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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分"因

锰矿熔融制样过程中产生气泡现象严重!影响到测定的准确性和重现性!文章提出了先加硝酸破坏锰矿样

品中的有机物!然后用
,!j!!

混合熔剂在
,)))h

熔融制样的方法!解决了锰矿熔融制样过程中有机物挥

发产生大量的气泡导致熔剂飞溅的问题!消除了试样的粒度效应和矿物效应!同时也解决了硫元素在制样

过程中容易挥发的难题"对熔剂'熔融时间'硝酸加入量等制样条件进行了选择!并采用可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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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法

校正基体的吸收增强效应!扩大了测定线形范围!进行了方法的精密度及准确度试验"与化学法对比!本法

测定锰矿中各组分的定量分析结果令人满意!方法准确'快速'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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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矿作为钢铁行业和化学工业不可缺少的生产原料!在

自然界中主要以无水和含水的氧化锰及碳酸锰形式存在!现

已知的含锰矿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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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世界主要锰矿出产国和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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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用四硼酸锂熔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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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荧光光谱同时测定锰矿中主次

元素的方法!但由于锰矿石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和碳!用四

硼酸锂熔样制样时!会产生大量的气泡导致熔剂溅出坩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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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加入量的选择

锰矿中的大量有机物是造成熔融制样时产生气泡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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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度试验

对同一锰矿试料片重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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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度'精密度可与化学法相比!结果令人满意"本文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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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锰矿进行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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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有一定的应用价

值(

"

)

"

参 考 文 献

(

,

)

!

_̂7'WO84$+

J

;45

J

!

d>NK]E;45

!

Z7'H85+XE$5

J

#蒋晓光!周
!

川!万秉忠$

FQ.

(

$1085

J

$G-04564168X408$5

#标准化报道$!

!)),

!

!!

#

@

$&

!,F

(

!

)

!

Z7'H85

J

+XE$5

J

#万秉忠$

F]$%%./08$5$G_52

(

./08$5I.0E$62G$1_=

(

$10456<T

(

$10I85.14%I40.184%

#进出口矿产品检验集粹$

FH.8

`

85

J

&

-04564162P1.22$G]E854

#中国标准出版社$!

!)),FL@F

(

@

)

!

D7'W]E.5

J

+%45

!

d>7'WO84

!

'_K]48+T84

#汤成兰!张
!

霞!牛彩霞$

FU48W45

J

-0..%-/8.5/.

#莱钢科技$!

!))L

!#

!

$&

M"F

(

M

)

!

U_'dE$5

J

!

_̂7'WO84$+

J

;45

J

!

U_Z.8+

J

45

J

#林
!

忠!蒋晓光!李卫刚$

F]E854

/

2I45

J

45.2._56;201

3

#中国锰业$!

!))!

!

!)

#

!

$&

,F

(

L

)

!

WK-$5

J

+E48

!

-N'WA8

!

U_O;+E;8

#谷松海!宋
!

义!李旭辉$

F-

(

./01$2/$

(3

456-

(

./014%754%

3

282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

!,

#

@

$&

M))F

(

R

)

!

WK-$5

J

+E48

!

U_O;+E;8

#谷松海!李旭辉$

F-

(

./01$2/$

(3

456-

(

./014%754%

3

282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

!,

#

M

$&

LR*F

(

"

)

!

>7'O84$+

3

;45

!

d>KN-E45

J

+

`

;5

!

Z7'WP.8+%85

J

#韩小元!卓尚军!王佩玲$

F-

(

./01$2/$

(3

456-

(

./014%754%

3

282

#光谱学与光谱分

析$!

!))R

!

!R

#

!

$&

@L@F

%.;-=7=>)E4.7G5:

6

2.09.

6

595;*=35>;.9R*;9*>

B

*

'.;.9:*35;*=3=>

09*:59

B

537%*3=9/2.:.3;4*3%53

+

53.4.&9.?

B

!"15

B

)2E=9.4A.3A.

G

6

.A;9=:.;9

B

-N'WA8

!

WKN9.5

!

WK-$5

J

+E48

)

D845

`

85<501

3

+<T80_52

(

./08$5456e;4145085.H;1.4;

!

D45

JJ

;

!

@))MLR

!

]E854

H?4;95A;

!

<8

J

E0/$=

(

$5.502

!

8F.FI5

!

-8N

!

!

9.

!

P

!

7%

!

N

@

!

]4N

!

I

J

N456-

!

85=45

J

45.2.$1.?.1.6.0.1=85.6:

3

O+14

3

G%;$1.2/.5/.2

(

./01$=.0.1FH./4;2.=45

J

45.2.$1.24=

(

%.1.%.42.24%$0$G481:;::%.26;185

J

G;28$5?E8/E.GG./04//;14/

3

4561.+

(

1$6;/8:8%80

3

$G6.0.1=85408$5

!

58018/4/86?42466.60$0E.24=

(

%.0$6.201$

3

$1

J

458/=400.1:.G$1.G;28$5:

3

0E.=8T0;1.G%;T40

,)))hFDE82=.0E$62$%B.60E.

(

1$:%.=0E400E.G%;T2

(

%42E.66;185

J

G;28$5:./4;2.$1

J

458/=400.1B$%408%8X.6:1$;

J

E0$;04%$0

$G481:;::%.2

!

.%8=8540.6

(

4108/%.28X..GG./02456=85.14%.GG./0

!

?E8%.2$%B.60E.

(

1$:%.=$GB$%408%8X408$5$G2;%G;16;185

J

G;+

28$5FDE..T

(

.18=.502G$10E.2.%./08$5$G0E.24=

(

%.

(

1.

(

41408$5/$56808$52

!

8&.&G;28$5G%;T

!

G;28$508=.456B$%;=.$G>'N

@

!

?.1./4118.6$;0FDE.=4018T.GG./02$54:2$1

(

08$5456.5E45/.=.50?.1./$11./0.6:

3

B4184:%.0E.$1.08/4%4%

(

E4/$.GG8/8.500$.T+

(

4560E.145

J

.$G6.0.1=85408$5FI$1.$B.1

!

0E.

(

1./828$54564//;14/

3

.T

(

.18=.502?.1.

(

.1G$1=.6F_5/$=

(

4182$5?80E/E.=8+

/4%454%

3

282=.0E$6

!

0E.

c

;45080408B.454%

3

08/4%1.2;%02G$1.4/E/$=

(

$5.5041.24082G4/0$1

3

FDE.=.0E$6E42

(

1$B.514

(

86

!

(

1./82.

45628=

(

%.F

J.

B

D=974

!

O+14

3

G%;$1.2/.5/.2

(

./01$=.01

3

%

I45

J

45.2.$1.

%

9;2.624=

(

%.

%

-4=

(

%.

(

1.

(

41408$5

#

Q./.8B.6C./F*

!

!))L

%

4//.

(

0.6I41F!S

!

!))R

$

!!

]$11.2

(

$5685

J

4;0E$1

")M

第
!

期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