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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碳十四年代测定骨质样品的处理方法 

 
 
 

WW/T 0043—2012 

本标准定义了有关骨质样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基本术语，规定了骨质样品采集、骨胶原和明胶提 

取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碳十四年代测定用骨质样品采集和实验室处理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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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T 0042—2012  碳十四年代测定考古样品采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骨质样品  bone sample 

可用于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动物或人体骨骼及其制成品。 

3.2  

骨胶原  collagen 

结构蛋白质 

骨骼内的胶原成分，属动物胶原蛋白。 

3.3  

明胶  gelatin 

明胶蛋白 

骨胶原水解后的产物。 

4 骨质样品的采集 

4.1 骨质样品采集与登记 

采样原则遵照WW/T 0042—2012进行。 

应对骨质样品进行包括动物种属或人的性别、年龄等方面的鉴定。 

宜在骨骼致密部位采集样品。 

样品登记见WW/T 0042—2012的附录A和附录B。 

4.2 保存状态评估 

对骨质样品处理之前，应进行保存状态评估，内容包括： 

a）对骨质样品的保护历史进行调研，了解其保护处理方法； 

b）利用显微镜观察判定样品保存状态及污染物情况； 

c）利用红外光谱等方法对骨质样品表面污染物成分进行检测分析，并根据检测结果制定去除污染 

物的方法； 

d）根据调研、显微观察和检测分析结果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是否选用及取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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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填写骨质样品保存状态评估表，参见附录A。 

5 骨胶原和明胶提取 

5.1 骨质样品物理处理 

用物理处理方法去除样品表面污染物： 

a）用清洗干净的金属工具，机械去除表层污染物； 

b）用去离子水超声清洗。 

5.2 骨胶原和明胶提取 

在洁净处理后的玻璃器皿内，利用酸碱酸法提取骨胶原和明胶，酸、碱试剂应均为优级纯，提取 

方法如下： 

a）将物理处理后的样品进行适当破碎并称重； 

b）用0.5N盐酸溶液浸泡处理去除样品中的无机盐类； 

c）去离子水清洗至中性，离心或过滤； 

d）用1%NaOH碱液浸泡处理去除腐殖酸； 

e）去离子水清洗至中性，离心或过滤； 

f ）用0.5N盐酸溶液浸泡处理去除碱清洗过程中吸附的二氧化碳； 

g）去离子水清洗至中性得到骨胶原，离心或过滤； 

h）置骨胶原于pH值为2~3的盐酸中，约90°C恒温下至水解完毕； 

i ）离心后提取离心管上清液，冷冻干燥，得到明胶，称重； 

j ）以上过程应填写骨胶原及明胶提取过程实验记录表，参见附录B。 
注：各实验室可根据样品情况适当调整酸碱浓度等实验条件。 

5.3 明胶质量评估 

为监测明胶提取质量，必要时可选择制好的明胶样品进行如下检测： 

a）显微镜观察明胶的外观状态及杂质情况； 

b）碳、氮元素摩尔比分析，质量较好的明胶应为2.9~3.6； 

c）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分析纯度； 

d）判定是否适用于碳十四年代测定； 

e）以上过程填写明胶质量评估表，参见附录C。 

5.4 明胶包装与保存 

先用洁净铝箔包装明胶后，置入带封口的塑料袋，写明标签后放入真空干燥箱（器）中保存备 

用。 

6 实验记录 

以上各步骤均需详细填写实验记录，并将相关表格汇总，制作封面存档，封面格式宜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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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骨质样品保存状态评估表 
 
 

表A.1给出了碳十四年代测定骨质样品保存状态评估应填写有关内容。 
 
 
表A.1  骨质样品保存状态评估表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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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量 
实验室编号 样品编号 显微镜观察 红外光谱分析污染物 是否选用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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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骨胶原及明胶提取过程实验记录表 
 
 

表B.1给出了碳十四年代测定骨质样品中骨胶原及明胶提取过程实验记录的有关内
容。 

 
 
表B.1  骨胶原及明胶提取过程实验记录表 

 
 

实验室 样品重量 第一次用酸 第二次用酸 

编号 （mg） 浸泡处理 用碱浸泡处理 浸泡处理 水解 明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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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明胶质量评估表 
 
 

表C.1给出了碳十四年代测定骨质样品中明胶质量评估应填写有关内容。 
 
 
表C.1  明胶质量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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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编号 

 
 

显微镜观察 

 
 

碳、氮元素摩尔比分析 

 
 

红外光谱分析 

 
 

是否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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