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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坏血酸为基体改进剂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金矿区
植物样品中的痕量金

邢　夏，徐进力，陈海杰，邢　辰，白金峰，张　勤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摘要：应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ＧＦＡＡＳ）测定地球化学样品中的低含量金具有较高的准确度，但用于测
定植物样品中痕量金时，传统方法的称样量较大（２０ｇ），样品在马弗炉中灰化不完全，检出限较高（０．２９
ｎｇ／ｇ）。本文确定了应用ＧＦＡＡＳ分析金矿区植物样品中痕量金的测定条件，石墨炉的升温程序为：金的灰化
温度１０００℃，原子化温度２０００℃，以抗坏血酸为基体改进剂，瓷坩埚为灰化器皿，且将样品的灰化温度降低
到５００℃，灰化时间２．０ｈ，确保了样品灰化完全且待测元素不发生挥发损失。本方法称样量较小（５．０ｇ），
检出限为０．０３ｎｇ／ｇ，精密度为６．８％～１１．９％，加标回收率为８３．８％～１０４．７％。经过金矿区实际植物样品
试验，发现不同植物对金的富集能力相差较大，其中玉米植株对金的富集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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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勘查地球化学工作的逐步深入，需要对各

种样品中的金进行准确测量［１－２］。目前，金的一般

测定方法仍然局限于火试金重量法［３－４］和氰醌容量

法［５］等传统方法，这两种方法广泛应用于高品位金

的测定，且操作技术难度较大，对实验室的人员操作

水平和工作条件也有较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分析成本，而且在操作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

有毒化学试剂。对于地球化学样品中低含量的金，

主要的测定方法是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ＩＣＰ
－ＭＳ）［６－８］ 和 石 墨 炉 原 子 吸 收 光 谱 法

（ＧＦＡＡＳ）［９－１４］。ＧＦＡＡＳ的应用更为普遍，一般操
作方法是采用王水分解样品，通过活性炭［１３－１５］或者

泡塑［１６－１７］分离富集，然后利用硫脲将分离富集的金

解脱到溶液中进行测定，该方法操作简单，分析成本

较低，而且对痕量金的测定有较高的准确度，在地质

领域已经逐步发展为一种成熟的分析技术手段。

由于植物样品中金含量很低，为了提高痕量金

的测定准确度，需要较大的称样量，同时为了保证样

品灰化完全，降低基体元素的干扰，除了采取分离富

集的方法外，还要求称样量不能过大。张明仁［１８］和

牛娜等［１９］采用ＧＦＡＡＳ对金矿区植物样品中金的测
定条件进行研究，实现了以大称样量 （２０ｇ）测定植
物样品中的金，但是该方法由于称样量过大，样品在

马弗炉中难以被完全灰化，且样品被浓缩了４倍，方
法检出限仍然较高（０．２９ｎｇ／ｇ），难以满足当前勘查
地球化学的需要。

利用抗坏血酸作为基体改进剂，与原子吸收光

谱法相结合测定痕量金，不仅能够提高测定金的灵

敏度，也可降低该方法的检出限［２０］。基于此，本文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研究了应用 ＧＦＡＡＳ法分析痕
量金的灰化条件［２１－２２］，将称样量降低至５．０ｇ，以抗
坏血酸作为基体改进剂进行测定。将建立的方法应

用于分析金矿区异常区和背景区实际植物样品，初

步研究植物对金的富集能力。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仪器及工作条件

ＺＥＥｎｉｔ６００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德国耶拿
仪器有限公司），长寿命石墨管。仪器工作条件和

石墨炉升温程序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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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仪器工作条件和石墨炉升温程序
Ｔａｂｌｅ１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ｆｕｒｎａｃｅ

