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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６６０９《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共分为３７部分：

———第１部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测定微量元素含量；

———第２部分：３００℃和１０００℃质量损失的测定；

———第３部分：钼蓝光度法测定二氧化硅含量；

———第４部分：邻二氮杂菲光度法测定三氧化二铁含量；

———第５部分：氧化钠含量的测定；

———第６部分：火焰光度法测定氧化钾含量；

———第７部分：二安替吡啉甲烷光度法测定二氧化钛含量；

———第８部分：二苯基碳酰二肼光度法测定三氧化二铬含量；

———第９部分：新亚铜灵光度法测定氧化铜含量；

———第１０部分：苯甲酰苯基羟胺萃取光度法测定五氧化二钒含量；

———第１１部分：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一氧化锰含量；

———第１２部分：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氧化锌含量；

———第１３部分：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氧化钙含量；

———第１４部分：镧茜素络合酮分光光度法测定氟含量；

———第１５部分：硫氰酸铁光度法测定氯含量；

———第１６部分：姜黄素分光光度法测定三氧化二硼含量；

———第１７部分：钼蓝分光光度法测定五氧化二磷含量；

———第１８部分：Ｎ，Ｎ二甲基对苯二胺分光光度法测定硫酸根含量；

———第１９部分：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氧化锂含量；

———第２０部分：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氧化镁含量；

———第２１部分：丁基罗丹明Ｂ分光光度法测定三氧化二镓含量；

———第２２部分：取样；

———第２３部分：试样的制备和贮存；

———第２４部分：安息角的测定；

———第２５部分：松装密度的测定；

———第２６部分：有效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第２７部分：粒度分析　筛分法；

———第２８部分：小于６０μｍ的细粉末粒度分布的测定　湿筛法；

———第２９部分：吸附指数的测定；

———第３０部分：Ｘ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微量元素含量；

———第３１部分：流动角的测定；

———第３２部分：α三氧化二铝含量的测定　Ｘ射线衍射法；

———第３３部分：磨损指数的测定；

———第３４部分：三氧化二铝含量的计算方法；

———第３５部分：比表面积的测定　氮吸附法；

———第３６部分：流动时间的测定；

———第３７部分：粒度小于２０μｍ颗粒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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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为ＧＢ／Ｔ６６０９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修改采用ＩＳＯ８０６：２００４《用于生产铝的氧化铝———３００℃和１０００℃质量损失的测定》。

本部分修改采用ＩＳＯ８０６：２００４时，删除了其前言、引言和引用文件。为方便对照，在附录Ｂ中列出

了本部分的章条和对应的ＩＳＯ８０６：２００４章条的对照表。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６６０９．１—２００４《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重量法测定水分》

和ＧＢ／Ｔ６６０９．２—２００４《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重量法测定灼烧失量》。

本部分与ＧＢ／Ｔ６６０９．１—２００４和ＧＢ／Ｔ６６０９．２—２００４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试剂”、“检验报告”、“仪器分析”三章；

———内容上与ＩＳＯ８０６：２００４相对应。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

究所。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石磊、席欢、薛宁、都红涛、田蕊。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６６０９．１—１９８６、ＧＢ／Ｔ６６０９．１—２００４；

———ＧＢ／Ｔ６６０９．２—１９８６、ＧＢ／Ｔ６６０９．２—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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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第２部分：３００℃和１０００℃质量损失的测定

１　范围

ＧＢ／Ｔ６６０９的本部分规定了氧化铝在３００℃和１０００℃下质量损失的测定方法。依照惯例，用水

分（ＭＯＩ）表示３００℃的质量损失，用灼减（ＬＯＩ）表示１０００℃的质量损失。

本部分适用于焙烧的氧化铝中质量损失的测定。３００ ℃质量损失的测定范围：０．２％～５％；

１０００℃ 质量损失的测定范围：０．１％～２％。

本部分规定在测量样品 ＭＯＩ和ＬＯＩ值时，需提供测量结果的原始数据。为了提高样品的分析精

密度，样品应该在分析前进行空气平衡，空气平衡能显著影响 ＭＯＩ和ＬＯＩ的测量结果。空气平衡的步

骤和造成的影响见附录Ａ。

本部分还将涉及到仪器分析方法。

２　方法原理

将氧化铝样品置于３００℃±１０℃烘干２ｈ，根据质量损失计算水分（ＭＯＩ）。然后将样品置于

１０００℃±１０℃ 灼烧２ｈ，根据质量损失计算灼减（ＬＯＩ）。

３　试剂

警告：由于存在爆炸的危险，禁止在烘箱里使高氯酸镁再生。高氯酸镁和五氧化二磷是危险物品，

应该表明该物质的安全信息。

干燥剂。可任意选用以下三种试剂中的一种作为干燥剂：

ａ）　五氧化二磷；

ｂ）　活性氧化铝；

ｃ）　高氯酸镁。

注：活性氧化铝的活化：将活性氧化铝置于３００℃±１０℃加热烘干１２ｈ，取出，在使用之前应该在干燥器里冷却至

少４ｈ。使用时该氧化铝应每天都进行活化处理。

４　仪器

４．１　真空干燥器（见图１）：包括一个可以放置４个铂坩埚的氧化铝加热架和干燥剂。

图２所示的是金属耐热架：直径约１５０ｍｍ，深度为３０ｍｍ。干燥器应该具有一定的尺寸，使空气

能够流通而不受限制（见图１）。干燥器的盖子进口处应配有一个装有粒状干燥剂的除湿阱。

４．２　铂坩埚（带铂盖）：直径约３５ｍｍ，深度约４０ｍｍ，体积约２５ｍＬ。

４．３　烘箱：３００℃±２℃，配有空气流通机械设备。

注：利用自然空气对流的烘箱不大可能达到需要的温度控制。

４．４　高温炉：温度可控制在１０００℃±１０℃。

４．５　天平：感量０．０００１ｇ。

４．６　热重分析仪：如果需要（见第１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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