／z：142)和二甲基萘(m／z：156)]等成分保留的比较好，特别是c。苯比苯、甲苯、二甲苯、乙苯减少相对较少，而萘、甲基萘和二甲基萘等稠环芳烃稳定不变。A．2汽油燃烧时发生了多种化学反应，生成了一些新的物质，其中大部分是多环芳烃物质，主要为芴、蒽、菲、荧蒽、芘、苯并蒽、苯并荧蒽、苯并芘、二苯并蒽、二苯并芘等。其中荧蒽、芘、苯并蒽、苯并荧蒽、苯并芘的成分所占的比例大。A．3柴油中主要包括c，～c。。的烷烃、烯烃、芳香烃和稠环芳烃等，其中苯、甲苯、二甲苯、c。苯等单核的芳香烃含量同烷烃相比相对较少，萘、甲基萘、二甲基萘含量比汽油中的含量要相对增多，柴油中还包含一些含有多核芳烃如蒽、芴等。当柴油经挥发和过火后，除保留一些原有的烷烃外，还生成了一些更高碳数的长链烷烃，其他成分的变化和汽油过火后的变化类似。A．4柴油由于沸点较高，燃烧不完全，谱图中还包含一些未燃烧柴油的特征。同时，柴油中的大量烷烃在燃烧后又生成了一些更高碳数的烷烃。和汽油相比，其正构烷烃成分要相对多一些。另外其新生成的多环芳烃成分和汽油燃烧生成的多环芳烃相类似。A．5袖漆稀释剂种类很多，根据其型号的不同，其中主要包含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等芳香烃成分及醛类、酮类、酯类等。油漆稀释剂中的烷烃成分很少，所以和汽油、柴油燃烧的色谱峰相比，燃烧后生成的多环芳烃成分更多，并且这些多环芳烃成分中苯并芘的比例和汽油、柴油燃烧后的比例明显不同，其他的芳烃成分和汽油、柴油燃烧后的成分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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