ＧＦＡＡＳ仪器工作条件

工作参数 设定条件

波长 ２４２．８ｎｍ
狭缝 １．２ｎｍ
灯电流 ８．０ｍＡ
积分方式

背景扣除方式

峰高

Ｚｅｅｍａｎ
进样体积 １５．０μＬ

基体改进剂体积 ５．０μＬ
辅助气流速 ０．２Ｌ／ｍｉｎ
积分时间 １．５ｓ

石墨炉升温程序

步骤
温度

（℃）
斜坡

（℃／ｓ）
保持时间

（ｓ）

干燥

９０ １０ ５
１００ １０ ５
１１０ １０ ５

灰化 １０００ １５０ １０

原子化 ２０００ ０ ３

除残 ２３００ ０ ３

１．２　 主要试剂
盐酸（１．１９ｇ／ｍＬ）、硝酸（１．４２ｇ／ｍＬ）、氯化铁

溶液（２５０ｇ／Ｌ）：均为优级纯。
硫脲溶液（１０ｇ／Ｌ）：优级纯，现配现用。
聚氨酯型泡沫塑料：用剪刀剪成长方形小块，每

块约０．２ｇ，用５％的盐酸溶液浸泡 ２．０ｈ，洗净挤
干，装瓶备用。

金标准溶液（１．０ｍｇ／ｍＬ，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
金标准储备溶液（５００ｎｇ／ｍＬ）。
抗坏血酸溶液（１０ｇ／Ｌ）：现用现配。
实验中所需要的标准溶液，均采用逐级稀释的

方法配制。

１．３　 样品分解方法
将植物样品洗净并烘干，用植物碎样机将其粉

碎后，称取１０．０ｇ样品于５０ｍＬ石英坩埚中，先在
３００℃马弗炉中焦化３０ｍｉｎ，然后升温至５００℃，保
持２ｈ后取出，冷却。在瓷坩埚中将灰份用去离子
水润湿，直接加入２０ｍＬ５０％的王水，置于约２００℃
的电热板上加热并保持９０ｍｉｎ左右，取下冷却，转
移到２００ｍＬ三角瓶中，并加入２．０ｍＬ氯化铁溶液，
用去离子水稀释至１００ｍＬ左右，再加入一块聚氨酯
型泡沫塑料，加塞置于振荡器上振荡１ｈ，取出泡沫
塑料，用去离子水洗净，放入盛有５．０ｍＬ硫脲溶液
的２５ｍＬ玻璃比色管中，用洗净的玻璃棒挤压排出
泡塑中的空气，将比色管置于沸水浴中保持２０ｍｉｎ，
趁热取出泡沫塑料，待溶液冷却后备测。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仪器工作条件的选择
２．１．１　灯电流和狭缝宽度

灯电流和狭缝宽度在测定过程中对仪器吸光度

和信噪比有较大影响。实验中改变灯电流和狭缝宽

度，记录空白溶液和２０ｎｇ／ｍＬ金标准溶液的吸光
度，结果表明：灯电流和狭缝宽度的增加均可以降低

空白溶液的吸光度，同时金标准溶液的吸光度也缓

慢降低，但是两者的比值（信噪比）却呈现增加的趋

势。因此，根据灯电流和狭缝宽度的选择原则，同时

考虑仪器的信噪比和空白溶液的吸光度对方法检出

限的影响，实验中选择灯电流为８．０ｍＡ，狭缝宽度
为１．２ｎｍ。
２．１．２　灰化温度、原子化温度和基体改进剂

灰化阶段的目的是除去样品溶液中基体成分，

且不使被测元素挥发损失为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基

础上尽量选择较高的灰化温度，以最大限度地降低

背景，提高信噪比。实验中选择不同的灰化温度进

行试验，结果见图１，温度从４００～１３００℃是灰化温
度曲线，１４００～２４００℃为原子化曲线。

灰化阶段结果表明：当灰化温度过低时，基体干

扰较多，测定吸光度较低，随着灰化温度的提高，测

定吸光度也开始增加；但是当灰化温度过高时，被测

元素会被部分原子化，导致被测元素挥发损失，其吸

光度降低。同时，抗坏血酸本身是一种还原剂，作为

基体改进剂加入后在干燥和灰化阶段能将硫脲介质

中的Ａｕ＋很快还原成 Ａｕ（０），而且当灰化温度达
１０００℃时，金也不会损失，从而提高了灵敏度，也将
元素的灰化温度提高了近２００℃。

原子化阶段结果表明：未加基体改进剂时原子

化温度为１７００℃；加入基体改进剂后原子化温度提
高到２０００℃，但是金的吸光度也提高近３０％。当原
子化温度过低时，原子吸收谱图不规则且有拖尾现

象；原子化温度过高，会导致石墨管使用寿命缩短。

根据实验结果确定原子化温度为２０００℃，也确定了
基体改进剂的加入对金的灵敏度有较大的提高。

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确定：金的灰化温度为

１０００℃，原子化温度为 ２０００℃，同时需要加入 １０
ｇ／Ｌ抗坏血酸５μＬ。
２．２　样品灰化条件的选择
２．２．１　样品灰化温度

文献报道的常规灰化温度基本在６５０℃左右。
灰化温度过低，样品中大量的有机物和干扰元素不

能被完全消除；灰化温度过高，会导致植物样中的金

损失。同时，干法灰化植物样必须采用缓慢升温的

方式，以防止升温过快使植物样骤然灼烧而溅失。

因此在实验过程中，植物样品先在３００℃马弗炉中
保持１ｈ，焦化植物样，然后升到所需的灰化温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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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体改进剂对灰化和原子化温度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ｍｏｄｉｆｉ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ａｓｈ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不同温度下对植物样进行灰化试验。实验结果（图

