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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３５１４—２００９《核级银铟镉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２３５１４—２００９相比较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英文缩写ＥＤＴＡ为Ｎａ２ＥＤＴＡ（见第２章，２００９年版全文）；

———修改了氯化钠及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标定次数（见２．２．１４，２００９年版的３．１３）；

———修改了仪器设备部分的内容（见２．３，２００９年版的第４章）；

———增加了银滴定部分对ｐＨ计的描述（见２．５．３．３，２００９年版的６．２．３）；

———将允许差改为精密度（见２．７，２００９年版的８．２）；

———增加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见第３章）。

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４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

公司、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厚勇、王小静、王歆凯、许洁瑜、张俊峰、刘婷、王长华、王津、侯川、熊晓燕、

墨淑敏、张林娜。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情况为：

———ＧＢ／Ｔ２３５１４—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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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级银铟镉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级银铟镉（ＡｇＩｎＣｄ８０１５５）合金中主成分银、铟、镉及杂质元素镁、铋、铜、铁、锰、镍、

铅、锡、锌含量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核级银铟镉（ＡｇＩｎＣｄ８０１５５）合金中主元素银、铟、镉含量和杂质元素镁、铋、铜、铁、

锰、镍、铅、锡、锌含量的测定，测定范围：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２　银、铟、镉含量的测定　滴定法

２．１　原理

样品用硝酸溶解。先采用电位滴定法测定银含量，使用复合银电极，用氯化钠标准溶液滴定至电位

终点；调整溶液ｐＨ值为２．５，以ＰＡＮ为指示剂，用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溶液滴定铟；调整溶液ｐＨ值为６．０，

继续用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溶液滴定镉。

２．２　试剂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试验室二级水。

２．２．１　电解银（狑Ａｇ≥９９．９９％）。

２．２．２　金属铟（狑Ｉｎ≥９９．９９％）。

２．２．３　金属镉（狑Ｃｄ≥９９．９９％）。

２．２．４　氨水（ρ０．９０ｇ／ｍＬ）。

２．２．５　冰乙酸（ρ１．０４９ｇ／ｍＬ）。

２．２．６　硝酸（ρ１．４２ｇ／ｍＬ）。

２．２．７　硝酸（１＋１）。

２．２．８　氢氧化钠溶液（２００ｇ／Ｌ）。

２．２．９　乙酸乙酸钠溶液：称取乙酸钠２０ｇ溶于水中，加入４６．２ｍＬ冰乙酸（２．２．５），用水稀释至

５００ｍＬ，混匀。

２．２．１０　ＰＡＮ指示剂：称取０．１ｇＰＡＮ指示剂溶于１００ｍＬ甲醇中，混匀。

２．２．１１　氯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犮≈０．０５０ｍｏｌ／Ｌ）：称取２．９２ｇ氯化钠（预先在５６０℃烧４ｈ后，置于干燥器

中冷却至室温）置于５００ｍＬ烧杯中，加３００ｍＬ水溶解，移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

２．２．１２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犮≈０．０１０ｍｏｌ／Ｌ）：称取３．７２ｇＮａ２ＥＤＴＡ置于

５００ｍＬ烧杯中，加３００ｍＬ水溶解，移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

２．２．１３　银铟镉（ＡｇＩｎＣｄ８０１５５）标准混合溶液：准确称取事先用有机试剂清洗并于干燥器中干燥的金属

电解银（２．２．１）８．００００ｇ，金属铟（２．２．２）１．５０００ｇ和金属镉（２．２．３）０．５０００ｇ，一并放入１５０ｍＬ烧杯中，

加入５０ｍＬ硝酸（２．２．７），低温加热使样品溶解完全，除尽氮的氧化物，移入１００ｍＬ棕色容量瓶中，用

水稀释至刻度，混匀。

２．２．１４　氯化钠及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标定：移取１０．００ｍＬ银铟镉标准混合溶液（２．２．１３）

置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移取四份上述溶液各１０．００ｍＬ分别置于四个１００ｍＬ

烧杯中，用水稀释至约４０ｍＬ。以下按２．５．３．３～２．５．３．５进行。各元素平行标定所消耗标准滴定溶液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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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极差值应不超过０．０２ｍＬ，取其平均值。按公式（１）、公式（２）和公式（３）分别计算得到氯化钠标准

溶液（２．２．１１）滴定银的浓度犮１，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溶液（２．２．１２）滴定铟和镉的浓度犮２，犮３。

