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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在测定镍基合金中
Y(

时!考虑到
Y(

的常规分析线在多款仪器中均未找到或分析时

不可用!因而很有必要找出相对强度高"干扰程度小的其他可用分析线#实验选用
;

!

#"=H

盐酸和
#=H

硝酸溶解镍基合金!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IYK%1EJ

&和干扰

系数法%

IEY

&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了镍基合金中
Y(

的分析方法#实验预先采用
Y(

标准溶液

系列对从
Y(

谱线序列中所摘选出的
!"

多条谱线进行一系列相关分析!初步筛选出了
?

条谱

线!并进一步研究了选择这
?

条谱线时酸的影响与共存元素的干扰行为#经干扰结果分析!可

选取
Y($"$5":?2=

"

Y($#65:?;2=

和
Y($;?5!6?2=

作为测定镍基合金中
Y(

的分析线!其

中!

Y($"$5":?2=

主要受
Y9

干扰!受
Z

和
'2

干扰较小$

Y($#65:?;2=

受
`

和
L8

干扰严

重!受
Y9

"

@/

和
Z

干扰较小$

Y($;?5!6?2=

受
@/

干扰严重!

N-

"

L8

干扰次之!受
Y9

"

'2

干

扰较小#但由于镍基合金中
Z

"

'2

"

N-

常为杂质掺入!为了有效简化运算过程!在执行干扰校

正时!各谱线主要是校正或消除
Y9

%

$"$5":?2=

&"

`

和
L8

%

$#65:?;2=

&"

@/

和
Y9

%

$;?5!6?

2=

&的干扰#通过对镍基合金
MO$"DD

和
MO$#66C

进行分析!经
IEY

校正后其测定结果与

认定值相一致!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

SJ<

!

$g?

&小于
&5"X

#

关键词!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IYK%1EJ

&$干扰系数法%

IEY

&$镍基合金$铈$光

谱干扰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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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是钢的良好脱氧脱硫剂!能改变钢中夹杂物

的形态与分布!优化钢的质量(提高钢的性能)

#

*

+现

阶段测定钢及合金中
Y(

的方法主要有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IYK%1EJ

#

)

#%!

*

(分光光度

法)

6

*

(原子吸收光谱法)

$

*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法)

;

*

+

IYK%1EJ

以其灵敏度高(检出限低(线性范

围宽和可同时测定多种元素等优点)

?%&

*

!已成为合金

材料中成分分析的主要手段之一+

由于
Y(

的分析谱线
Y($#656&"2=

和
Y(

$#&5??"2=

相对强度高(干扰少)

#

!

D

*

!常作为
IYK%

1EJ

测定钢及合金中
Y(

的分析线!但这两条谱线

在多款仪器中均未找到或分析时不可用!这也说明

这两条谱线的特殊性!即可参考性较差!所以很有必

要从
Y(

的特征谱线序列中重新找出其他可用分析

线!同时还应校正或消除溶液中共存元素对
Y(

的

光谱干扰!而光谱干扰多为结构干扰!相比背景干扰

更加复杂!常用的校正方法主要有多元光谱拟合

"

'JA

#

)

#"%##

*和干扰系数法"

IEY

#

)

#!%#$

*

+经分析!采

用
IEY

校正光谱干扰最为简单(有效!它的原理是基

于任何表观光谱信号都是由许多具有一定轮廓的谱

线和连续变化的背景叠加而成!由于
IYK%1EJ

中光

谱干扰具有-加和性.!光谱干扰的校正实际上是这些

叠加谱线的复原分解!

IEY

是通过获取已知浓度的共

存元素与目标元素的光谱强度!用数学模型表征光谱

特征!并以数学运算完成这些叠加谱线的复原分解过

程!从而实现干扰的校正+实验以高温合金中占比高

达
$"X

的镍基合金为例!来探究
Y(

谱线列表中其他

可用分析线及
IEY

应用于光谱干扰的校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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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标准工作溶液$

#5""=

.

%

H

!由
Y(

标准储

备溶液逐级稀释而成&

Y(

标准溶液系列的配制$分

别移取
"

(

!5""

(

?5""

(

#"5"

(

#$5"

(

!"5"=H#5""

=

.

%

HY(

标准工作溶液于
#""=H

容量瓶中!用水

定容至标线!摇匀!制得
Y(

质量浓度依次为
"

(

"5"!"

(

"5"?"

(

"5#"

(

"5#$

(

"5!"=

.

%

HY(

标准溶液

系列&干扰元素溶液$分别将
#"""=

.