２）表明：灰化温度不同，样品分析结果相差较大；灰
化温度为４００℃时，样品中的有机质等一些基体成
分没有被灰化完全，影响了泡塑的吸附率，导致测定

结果严重偏低；灰化温度达到５００℃时，基体成分基
本被灰化完全，样品测定结果较高；继续升到７００℃
时，由于温度过高可能导致样品中的金也损失一部

分，从而测定结果又偏低。因此，通过试验确定样品

的灰化温度为５００℃。

图 ２　不同灰化温度下植物样中金的分析结果
Ｆｉｇ．２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ｕ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ｓｈ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２．２　样品灰化时间
如果灰化时间过短，样品中的基体成分不能充

分灰化完全，导致测定结果误差较大；灰化时间过

长，引起了金的挥发损失。实验结果表明：灰化时间

低于１．０ｈ，植物样品中金的测定结果严重偏低；灰
化时间达到１．０ｈ以上时，金测定结果基本保持恒

定。为了取得较好的分析数据，又保证较高的工作

效率，可以选择较短的灰化时间，本实验选择样品的

灰化时间为２．０ｈ。
２．３　灰化器皿的选择

土壤样品一般选择在瓷坩埚中灰化，而一些特

殊的样品（如植物）可以选择在石英坩埚中灰化。

本实验选用两种不同材质、体积均为１００ｍＬ的坩埚
灰化植物样品，将灰化好的样品直接在坩埚中加入

５０％的王水溶解，然后定量转移到三角瓶中振荡吸
附，结果表明两种坩埚对金的分析结果无较大影响。

传统方法是将灰化好的植物样品先转移到三角

瓶中，加入王水溶解，再振荡吸附。由于灰化好的植

物样品量很少，体积也变小，在样品转移过程中发生

损失，且瓷坩埚比石英坩埚更容易粘带样品，导致测

定结果误差较大。本方法改变了分析过程中灰份的

溶解程序：将灰化好的灰份在瓷坩埚中直接加入王

水溶解，然后将溶液转移到三角瓶中，避免了固体成

分转移的损失，得到了较为理想的分析结果。

２．４　标准曲线
分别移取金标准储备溶液０．００、０．５、１．００、２．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ｍＬ，定容至 ５０ｍＬ，配制为 ０．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ｎｇ／ｍＬ的标准系列（１０ｇ／Ｌ的
硫脲介质），按照选定的仪器工作条件测定，绘制出标

准曲线。当金浓度大于１００ｎｇ／ｍＬ时，标准曲线产生
弯曲，所以按照检测下限为３倍的检出限计算，本方
法理想的线性范围为０．０９～１００ｎｇ／ｍＬ，线性方程为：
ｙ＝１２７．２１ｘ－２．０９５９，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７５。
２．５　方法技术参数
２．５．１　方法检出限

按照样品分解步骤制备１１个样品空白溶液，按
照设定的仪器最佳工作参数测定，１１个样品空白溶
液中金的测定值（ｎｇ／ｇ）为：０．０１８、０．０１２、０．０２１、
０．０３３、０．０１９、０．０２７、０．０３４、０．０１２、０．０２３、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计算３倍的标准偏差，同时考虑稀释因子，
得到方法检出限为０．０３ｎｇ／ｇ。
２．５．２　方法精密度和准确度

在选定实验条件下，选择了３个不同植物样品，
平行称取 ６份，计算分析结果的精密度（ＲＳＤ）在
６．８％～１１．９％之间（表２）。

采用加标回收方法验证方法准确度。选择了３个
不同植物样品，分别加入一定量已知浓度的金标准溶

液，按照实验方法将样品分解，在选定最佳的仪器条件

下测定，加标回收率在８３．８％～１０４．７％之间（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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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方法精密度和加标回收率实验
Ｔａｂｌｅ２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ｉｋｅ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ｅ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