犮１＝
０．０８×１０００

犞１×１０７．８７
……………………（１）

犮２＝
０．０１５×１０００

犞２×１１４．８２
……………………（２）

犮３＝
０．００５×１０００

犞３×１１２．４０
……………………（３）

　　式中：

犮１　　———氯化钠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１）滴定银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犮２ ———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２）滴定铟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犮３ ———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２）滴定镉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犞１ ———平行滴定银所消耗的氯化钠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１）的体积平均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２ ———平行滴定铟所消耗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２）的体积平均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３ ———平行滴定镉所消耗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２）的体积平均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０．０８ ———标定时移取的银铟镉标准混合溶液中银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１０００ ———体积单位换算因子；

０．０１５ ———标定时移取的银铟镉标准混合溶液中铟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０．００５ ———标定时移取的银铟镉标准混合溶液中镉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１０７．８７———银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

１１４．８２———铟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

１１２．４０———镉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

２．３　仪器设备

２．３．１　自动电位滴定仪。

２．３．２　ｐＨ计。

２．４　样品

将样品加工成长度不大于５ｍｍ的碎屑。

２．５　试验步骤

２．５．１　试料

称取１．００ｇ样品（２．４），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

２．５．２　平行试验

平行做两份试验，取其平均值。

２．５．３　测定

２．５．３．１　将试料（２．５．１）置于１５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５．０ｍＬ硝酸（２．２．７），盖上表面皿，室温下溶解至反应

近乎停止，低温加热至试料（２．５．１）溶解完全，煮沸去除氮的氧化物，取下。冷却至室温，吹洗表面皿及

烧杯壁，将溶液转移至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

２．５．３．２　移取１０．００ｍＬ上述溶液于１００ｍＬ烧杯中，用水稀释至约４０ｍ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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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３　银的滴定：在烧杯中插入ｐＨ计（２．３．２）的电极，加入硝酸（２．２．７）或氢氧化钠溶液（２．２．８）调整

溶液ｐＨ值为１．０±０．２。插入复合银电极，用氯化钠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１）滴定至电位突跃最大为终

点，记录消耗氯化钠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１）的体积。

２．５．３．４　铟的滴定：提起复合银电极，将电极上残留液用水冲洗至烧杯中，加入乙酸乙酸钠溶液

（２．２．９），调整溶液ｐＨ值至２．５±０．２。将溶液加热至沸腾，待上层溶液澄清时停止加热，加５滴～６滴

ＰＡＮ指示剂（２．２．１０），趁热用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２）滴定，溶液变为橙黄色近终点时，逐滴

补加乙酸乙酸钠溶液（２．２．９）准确调整ｐＨ 值为３．０，继续滴定至溶液突变为亮黄色。记录消耗

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２）的体积。

２．５．３．５　镉的滴定：加入氨水（２．２．４）调整溶液ｐＨ 值至６．０±０．２，溶液由亮黄色变为紫红色。用

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２）滴定，溶液变为橙黄色近终点时，逐滴补加氨水（２．２．４）准确调整ｐＨ

值为８．０，继续滴定至溶液再次突变为亮黄色，此时，溶液的温度应不低于５５℃。记录消耗Ｎａ２ＥＤＴＡ

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２）的体积。

２．６　试验数据处理

银含量、铟含量和镉含量分别以银、铟和镉的质量分数狑Ａｇ，狑Ｉｎ，狑Ｃｄ计，按公式（４）、公式（５）和公式

（６）计算：

狑Ａｇ＝
犮１·犞４·犞０×１０７．８７

犿０·犞×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４）

狑Ｉｎ＝
犮２·犞５·犞０×１１４．８２

犿０·犞×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５）

狑Ｃｄ＝
犮３·犞６·犞０×１１２．４０

犿０·犞×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６）

　　式中：

犞４———滴定试液中银消耗氯化钠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１）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０———溶解试样溶液总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０———试料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犞 ———分取试样溶液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５———滴定试液中铟消耗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１）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６———滴定试液中镉消耗Ｎａ２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２．２．１１）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二位。

２．７　精密度

２．７．１　重复性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测定值，在表１给出的平均值范围内，测试结果差的绝

对值不超过重复性限（狉），超过重复性限（狉）的情况不超过５％。

表１　重复性限

元素 质量分数／％ 重复性限狉／％

Ａｇ ８０．１７ ０．２２

Ｉｎ １４．９８ ０．２７

Ｃｄ ４．９２ ０．１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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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　再现性

在再现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测定值，在表２给出的平均值范围内，测试结果差的绝

对值不超过再现性限（犚），超过再现性限（犚）的情况不超过５％。

表２　再现性限

元素 质量分数／％ 再现性限犚／％

Ａｇ ８０．１７ ０．３４

Ｉｎ １４．９８ ０．２７

Ｃｄ ４．９２ ０．１８

３　镁、铋、铜、铁、锰、镍、铅、锡、锌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３．１　原理

样品经硝酸溶解。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镁、铋、铜、铁、锰、镍、铅、锡和锌的含量；以内标

