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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有关资料中显示，1991 年提出的全二维气相色谱法（以下简称 GC×GC)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了正交分离。由于其自身所具备

的峰容量大、分辨率高、反应时间短等有利条件，所以在领域里迅速发展起来，是到目前为止分辨率最高的分离技术。因此 GCxGC 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特别适合复杂样品分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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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现在生活质量的提高，原来越多的人开始只追求精神

上的快感而忽略了身体的健康，这也导致了许多疾病的发生。当有

疾病发生时，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药物，药物用来是预防或者是

抑制、缓解、治疗人或其他动物疾病的东西。药物的质量涉及到一

个生物的健康与否。随着医药技术的发展，对药物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所以在药物分析的研究范围里，只有相关的分离技术不断提高，

药物分析的领域才能不断的进步发展 

一、全二维气相色谱的原理 
全二维气相色谱是在传统的二维色谱技术的基础上改善进而

发展起来的。它通过在线分离的新模式,以极性和温度的变化来实现

气相色谱分离的正交化,从而有效的利用分离空间,更好更快的提高

分离速度和增加峰容量。它的工作原理是两根色谱柱通过调制器的

连接，调制器再通过传送的作用将第一根色谱柱分离后的每个色谱

峰都调制后以脉冲的方式运送到第二根色谱柱上，从而进行下一步

的分离柱。从它的运行原理来看，全二维气相色谱是以串联的方式

将两个独立的色谱柱串联在一起，组合成一个新的气象色谱。色谱

柱在分离出相应的色谱峰后，在分别通过调制器进行下一步的调

制、脉冲、再分离等实践操作。 

二、全二维气相色谱在医学领域药物的分析 

2.1 全二维气相色谱在兴奋剂、有害物等方面的分析检测 

全二维气相色谱集高度辨识性、灵敏性为一体的分离运行系

统。如果将它运用到兴奋剂或有害物质的检测中，一定能取得更好

的效果。根据有关实验表明，GC×GC 能够识别多种胺类药物，还

能提高质量分析的可靠性。经过多次的实验证明，GC×GC 与以前

传统的检测方法比较来说，GC×GC 检测法更具准确性、灵敏性，

并且其检测出来的效果更加明显。所以在这个有利条件才，GC×

GC 现在被广泛应用到药物的检测中。另外研究发现，如果将 GC×

GC 跟质谱结合后，其可以自动鉴别大量种类的药物，最客观的是

它能针对某一个病例的情况展开实际的检测操作，来完成实验和分

析工作，这也使得药物在实践中研究中取得了更准确的结果。 

2.2 全二维气相色谱在天然药物、中药等方面的分析检测 

据统计，目前纳入我国中药体系的药物已经超过一万种。随着

社会发展的进步，人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高品质的生活追求让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中药。经研究发现，中药当中的很多气血性药材

中含有挥发性油质，在医学的专业性试验下表明，含有的挥发性油

质的药材有着很大的作用，可以起到镇咳止喘、杀菌灭菌、驱寒除

热等药效，有很多药材还可用于抵抗肿瘤的扩散。目前有关这类挥

发性油药材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项：①严格这类控制药材的质

量，不掺假不虚报；②对药材进行严谨全面的检测，确定其成分和

功效；但是由于中药种类众多，并且其组成结构极其复杂，如果要

对其进行深一步的研究，必须要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这时候 GC

×GC 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GC×GC 在分析中药的实践中，可以

达到准确的鉴别本身具有的具体特性，这在中药研究领域无疑起着

重大的作用。有关实验显示。GC×GC 可以借助二维全色谱图像从

而实现更准确的匹配分析，借助 GC×GC-可快速鉴别很多普通方

法鉴别不了的物质，同时也具备着更高的准确性。 

三、全二维气相色谱发展前景展望 
全二维气相色谱因自身具有更大的峰容量和更高的分辨率的

特点，它在研究领域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现代药物分析的领域

具有的无限的潜力。它自身在药物毒性检测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

在中药的研究领域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特别是中药质量控制方

面有着重大的作用。在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需求，GC×GC 更能满

足检测的定性需求，而且 GC×GC 检测出的数据具有二维特性，这

为药物的研究提供了更准确、更显著的数据。由此不难看出，GC

×GC 在医学领域中的对药物分析工作起着比预估更加有意义有价

值的作用。由于 GC×GC 自身所具备的高分辨性能和分离功能。所

以在应用到药物研究领域后，才能够实现更准确地鉴别各种复杂药

物的内部组成成分及结构等。我们都知道，药物样品本身的检测就

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当某些药物的特性具有相近性时，GC×GC 能

更好更准确地判定不同药物之间的存在的区别，进而有效的简化了

药物分离的操作流程。但是ＧＣ×ＧＣ技术并不是完美的，它也有

许多要改进的地方。 

3.1 对有机污染物的分析领域 

除了目前已经知道的污染物的研究之外，ＧＣ×ＧＣ还分离出

了许多新型的未知污染物，这些未知的污染物目前缺乏有效的标准

样品，大数据中也没有记载。但是随着ＧＣ×ＧＣ定性谱库的不断

完善，该技术一定会给污染物的研究工作带来新的突破。 

3.2 商品化的仪器主要是靠ＧＣ×ＧＣ串接低分辨的质谱 

在的分析研究中，会出现同系物，同系物之间的分子质量差别

小、含量低、而等不良因素导致ＧＣ×ＧＣ串接普通的低分辨质谱

难以满足需求。这就需要采用高分辨质谱，因此，ＧＣ×ＧＣ与高

分辨飞行时间质谱的结合使用会更好地促进复杂污染物的分析。 

综上所述，这就要求我们在ＧＣ×ＧＣ领域需要不断的创新发

展，从而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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