%

HA(

(

Y9

(

@/

(

'9

(

`

(

Z

(

L8

(

'2

和
N-

标准储备液逐级稀释至

#""=

.

%

H

单元素标准工作溶液&盐酸(硝酸(柠檬酸

均为优级纯!酒石酸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去超纯水+

实验用镍基合金标准样品及主要成分见表
#

+

表
$

!

镍基合金标准样品中各元素含量

:0;13$

!

<+,-3,-+73049313=3,-(,,(4H31G;023011+

5

<LP2

!

%

X

!

编号

L95

牌号

M-*F(

Y( A( Y- Y9 1+ @/ ` L8 '9 '2

O#$ MO$D "5""!6 "5$& D5?" #&5&: 65;? #5&6 ;5&! ;5$; "5"6!

O#: O6: "5""?6

'

"56 #$5"$ $5?; #5D& #5D# ;5D6 65"# "5$$

O!" O66 "5""#6 "5#" !"5$$ "5&6 !5;# "5!?

O### MO661 "5""6; #56" !"56" #5"D $5&D #5;! "56$

O#66 b6 "5"#; "5!" #"5D6 ;5$! !5:! $5D#

O#6: MO$D "5"";; "5;! #"5#" #;5#; 65$# #5;" ;5?" ;566 "5"$#

O#?6 O#!& "5"#&& #5!D !"5?? "5?$ "5?? &5!: &5$" "5?$

O!#; O#!& "5"": #5D$ !"5#" "56$ 65?# &5#; &5"D "5!&

O!;; "5""# :5?" !#5" "5!? "5"? 65$& &5"? "5"&

$%&

!

仪器及工作条件

/Y1K:$""S*F/*+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

光谱仪"美国
@G(-=9A/4G(-

公司#+射频功率$

##!;`

&积分时间$短波
#;4

!长波
;4

&泵速$

;"-

%

=/2

&辅助气流量$

"5;H

%

=/2

&冷却气流量$

#6H

%

=/2

&雾化气流量$

"5D;H

%

=/2

&垂直观测高度$

#6

==

&样品提升率$

#5;=H

%

=/2

&谱峰计算方式$面积

分&分析线$

Y($"$5":?2=

(

Y($#65:?;2=

(

Y(

$;?5!6?2=

&载气为液氩+

$%?

!

实验方法

称取
"5#""

.

"精确至
"5"""#

.

#样品于
#""

=H

锥形瓶中!加入
;=H

盐酸(

#=H

硝酸"若样品

中
`

质量分数大于
;X

!盐酸可增至
#"=H

#!然后

将锥形瓶放置于
##"

!

#!"d

低温炉上溶解样品!待

样品溶解完全后!再向锥形瓶中加入
$"=H

水溶解

盐类!持续加热一段时间后取下锥形瓶!继续向瓶中

加入
#"=H"5#"

.

%

=H

柠檬酸或酒石酸并最终定

容至
#""=H

!摇匀后用中速定性滤纸过滤以除去溶

液中的碳化物和
`

(

@*

等难溶沉淀+仪器预热
6"

=/2

后!按优化后的设定参数值执行分析+

&

!

结果与讨论

&%$

!

溶样酸的选择

不同性质的酸其溶液的黏度(密度(表面张力等

物理性质不同!从而影响离子质点的运动速率和分

布(样品提升量以及气溶胶颗粒大小等!这也将导致

谱线强度的变化)

#;

*

+硫酸和磷酸的分子质点和溶

液间张力大!会降低雾化效率和检测灵敏度+虽然

氢氟酸对含
`

(

'9

(

@*

的样品溶解时有优势!但分

析前不仅要加入饱和硼酸络合)

#?

*

!且要配备成本昂

贵的聚四氟乙烯型雾化系统!再者氢氟酸会腐蚀仪

器的进样系统+所以在
IYK%1EJ

方法中尽量避免

使用硫酸(磷酸和氢氟酸+

本次实验采用盐酸和硝酸作为溶解用酸!按不

同浓度比分别对多种镍基合金进行溶解+溶样结果

表明$采用
;=H

盐酸和
#=H

硝酸可溶解大多数的

镍基合金&但若样品中
`

质量分数大于
;X

!溶样

时要提升盐硝酸体系的腐蚀性!可采用
#"=H

盐酸

和
#=H

硝酸溶解样品"溶液中的少许黄色沉淀!光

谱分析后是
`

且不含
Y(

!即不影响
Y(

的测定#+

&%&

!