植物样品

精密度 加标回收率

６次分次测定值
（ｎｇ／ｇ）

平均值

（ｎｇ／ｇ）
标准偏差

（ｎｇ／ｇ）
ＲＳＤ
（％）

样品含量

（ｎｇ／ｇ）
加标量

（ｎｇ／ｇ）
测量值

（ｎｇ／ｇ）
回收率

（％）

玉米茎叶
５９．１ ５１．８ ５７．６
５０．１ ５７．３ ５８．４

５５．７ ３．７８ ６．８ ３．３３ ５．００ ７．８０ ８８．９

蒿草
４．５９ ４．９５ ４．１８
４．４１ ５．１３ ５．２６

４．７５ ０．４３ ８．９ ４．２３ ５．００ ９．５０ １０４．７

羊不吃叶
３．５６ ３．０２ ３．９８
３．９６ ４．０５ ４．２９

３．８１ ０．４５ １１．９ ５２．７ ５０．０ ９４．６ ８３．８

３　实际金矿区植物样品的应用
由于植物样品中金的含量很低，为了验证该方

法的可靠性，分别在异常区和背景区采集了３种类
型的植物样品（共６件）进行试验，同时比较了异常
区和背景区植物根系土壤中金的含量。测定结果表

明：背景区的植物根系土壤中金的含量均低于３．２２
ｎｇ／ｇ，对应的植物中金的含量则更低，均低于 ０．６
ｎｇ／ｇ；异常区的植物根系土壤中金的含量较高，达到
８９９～１３２１ｎｇ／ｇ，且对应的植物中金的含量也普遍较
高（４．４～６１．８ｎｇ／ｇ）。但是，３种不同的植物对金的
富集能力却相差较大，从实验结果分析，玉米植株的

金含量为６１．８ｎｇ／ｇ，而蒿草和羊不吃叶的金含量分
别为４．４ｎｇ／ｇ、７．５ｎｇ／ｇ。因此，可以确定玉米植株
对金有较强的富集能力。

４　结论
通过应用 ＧＦＡＡＳ法测定植物样品中金的分析

方法研究，确定了仪器最佳的测定条件和植物样品

灰化的最佳条件，使植物样的灰化温度降低至

５００℃，保证待测元素在高温下不发生挥发损失；同
时改变了样品灰份的溶解顺序，避免了样品转移过

程中的损失，降低了测定结果的误差。

本方法能够很好地适用于金矿区实际植物样品

中金的分析要求，通过对比异常矿区和背景区植物

样品的分析结果，表明矿区的玉米植株对金有明显

的富集作用，也说明植物深穿透地球化学可以为地

质找矿提供科学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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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ＦｏａｍＰｌａｓｔｉｃ［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ｒｔＢ：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０，
３６（１１）：５２２－５２５．

［１７］　谈建安，黑文龙，黄兴华，等．泡塑吸附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矿石中的金［Ｊ］．岩矿测试，
２００９，２８（２）：１４７－１５０．
ＴｉａｎＪＡ，ＨｅｉＷ Ｌ，ＨｕａｎｇＸＨ，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ｏｌｄｉｎＯｒｅｓｂｙ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ｕｐｌｅｄＰｌａｓｍａＡｔｏｍｉｃ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ｗｉｔｈ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ｏａｍ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Ｊ］．
Ｒｏｃｋ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９，２８（２）：１４７－１５０．

［１８］　张明仁．金矿区植物样品中金的测定［Ｊ］．黄金，２０１０，
３１（５）：６１－６３．
ＺｈａｎｇＭ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ｌｄ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Ｇｏｌｄ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Ｊ］．Ｇｏｌｄ，２０１０，３１（５）：６１－６３．

［１９］　牛娜，何超君，刘敏，等．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植物样品中的痕量金［Ｊ］．农业科技与装备，２００９（１）：
８６－８８．
ＮｉｕＮ，ＨｅＣＪ，ＬｉｕＭ，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ｃｅＧｏｌｄ
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ｂｙ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ＦｕｒｎａｃｅＡｔｏｍ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１）：８６－８８．

［２０］　孙晓玲，于兆水，张勤．泡沫塑料吸附富集－石墨炉原
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勘查地球化学样品中超痕量金

［Ｊ］．岩矿测试，２００２，２１（４）：２６６－２６９．
ＳｕｎＸＬ，ＹｕＺＳ，ＺｈａｎｇＱ．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ｌｔｒａｒＴｒａｃｅ
Ｇｏｌｄｉｎ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ｓｂｙＧＦＡＡＳａｆｔｅｒ
Ｐｒ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Ｆｏａｍ［Ｊ］．Ｒｏｃｋ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２，２１（４）：２６６－２６９．

