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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９２６７《刑事技术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分为１２个部分：

———第１部分：红外吸收光谱法；

———第２部分：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法；

———第３部分：分子荧光光谱法；

———第４部分：原子发射光谱法；

———第５部分：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６部分：扫描电子显微镜／Ｘ射线能谱法；

———第７部分：气相色谱质谱法；

———第８部分：显微分光光度法；

———第９部分：薄层色谱法；

———第１０部分：气相色谱法；

———第１１部分：高效液相色谱法；

———第１２部分：热分析法。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９２６７的第１１部分。

本部分代替 ＧＢ／Ｔ１９２６７．１１—２００３《刑事技术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　第１１部分：高效液相色

谱法》。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９２６７．１１—２００３相比主要变化有：

———对部分术语和定义进行了修改（见本部分和ＧＢ／Ｔ１９２６７．１１—２００３的第３章）；

———对仪器组成、技术参数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见本部分和ＧＢ／Ｔ１９２６７．１１—２００３的第５章）；

———对检材处理方法进行了修改（见本部分和ＧＢ／Ｔ１９２６７．１１—２００３的６．１）。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理化检验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７９／ＳＣ４）

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云南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虹。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９２６７．１１—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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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技术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

第１１部分：高效液相色谱法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９２６７的本部分规定了高效液相色谱的检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刑事技术领域中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其他领域亦可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９２６７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９００８　液相色谱法术语　柱色谱法和平面色谱法

ＧＢ／Ｔ１３９６６　分析仪器术语

ＧＢ／Ｔ１４６６６　分析化学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９００８、ＧＢ／Ｔ１３９６６和ＧＢ／Ｔ１４６６６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高效液相色谱法　犺犻犵犺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犾犻狇狌犻犱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狆犺狔（犎犘犔犆）

采用高效色谱柱、高灵敏度检测器以及高压输液泵的液相色谱法，称高压液相色谱法或高速液相色

谱法。与经典的液相色谱法相比，具有很高的柱效和分离能力，对难挥发、热不稳定、分子量大的高分子

化合物及离子型化合物的分析极为有利。

３．２

超高效液相色谱法　狌犾狋狉犪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犾犻狇狌犻犱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狆犺狔（犝犘犔犆）

基于色谱理论范德米特（ＶａｎＤｅｅｍｅｔｅｒ）方程的理论基础，选用１．７μｍ小颗粒分离的理论，降低相

应的理论塔板高度，使分离度比高效液相色谱法色谱柱使用的填料５μｍ颗粒分离度提高７０％，柱效提

高３倍，因而具有更强的分离能力，更快的分析速度和更高的灵敏度，可高灵敏度、快速分离复杂组分如

天然产物或中草药及痕量的目标化合物。超高效液相色谱技术是今后高效液相色谱技术发展的趋势。

３．３

色谱图　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犿

色谱柱流出物通过检测器时所产生的响应信号对时间或对流动相流出体积的曲线图。

３．４

色谱峰　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狆犲犪犽

色谱柱流出组分通过检测器系统时所产生的响应信号的微分曲线。

３．５

峰高　狆犲犪犽犺犲犻犵犺狋

峰的顶点到基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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