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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ＹＳ／Ｔ５７５—２００７《铝土矿石化学分析方法》是对ＹＳ／Ｔ５７５—２００６（原ＧＢ／Ｔ３２５７—１９９９）的修订，

共有２４部分：

———第１部分：氧化铝含量的测定　ＥＤＴＡ滴定法

———第２部分：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　重量钼蓝光度法

———第３部分：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　钼蓝光度法

———第４部分：三氧化二铁含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滴定法

———第５部分：三氧化二铁含量的测定　邻二氮杂菲光度法

———第６部分：二氧化钛含量的测定　二安替吡啉甲烷光度法

———第７部分：氧化钙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８部分：氧化镁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９部分：氧化钾、氧化钠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１０部分：氧化锰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１１部分：三氧化二铬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１２部分：五氧化二钒含量的测定　苯甲酰苯胲光度法

———第１３部分：锌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１４部分：稀土氧化物总量的测定　三溴偶氮胂光度法

———第１５部分：三氧化二镓含量的测定　罗丹明Ｂ萃取光度法

———第１６部分：五氧化二磷含量的测定　钼蓝光度法

———第１７部分：硫含量的测定　燃烧碘量法

———第１８部分：总碳含量的测定　燃烧非水滴定法

———第１９部分：烧减量的测定　重量法

———第２０部分：预先干燥试样的制备

———第２１部分：有机碳含量的测定　滴定法

———第２２部分：分析样品中湿存水含量的测定　重量法

———第２３部分：化学成分含量的测定　Ｘ射线荧光光谱法

———第２４部分：碳和硫含量的测定　红外吸收法

本部分为第１６部分。

本部分代替ＹＳ／Ｔ５７５．１６—２００６（原ＧＢ／Ｔ３２５７．１７—１９９９）。

本部分是对ＹＳ／Ｔ５７５．１６—２００６的修订，与ＹＳ／Ｔ５７５．１６—２００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试样的干燥温度统一为１１０℃±５℃；

———增加了精密度。

本部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元克、李跃平。

本部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ＹＳ／Ｔ５７５．１６—２００６（原ＧＢ／Ｔ３２５７．１７—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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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土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１６部分：五氧化二磷含量的测定

钼蓝光度法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铝土矿石中五氧化二磷含量的测定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铝土矿石中五氧化二磷含量的测定；测定范围：０．０１％～５．００％。

２　方法原理

分析试样的分解可用下述任一种方法：

ａ）　用盐酸、硝酸和硫酸的混合酸处理。

此方法适用于三水铝土矿石或一水软铝土矿石。要求试样溶解后的残渣经挥散二氧化硅后的残渣

小于试样量的１％。

ｂ）　用过氧化钠烧结，经短暂熔融，用硫酸溶解熔体。

此方法适用于一水硬铝石。要求试样溶解后的残渣大于试样量的１％。

二氧化硅脱水、溶解盐类、过滤和残渣灼烧，用氢氟酸和硫酸蒸发挥散二氧化硅，用碳酸钠和四硼酸

钠熔融，用硫酸溶解并入主溶液。加入钼酸盐使它与磷酸盐形成磷钼酸盐络合物，用抗坏血酸还原钼

蓝，在分光光度计约７１０ｎｍ处测量溶液的吸光度。

３　试剂

３．１　过氧化钠

　　注：过氧化钠应防止吸潮，一旦结块即不能使用。

３．２　碳酸钠和四硼酸钠熔剂

用３份无水碳酸钠（Ｎａ２ＣＯ３）和１份无水四硼酸钠（Ｎａ２Ｂ４Ｏ７），充分混匀。

３．３　硫酸（１＋１）。

３．４　硫酸（１＋９）。

３．５　氢氟酸。

３．６　氢溴酸。

３．７　混合酸：量取２２５ｍＬ水于１０００ｍＬ烧杯中，小心加入１７５ｍＬ硫酸（ρ２０１．８４ｇ／ｍＬ），混匀。冷却

至室温，加入１５０ｍＬ盐酸（ρ２０１．１９ｇ／ｍＬ）和５０ｍＬ硝酸（ρ２０１．４２ｇ／ｍＬ），混匀，用时现配。

３．８　抗坏血酸（Ｃ６Ｈ８Ｏ６）溶液（２ｇ／Ｌ）：此溶液使用时当天配制。

３．９　焦亚硫酸钠（Ｎａ２Ｓ８Ｏ５）溶液（１５０ｇ／Ｌ）：此溶液使用时当天配制。

３．１０　钼酸钠（Ｎａ２ＭｏＯ４·２Ｈ２Ｏ）溶液（５０ｇ／Ｌ）。

３．１１　铋溶液：１ｍＬ溶液中含有２．５ｍｇ三氧化二铋。

溶解４．２５ｇ硫酸铋（Ｂｉ２（ＳＯ４）３）（纯度９０％）或２．８０ｇ次碳酸铋（２（ＢｉＯ）２ＣＯ３·Ｈ２Ｏ）于２８０ｍＬ

硫酸（４．３）中，加热至盐类完全溶解，冷却。移入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

３．１２　磷标准溶液：１ｍＬ溶液中含有２０μｇ五氧化二磷。

将一定量磷酸二氢钾（ＫＨ２ＰＯ４）在１１０℃烘干至恒重。并放在干燥器中冷却。称取０．１９２ｇ烘干

过的磷酸二氢钾（ＫＨ２ＰＯ４），用水溶解后移入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混匀。准确移取该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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