［２１］　谷力．测定天然和栽培缬草根金属元素的微波和干灰
化消解－ＦＡＡＳ法［Ｊ］．分析测试学报，２００２，２１（６）：
５６－５８．
Ｇｕ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Ｗｉｌｄ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ａｄｉｘＳｅｕＲｈｉｚｏｍａ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ｅｂｙＦｌａｍｅＡｔｏｍ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ｎｄ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２，２１
（６）：５６－５８．

［２２］　杨剑虹，李宗澧，胡艳燕．植物样品干法灰化 Ｖｃ助溶
对原子吸收测定的影响［Ｊ］．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０７，２９（１）：５３－５５．
ＹａｎｇＪＨ，ＬｉＺＬ，ＨｕＹＹ．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Ａｓｃｏｒｂ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Ａｔｏｍ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ｓｈｅｄｂｙＤｒｙＡｓｈｉｎｇ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２９（１）：５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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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Ｍｏｄｉｆｉｅｒ

ＸＩＮＧＸｉａ，ＸＵＪｉｎｌｉ，ＣＨＥＮＨａｉｊｉｅ，ＸＩＮＧＣｈｅｎ，ＢＡＩＪｉｎ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Ｑ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Ｌａｎｇｆａｎｇ　０６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ｇｏｌｄｉｎ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ｂｙ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ＦｕｒｎａｃｅＡｔｏｍ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ＧＦＡＡＳ）ｈａｓｇｏｏ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ｃｅｇｏｌｄ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ａｍｐｌ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２０ｇ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ｓ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ｍｕｆｆｌｅｆｕｒｎａｃｅ，ａｎｄａｈｉｇｈ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ｏｆ０．２９ｎｇ／ｇ．Ａｒｅｖｉ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ｔｒａｃｅｇｏｌｄ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ａｇｏｌｄ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
ｂｙＧＦＡＡＳ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ｈｅ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ａ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ｆｕｒｎａｃ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ａ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
１０００℃ ａｎｄ２００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ａｓｃｏｒｂｉｃａｃｉｄｉｓ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ｍｏｄｉｆｉｅｒ．Ｓａｍｐｌｅａｓｈ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
５００℃ ａｎｄａｎａｓｈ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２．０ｈｉｎａ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ｃｒｕｃｉｂｌｅｃａｎ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ｓｈｉｎｇ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ｖｏｉｄ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ｓｓ．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ｅｓｓｍａｌｌｗｅｉｇｈ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５．０ｇ，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ｉｓ０．０３ｎｇ／ｇ，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ｓ６．８％－１１．９％，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ａｒｅ８３．８％－１０４．７％．Ｉｔｗａｓａｌｓｏ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ｓ
ｈａ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ｇｏｌｄ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ｍａｉｚ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ｌａ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ｇｏｌｄ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ｔｒａｃｅｇｏｌｄ；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ＦｕｒｎａｃｅＡｔｏｍ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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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ｃｒｕｃｉｂｌｅ

　　第十一届全国Ｘ射线光谱学术报告会征文通知

为促进我国Ｘ射线光谱分析学术交流，展示国内在该领域研究和应用的最新进展，推动现代分析测试
技术的发展。中国地质学会岩矿测试技术专业委员会定于２０１５年９月中旬在山东威海举办“第十一届全国
Ｘ射线光谱学术报告会”。本次会议已邀请国内外著名Ｘ射线荧光分析专家作专题报告。热忱欢迎广大从
事Ｘ射线光谱分析及相关领域工作的人员踊跃投稿和积极参加会议，并欢迎国内外厂商到会作报告、展示
产品等。《岩矿测试》将择优发表会议中优秀论文。具体征文内容及要求如下。

１．征文内容
Ｘ射线光谱分析在地质调查中的应用；Ｘ射线光谱分析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Ｘ射线定性与定量分析

方法；同步辐射Ｘ射线光谱分析；全反射、毛细管透镜微束 Ｘ射线光谱分析技术；数据处理方法、软件与应
用；仪器研发与应用；ＸＲＦ分析技术应用。
２．征文要求：１０００字左右详细摘要。
３．征文截止日期：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１日
４．征文请用Ｅｍａｉｌ发送至：ｘｒｓ＿ｃｈｎ２００７＠ｓｉｎａ．ｃｏｍ
联系人：吴晓军　沈亚婷 　　办公电话：０１０－６８９９９７７０　　Ｅ－ｍａｉｌ：ｘｒｓ＿ｃｈｎ２００７＠ｓｉｎａ．ｃｏｍ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２６号，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邮编１０００３７）

中国地质学会岩矿测试技术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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