谱线选取与干扰试验

依据相关资料与文献中的可用谱线(仪器推荐

谱线以及测试软件相对强度较高的谱线!筛选出了

!"

多条铈的可用分析线!再采用
Y(

标准溶液系列

对这些谱线进行初步的测试分析!包括所测得数据

的精密度和长期稳定性(光谱强度与峰型特征以及标

准数据点的线性拟合结果!初步筛选出了铈的
?

条谱

线!分 别 是
Y(6&"5#;!2=

(

Y($"#5!6D2=

(

Y(

'

$:

'



张亮亮!吴锐红!聂海明!等
5

干扰系数校正
%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测定镍基合金中铈
5

冶金分析!

!"!#

!

$#

"

$

#$

:6%&"

$"$5":?2=

(

Y($#65:?;2=

(

Y($;?5!6?2=

(

Y(

;6;56;62=

+为了明确以上谱线在测定镍基合金中
Y(

时的可用性和有效性!在
Y(

标准溶液系列建立的校准

曲线条件下!对这
?

条谱线的干扰情况进行分析+

&%&%$

!

酸的影响

为了明确不同类的酸对
Y(

测定结果的影响!

现将
"5#"=

.

%

HY(

标准溶液分别加入以下介质溶

液中!充分摇匀后测试其混合溶液!将测定结果与

Y(

标液质量浓度的比值记为酸的相对干扰值!结果

见表
!

!若该值在
"5D"

!

#5#"

间则视为无干扰+由

表
!

可知!在
Y($"$5":?2=

(

Y($#65:?;2=

和
Y(

$;?5!6?2=

处!不同类的酸基本无干扰&但在
Y(

6&"5#;!2=

(

Y($"#5!6D2=

和
Y(;6;56;62=

处!

各类酸均有不同程度的干扰!尤其在
Y(6&"5#;!

2=

处!有机酸的干扰十分严重!经分析是由于有机

酸溶液受激发在该处也产生了发射光谱+

表
&

!

不同
<3

谱线时酸的相对干扰值

:0;13&

!

L310-(B3(,-367363,43B01.3+704(/20-/(77363,-<32

>

34-6011(,3

介质

'(F/,=

Y(6&"5#;!2= Y($"#5!6D2= Y($"$5":?2= Y($#65:?;2= Y($;?5!6?2= Y(;6;56;62=

纯水
#5"! "5D: "5D& "5D: #5"# #5"!

;X

盐酸
#5"; #5#" #5": "5D: #5"; #5";

#"X

盐酸
#5## #5!6 #5"& "5D! #5": #5":

#X

硝酸
#5"! #5## #5"6 "5DD #5"$ #5"&

;X

硝酸
#5"; #5#: #5"; "5D; #5## #5#?

#""

.

%

H

柠檬酸
!5!: #5$# #5"6 "5&D #5"6 #5!$

#""

.

%

H

酒石酸
!5"# #56? #5"$ "5D# #5"! #5#:

!!

注$表中盐酸和硝酸为体积分数+

&%&%&

!

共存元素的干扰

为了明确镍基合金中可能存在的共存元素对

Y(

测定结果的影响!现对
A(

(

Y-

(

L/

(

Y9

(

1+

(

@/

(

'9

(

`

(

Z

(

L8

(

Y,

(

'2

(

J/

(

C

(

N-

(

J2

(

14

和
K

这
#&

个共存元素的标准储备溶液"

J/

和
J2

标准溶液的

质量浓度为
;""=

.

%

H

!其他共存元素溶液的质量浓

度均为
#"""=

.

%

H

#依次进行测定!然后查看所测

得的各共存元素谱图!并选择合适的背景点扣除背

景!软件默认为双侧扣背景!若共存元素某一侧的背

景强度较大时!可通过移动扣背景位置或%和单侧扣

背景以实现背景校正!共存元素在
Y(

各分析谱线

处的干扰情况见表
6

+

表
?

!

单元素纯溶液在
<3

分析线处的干扰情况

:0;13?

!