法校正基体的影响。按工作曲线法计算各元素的质量浓度，以质量分数表示测定结果。

３．２　试剂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优级纯的试剂，所用的水为电阻率≥１８．２ＭΩ·ｃｍ
－１的试验

室一级水。

３．２．１　硝酸（ρ１．４２ｇ／ｍＬ）。

３．２．２　硝酸（１＋１）。

３．２．３　盐酸（ρ１．１９ｇ／ｍＬ）。

３．２．４　盐酸（１＋１）。

３．２．５　镁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１．００００ｇ金属镁（狑 Ｍｇ≥９９．９９％）置于３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２０ｍＬ水，

缓慢加入２０ｍＬ硝酸（３．２．２），低温溶解，加热除去氮的氧化物，取下冷却，移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

入５０ｍＬ硝酸（３．２．２），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１．０ｍｇ镁。

３．２．６　铋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１．００００ｇ金属铋（狑 Ｂｉ≥９９．９９％）置于３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２０ｍＬ硝酸

（３．２．２），低温溶解，加热除去氮的氧化物，取下冷却，移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５０ｍＬ硝酸（３．２．２），

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１．０ｍｇ铋。

３．２．７　铜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１．００００ｇ金属铜（狑 Ｃｕ≥９９．９９％）置于３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２０ｍＬ硝酸

（３．２．２），低温溶解，加热除去氮的氧化物，取下冷却，移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５０ｍＬ硝酸（３．２．２），

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１．０ｍｇ铜。

３．２．８　铁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１．００００ｇ金属铁（狑 Ｆｅ≥９９．９９％）置于３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３０ｍＬ硝酸

（３．２．２），低温溶解，加热除去氮的氧化物，取下冷却，移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５０ｍＬ硝酸（３．２．２），

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１．０ｍｇ铁。

３．２．９　锰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２．７４７４ｇ硫酸锰，置于３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少量水溶解后，移入

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１．０ｍｇ锰。

３．２．１０　镍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１．００００ｇ金属镍（狑Ｎｉ≥９９．９９％），置于３００ｍＬ烧杯中，盖上表面皿，加

入１５ｍＬ硝酸（３．２．２）中，低温溶解完全后。冷却，转移至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５０ｍＬ硝酸（３．２．

２），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１．０ｍｇ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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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１　铅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１．００００ｇ金属铅（狑Ｐｂ≥９９．９９％），置于３００ｍＬ烧杯中，盖上表面皿，加

入３０ｍＬ硝酸（３．２．２）中，低温溶解完全后。冷却，转移至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５０ｍＬ硝酸

（３．２．２），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１．０ｍｇ铅。

３．２．１２　锡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１．００００ｇ金属锡（狑Ｓｎ≥９９．９９％），置于３００ｍＬ烧杯中，盖上表面皿，加

入５０ｍＬ盐酸（３．２．４）中，低温溶解完全后。冷却，转移至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１５０ｍＬ盐酸

（３．２．４），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１．０ｍｇ锡。

３．２．１３　锌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１．００００ｇ金属锌（狑Ｚｎ≥９９．９９％），置于３００ｍＬ烧杯中，盖上表面皿，加

入２０ｍＬ硝酸（３．２．２）中，低温溶解完全后。冷却，转移至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５０ｍＬ硝酸

（３．２．２），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１．０ｍｇ锌。

３．２．１４　混合标准溶液 Ａ：分别移取１．００ｍＬ镁、铋、铜、铁、锰、镍、铅、锡、锌标准贮存溶液（３．２．５～

３．２．１３）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５ｍＬ硝酸（３．２．２），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镁、铋、

铜、铁、锰、镍、铅、锡、锌各１０μｇ。

３．２．１５　混合标准溶液Ｂ：分别移取０．１０ｍＬ镁、铋、铜、铁、锰、镍、铅、锡、锌标准贮存溶液（３．２．５～

３．２．１３）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５ｍＬ硝酸（３．２．２），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镁、铋、

铜、铁、锰、镍、铅、锡、锌各１．０μｇ。

３．２．１６　钪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１．００００ｇ金属钪（狑Ｓｃ≥９９．９９％），置于３００ｍＬ烧杯中，盖上表面皿，加

入２０ｍＬ硝酸（３．２．２）中，低温溶解完全后。冷却，转移至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５０ｍＬ硝酸

（３．２．２），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１．０ｍｇ钪。

３．２．１７　铥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１．００００ｇ金属铥（狑Ｔｍ≥９９．９９％），置于３００ｍＬ烧杯中，盖上表面皿，加

