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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４５９５：２００３《微束分析　电子探针分析　标准样品技术条件导则》（英文版）。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４９３０—１９９３《电子探针分析标准样品通用技术条件》，因为国际上的发展原标准

在技术上已不适用。

本标准对ＧＢ／Ｔ４９３０—１９９３进行了全面修改：

———标题：将ＧＢ／Ｔ４９３０—１９９３原标题“电子探针分析标准样品通用技术条件”改为“微束分析　电子

探针分析　标准样品技术条件导则”；

———所有技术条文的项目、内容、结构顺序都作了变动，运用的技术方法更先进，更合理；

———标样材料不均匀性检测及其数据统计处理改用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ＮＩＳＴ）和英国国家

物理实验室（ＮＰＬ）共同研制的检测和统计方法；

———将标样分级的概念引入本标准，使制作和应用标样的领域扩大，更合理，更全面。

本标准的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附录Ｃ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微束分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永康、万光权、梁细荣、杨秋剑。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４９３０—１９８５、ＧＢ／Ｔ４９３０—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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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规定了如何评价和选择标准物质（ＲＭ）
１），如何定量判别标准物质的不均匀性和稳定性，并

介绍了如何测定标准物质的化学成分，以及制作电子探针分析标准样品（ＣＲＭ，以下简称标样）２
）的方

法。电子探针分析（ＥＰＭＡ）是一种基于标样的比较定量分析方法，已在世界上广泛应用，由于标准样品

对电子探针的定量分析准确度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本标准的修订有利于电子探针分析数据的交流。

世界上第一份此类标准，是 ＧＢ４９３０—１９８５《电子探针分析标准样品通用技术条件》，该标准由

刘永康、林卓然、张宜起草，经全国电子探针分析标准样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微束分析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前身）审查通过报国家标准局（ＣＢＳ）（为国家技术监督局ＣＳＢＴＳ及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ＳＡＣ前身）批准发布，于１９８５年实施。该标准经第一次修订而形成ＧＢ／Ｔ４９３０—１９９３，起草人刘永康、

张宜、林卓然、索志成，由全国微束分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１９９３年８月３０

日发布，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实施。

１９９３年林卓然将ＧＢ／Ｔ４９３０—１９９３译成英文版，并由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国委员会（ＩＳＯ／ＣＳ，即

ＣＳＢＴＳ）向国际标准化组织微束分析技术委员会电子探针分会（ＩＳＯ／ＴＣ２０２／ＳＣ２）申请将其作为第一

个草案，立项制定相同的国际标准。经国内外同行专家多次修改，报ＩＳＯ批准，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发布

实施，编号是ＩＳＯ１４５９５：２００３，标准名称为“微束分析　电子探针分析　标准样品技术条件导则”［Ｍｉ

ｃｒｏｂｅａ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ｐｒｏｂｅ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ＲＭｓ）］。按照 ＧＢ／Ｔ２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１的规定，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４５９５以代替 ＧＢ／Ｔ４９３０—

１９９３，相当于对原标准ＧＢ／Ｔ４９３０—１９９３的修订，ＧＢ／Ｔ４９３０—２００８经全国微束分析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审查通过，报ＳＡＣ批准，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０１日实施。

１）　标准物质（也称为参考物质）（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ＲＭ）按ＪＪＦ１００１—１９９８中８．１３的相关定义：具有一种或多种

足够均匀和很好地确定了的特性，用以评价校准测量装置、评价测量方法或给材料赋值的一种材料或物质。

２）　标准样品，简称标样（也称为有证参考物质或有证标准物质）（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ＲＭ），按ＪＪＦ１００１—

１９９８中８．１４的相关定义：附有证书的标准物质，每一种出证的特性值都附有给定置信水平的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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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束分析　电子探针分析

标准样品技术条件导则

１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用于电子探针分析的单相标样，并规定了标样仅应用在平整抛光表面的显微分析中。

本标准不包括有机物和生物标样。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ＩＳＯ导则３１：２０００　标准物质　认证内容和标示（ＩＳＯＧｕｉｄｅ３１：２００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ｏｎ

ｔｅｎｔｓｏｆ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ａｎｄｌａｂｅｌ）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仅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不均匀性　犺犲狋犲狉狅犵犲狀犲犻狋狔

从一组试样中测得的元素成分值的变化。

　　注：不均匀性来自包括对试样与试样之间的测量、每一试样内微米尺度之间的测量，以及检测过程本身的不确

定度。

３．２

研究材料　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在物理和化学特征上满足标样的要求，但在认证为标样前需要对其细节（包括化学成分、稳定性以

及微区和宏观不均匀性）进行检测的材料。

３．３

稳定性（通用）　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犵犲狀犲狉犪犾）

试样在常温常压下长期保存时耐化学和物理变化的能力。

３．４

电子探针分析稳定性　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犈犘犕犃

材料受到电子束轰击时耐化学成分变化的能力，即试样暴露于电子束期间观测到的耐相关特征Ｘ

射线强度变化的能力。

３．５

不确定度　狌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

表征合理地赋予被测量之值的分散性，与测量结果相联系的参数。

４　研究材料的制备

４．１　材料的选择

准备用作标样的研究材料应该在微米尺度上显示很少或没有质杂，应不含多余包裹体（或夹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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