#,-367363,43+72(,

)

13313=3,-

>

.632+1.-(+,0-<30,01

5

2(21(,32

元素

E+(=(2)

Y(6&"5#;!2= Y($"#5!6D2= Y($"$5":?2= Y($#65:?;2= Y($;?5!6?2= Y(;6;56;62=

A(

无 无 严重 无 无 极其严重"负#

Y-

严重 极其严重 无 无 无 有干扰

L/

无 无 无 无 无 严重

Y9

无 严重 极其严重 有干扰 严重"负# 极其严重

1+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极其严重 极其严重 无 严重 极其严重 极其严重

'9

无 无 严重 无 无 无

`

极其严重 严重 无 极其严重 无 极其严重

Z

无 无 严重"负# 严重"负# 无 极其严重

L8

严重 极其严重 有干扰 极其严重 严重 极其严重

Y,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

有干扰"负# 无 严重 无 有干扰"负# 无

J/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C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N-

严重 极其严重 无 无 极其严重 有干扰"负#

J2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4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K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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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0)-9=()-

3

W/)G/2)(-U(-(20(09(UU/0/(2)09--(0)/925'()*++,-

.

/0*+12*+

3

4/4

!

!"!#

!

$#

"

$

#$

:6%&"

!!

表
6

中各共存元素标准溶液在
Y(

分析线下的测

定结果!记为共存元素的干扰贡献浓度+若干扰贡献

浓度小于
"5""#X

!则视为无干扰&若在
"5""#X

!

"5"#"X

之间!则有干扰&若在
"5"#"X

!

"5";"X

之

间!则干扰严重&若大于
"5";"X

!则干扰极其严重+

由表
6

可以看出$"

#

#

1+

(

Y,

(

J/

(

C

(

J2

(

14

和
K

在
Y(

的
?

条谱线上均无干扰!而其他元素在
Y(

分

析线上的干扰情况各异&"

!

#

Y(

的
?

条分析线中!

Y(

;6;56;62=

处的干扰情况最复杂(干扰程度最严

重!该谱线不予选取&

Y(6&"5#;!2=

和
Y($"#5!6D

2=

受
@/

干扰尤为突出!且实验测试结果表明这两

条谱线处的干扰贡献浓度均高于
#"X

!考虑到镍基

合金中
@/

常为主量元素!因而测试时
@/

的谱峰会

完全掩盖掉
Y(

的谱峰!使测试结果失真!该谱线不

予选取&

Y($"$5":?2=

(

Y($#65:?;2=

和
Y(

$;?5!6?2=

的干扰情况相对比较简单(受干扰程度

较小!再结合表
!

的分析结果!可将这
6

条谱线作为

测定镍基合金中
Y(

的分析线+

&%?

!

光谱干扰的校正方法

从以上分析可知!酸和共存元素对
Y(

的测定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酸的影响属物理干

扰!可通过统一加酸量予以消除&而共存元素所产生

的光谱干扰多为结构干扰!相比背景干扰更加复杂+

实验采用
IEY

执行干扰校正!见公式"

#

#+

!

'

>

%

'

?

1

+

9

2

9

'

+

9

#

+

"

#

#

式中$

'

2

为真实强度&

'

1

为表观强度&

2

9

'

为干扰元

素含量"

!

%

X

#&

+

9

#

为干扰因子&

+

为
Y(

校准曲线的

斜率"不同分析线
+

值不同#&

9

为干扰元素+

从表
6

可 以 看 出!在
Y($"$5":? 2=

(

Y(

$#65:?;2=

和
Y($;?5!6?2=

处!对
Y(

测定结果

存在干扰的元素有
A(

(

Y9

(

@/

(

'9

(

`

(

Z

(

L8

(

'2

和
N-

+为了更加有效地执行干扰校正!在
Y(

标准

溶液系列建立的校准曲线下!对
#""=

.

%

HA(

(

Y9

(

@/

(

'9

(

`

(

Z

(

L8

(

'2

和
N-

单元素标准溶液依次

测定!经有效的背景校正后!其共存元素的干扰贡献

浓度见表
$

+实验结果表明$

Y($"$5":?2=

主要受

Y9

干扰!受
Z

和
'2

干扰较小&

Y($#65:?;2=

受

`

和
L8

干扰严重!受
Y9

(

@/

和
Z

干扰较小&

Y(

$;?5!6?2=

受
@/

干扰严重!

N-

(

L8

干扰次之!受

Y9

(

'2

干扰较小+

表
A

!

单元素纯溶液在
<3

分析线处的干扰贡献浓度

:0;13A

!

#,-367363,434+,-6(;.-(+,4+,43,-60-(+,+72(,

)

13313=3,-

>

.632+1.-(+,0-<30,01

5

2(21(,32 !

%

X

!