入２０ｍＬ硝酸（３．２．２）中，低温溶解完全后。冷却，转移至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５０ｍＬ硝酸

（３．２．２），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１．０ｍｇ铥。

３．２．１８　钪、铥内标溶液：分别移取１．００ｍＬ钪标准贮存溶液（３．２．１６）、铥标准贮存溶液（３．２．１７）于

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钪、铥各１．０μｇ。

３．２．１９　氩气（体积分数≥９９．９９％）。

３．３　仪器设备

３．３．１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质量分辨率优于０．８ａｍｕ±０．１ａｍｕ；配备能够消除干扰离子如

３８Ａｒ１Ｈ＋、４０Ａｒ＋和４０Ａｒ１６Ｏ＋等的部件。

３．３．２　各元素测定同位素和内标元素的选择见表３。

表３　同位素和内标元素的选择

元素 同位素质量数 内标元素

Ｍｇ ２４ ４３Ｓｃ

Ｂｉ ２０９ １６９Ｔｍ

Ｃｕ ６３ ４３Ｓｃ

Ｆｅ ５６ ４３Ｓｃ

Ｍｎ ５５ ４３Ｓｃ

Ｎｉ ６０ ４３Ｓｃ

Ｐｂ ２０８ １６９Ｔｍ

Ｓｎ １１８ １６９Ｔｍ

Ｚｎ ６６ ４３Ｓｃ

　　注：铁元素采用碰撞模式消除干扰。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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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样品

将样品加工成长度不大于５ｍｍ的碎屑。

３．５　试验步骤

３．５．１　试料

称取０．１０ｇ样品（３．４），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

３．５．２　平行试验

平行做两份试验，取其平均值。

３．５．３　空白试验

随同试料做空白试验。

３．５．４　分析试液的制备

将试料置于１５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５ｍＬ硝酸（３．２．２），加热使试料完全溶解，冷却，移入１００ｍＬ容

量瓶中，加入１．００ｍＬ钪、铥内标溶液（３．２．１８），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待测。

３．５．５　工作曲线溶液的配制

移取０ｍＬ、０．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３．００ｍＬ混合标准溶液Ａ（３．２．１４）和０．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混合标准溶

液Ｂ（３．２．１５）于一组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１．００ｍＬ钪、铥内标溶液（３．２．１８），加入３．０ｍＬ硝酸

（３．２．２），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

３．５．６　测定

３．５．６．１　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上，仪器运行稳定后，在选定的仪器工作条件下，按表３所推荐的

同位素质量数，用配制好的系列标准溶液（３．５．５）校准工作曲线，各元素工作曲线相关系数应≥０．９９９，否

则应重新进行标准化或重新配制系列标准溶液进行标准化。

３．５．６．２　测定空白试液（３．５．３）及分析试液（３．５．４）。仪器根据工作曲线，自动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并输

出各元素质量浓度。

３．６　试验数据处理

各元素的含量以元素的质量分数狑狓 计，按公式（７）计算：

狑狓＝
（ρ－ρ０）·犞×１０

－９

犿
×１００％ ……………………（７）

　　式中：

ρ　———分析试液中各元素的质量浓度，单位为纳克每毫升（ｎｇ／ｍＬ）；

ρ０ ———空白溶液中各元素的质量浓度，单位为纳克每毫升（ｎｇ／ｍＬ）；

犞 ———分析试液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 ———试料质量，单位为克（ｇ）。

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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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精密度

３．７．１　重复性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测定值，在以下给出的平均值范围内，测试结果差的绝

对值不超过重复性限（狉），超过重复性限（狉）的情况不超过５％。重复性限（狉）按表４数据采用线性内插

法或外延法求得。

表４　重复性限

元素 质量分数／％ 重复性限／％

Ｍｇ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１６

Ｂｉ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５

Ｃ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０

Ｆｅ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１９

Ｍｎ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５

Ｎｉ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１５

Ｐｂ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１０

Ｓｎ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６

Ｚｎ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１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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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２　再现性

在再现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测定值，在以下给出的平均值范围内，测试结果差的绝

对值不超过再现性限（犚），超过再现性限（犚）的情况不超过５％。再现性限（犚）按表５数据采用线性内

插法或外延法求得。

表５　再现性限

元素 质量分数／％ 再现性限／％

Ｍｇ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２０

Ｂｉ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８

Ｃ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５

Ｆｅ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２２

Ｍｎ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８

Ｎｉ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１８

Ｐｂ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１２

Ｓｎ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８

Ｚｎ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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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样品；

———本标准编号；

———所使用的方法；

———结果；

———试验过程中出现的异常现象；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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