元素
E+(=(2) Y($"$5":?2= Y($#65:?;2= Y($;?5!6?2=

A( "5"""! "5"""# e"5"""#

Y9 "5"":$ "5""#$ e"5""#:

@/ e"5"""$ "5""6; "5"#66

'9 e"5"""# "5"""! "5"""#

` "5"""! "5";!6 "5""";

Z e"5""!$ e"5""6$ e"5"""6

L8 "5"""6 "5"#&; "5""!&

'2 "5""!; "5""": e"5""#"

N- "5"""! "5"""# "5"";;

!!

现建立
IEY

实施干扰校正!其中!干扰因子
+

#

为
#"

倍干扰贡献浓度与共存元素真实浓度"此处均

为
#""=

.

%

H

#的比值!由此可得出各共存元素的
+

#

值!结果见表
;

+

表
F

!

单元素纯溶液在
<3

分析线处的干扰因子
&

$

值

:0;13F

!

:93&

$

B01.32+72(,

)

13313=3,-

>

.632+1.-(+,0-<30,01

5

2(21(,32

元素
E+(=(2) Y($"$5":?2= Y($#65:?;2= Y($;?5!6?2=

A( "5""""! "5""""# e"5""""#

Y9 "5""":$ "5"""#$ e"5"""#:

@/ e"5""""$ "5"""6; "5""#66

'9 e"5""""# "5""""! "5""""#

` "5""""! "5"";!6 "5"""";

Z e"5"""!$ e"5"""6$ e"5""""6

L8 "5""""6 "5""#&; "5"""!&

'2 "5"""!; "5"""": e"5"""#

N- "5""""! "5""""# "5""";;

'

?:

'



张亮亮!吴锐红!聂海明!等
5

干扰系数校正
%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测定镍基合金中铈
5

冶金分析!

!"!#

!

$#

"

$

#$

:6%&"

&%A

!

校正实施

采用
IYK%1EJ

测定镍基合金中
Y(

时!为了考

察
IEY

在校正光谱干扰时的有效性!选用表
#

中镍

基标准样品!并结合表
6

!

;

中各共存元素的干扰程

度和干扰因子!以实施干扰校正+

&%A%$

!

选用
<3ARA%RKI,=

为分析线

在
Y($"$5":?2=

处!校准曲线线性拟合结果

表明$实验数据点分散(线性相关系数"

,g"5D?6?

#

极差+经查表
;

可知!在
Y($"$5":?2=

处存在

Y9

(

Z

(

'2

的干扰!而
'2

在
Y($"$5#6"2=

附近存

在极大强度的发射光谱!扣背景时要将右背景左移

至无干扰处以消除
'2

对
Y(

的背景干扰+表
#

中

Z

和
'2

都小于
#X

!在执行干扰校正时可忽略!因

此仅考虑
Y9

的干扰+应用公式"

#

#时!

+g#5##\

#"

;

Y)4

%

4

!公式校正后再拟合!结果见图
#

+可以看

出!校正了
Y9

对
Y(

的干扰后!校准曲线的线性相

关系数
,g"5DD&&

!线性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因此!

若选用
Y($"$5":?2=

为分析线!必须要校正
Y9

的干扰!同时测试样品执行双侧扣背景+

图
$

!

在
<3ARA%RKI,=

处校正
<+

干扰前后
<3

的校准曲线

'(

)

%$

!

<01(;60-(+,4.6B3+7<3;37+630,/07-36

4+6634-(+,+7<+(,-367363,430-<3ARA%RKI,=

&%A%&

!

选用
<3AFI%&?I,=

为分析线

在
Y($;?5!6?2=

处!校准曲线线性拟合结果

表明$实验数据点分散(线性相关系数极差"

,g

"5D&"#

#+经查表
;

可知!在
Y($;?5!6?2=

处存

在
@/

(

N-

(

L8

(

Y9

(

'2

的干扰!而
@/

在
Y($;?5!#"

2=

附近存在极大强度的发射光谱!扣背景时应执

行右侧扣背景以消除
@/

对
Y(

的背景干扰+另外!

表
#

中
N-

和
'2

都小于
#X

!且
L8

的最大贡献浓

度为
"5"""!&\65$&Xg"5"""D:X

'

"5""#X

!

为了有效简化校正运算!在执行干扰校正时均可忽

略!因此仅考虑
@/

和
Y9

的干扰+应用公式"

#

#时!

+g$5$$\#"

;

Y)4

%

4

!公式校正后再拟合!结果见图

!

+若仅校正干扰最为严重的
@/

后!

,g"5DD#!

!线

性关系得到较大改善&

@/

和
Y9

共同校正后!

,g

"5DD:!

!校正结果更优+因此!若选用
Y($;?5!6?

2=

为分析线!必须要校正
@/

的干扰!若样品中
Y9

量高于
#"X

!也应校正
Y9

的干扰!同时测试样品执

行右侧扣背景+

图
&

!

在
<3AFI%&?I,=

处校正
:(

和

<+

干扰前后
<3

的校准曲线

'(

)

%&

!

<01(;60-(+,4.6B3+7<3;37+630,/07-364+6634-(+,

-93(,-367363,43+7:(0,/<+0-<3AFI%&?I,=

&%A%?

!

选用
<3A$?%KIF,=

为分析线

在
Y($#65:?;2=

处!线性拟合结果表明$实验

数据点分散(线性相关系数极差"

,g"5D$D?

#+经

查表
;

可知!在
$#65:?;2=

处存在
`

(

L8

(

Z

(

@/

(

Y9

的干扰!而
@/

在
Y($#65:6"2=

附近存在较大

强度的发射光谱!扣背景时应执行右侧扣背景以消

除
@/

对
Y(

的背景干扰&

L8

在
Y($#65:#"2=

附近

存在极大强度的发射光谱!扣背景时将左背景右移

基本上可消除
L8

对
Y(

的背景干扰+在执行干扰

校正时!除
Z

小于
#X

可忽略不计外!

`

(

L8

(

@/

和

Y9

均应进行校正运算+应用公式"

#

#时!

+g#5;"\

#"

;

Y)4

%

4

!公式校正后再拟合!结果见图
6

+

图
?

!

在
<3A$?%KIF,=

处校正
S

和

Z;

干扰前后
<3

的校准曲线

'(

)

%?

!

<01(;60-(+,4.6B3+7<3;37+630,/07-364+6634-(+,

-93(,-367363,43+7S0,/Z;0-<3A$?%KI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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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PS,/G92

.

!

LIEO*/=/2

.

!

()*+5<()(-=/2*)/929U0(-/,=/22/0](+%8*4(*++9

3

8

3

/2F,0)/a(+

3

09,

T

+(F

T

+*4=**)9=/0(=/44/924

T

(0)-9=()-

3

W/)G/2)(-U(-(20(09(UU/0/(2)09--(0)/925'()*++,-

.

/0*+12*+

3

4/4

!

!"!#

!

$#

"

$

#$

:6%&"

若仅校正干扰最为严重的
`

后!

,g"5DD;;

!

线性关系得到极大改善!明显偏离拟合线的
#

个点

是
L8

含量较高的
O!;;

&

`

和
L8

主干扰元素共同

校正后!

,g"5DD&:

!校正结果更优&若
`

(

L8

(

@/

和

Y9

共同校正后!

,g"5DDD"

!系数变化不大+由此

可知!尽管镍基合金中
@/

和
Y9

是主量元素!但两

元素的干扰因子较小!与主量元素
`

和
L8

的干扰

因子更是相差数量级!所以为了有效简化运算过程!

在执行干扰校正时仅考虑
`

和
L8

的干扰+因此!

若
Y($#65:?;2=

为分析线!必须要校正
`

和
L8

的干扰!同时测试样品执行右侧扣背景+

?

!

样品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采用
IEY

执行干扰校正的有

效性!现以镍基合金
MO$"DD

和
MO$#66C

为例进

行验证+选取
Y($"$5":?2=

和
Y($;?5!6?2=

为

分析 线!并 按上述标样 绘制的校 准 曲 线 测 定

MO$"DD

和
MO$#66C

中
Y(

!平行测定
?

次!校正后

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测定结果与认定值相一

致!说明采用
IEY

执行干扰校正是十分有效的+

表
I

!

镍基合金
XOAR[[

和
XOA$??T

中
<3

的测定结果

:0;13I

!

!3-36=(,0-(+,632.1-2+7<3(,,(4H31G;023011+

5

+7XOAR[[0,/XOA$??T

牌号

M-*F(

分析线

12*+

3

4/4+/2(

%

2=

测定值

A9,2F!

%

X

相对标准偏差

SJ<

"

$g?

#%

X

认定值

Y(-)/U/(F!

%

X

备注

L9)(

MO$"DD

$"$5":? "5"#6! 65$ "5"#$# Y9

干扰

$;?5!6? "5"#$$ #5: @/

(

Y9

干扰

MO$#66C

$"$5":? "5""66 :5? "5""6&

无干扰

$;?5!6? "5""6! $5: @/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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