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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ＹＳ／Ｔ５５５《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包括１１个部分：

ＹＳ／Ｔ５５５．１　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钼量的测定　钼酸铅重量法

ＹＳ／Ｔ５５５．２　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二氧化硅量的测定　硅钼蓝分光光度法和重量法

ＹＳ／Ｔ５５５．３　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砷量的测定　原子荧光光谱法和ＤＤＴＣＡｇ分光光度法

ＹＳ／Ｔ５５５．４　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锡量的测定　原子荧光光谱法

ＹＳ／Ｔ５５５．５　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磷量的测定　磷钼蓝分光光度法

ＹＳ／Ｔ５５５．６　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铜、铅、铋、锌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ＹＳ／Ｔ５５５．７　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氧化钙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ＹＳ／Ｔ５５５．８　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钨量的测定　硫氰酸盐分光光度法

ＹＳ／Ｔ５５５．９　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钾量和钠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ＹＳ／Ｔ５５５．１０　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铼量的测定　硫氰酸盐分光光度法

ＹＳ／Ｔ５５５．１１　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油和水分总含量的测定　重量法

本部分为第２部分。

本部分代替ＹＳ／Ｔ５５５．２—２００６《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二氧化硅量的测定》（原ＧＢ／Ｔ１５０７９．２—

１９９４）。

本部分与ＹＳ／Ｔ５５５．２—２００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精密度条款；

———对文本格式进行了修改，补充了质量保证和控制条款。

本部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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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西铜业公司（德兴）矿山新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中歧、王郭亮、苏雄、朱俊楷、程景峰。

本部分主要验证人：田永红、束斌强。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５０７９．２—１９９４；

———ＹＳ／Ｔ５５５．２—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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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二氧化硅量的测定

硅钼蓝分光光度法和重量法

方法１　硅钼蓝分光光度法

１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钼精矿中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钼精矿中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测定范围：０．１０％～３．０％。

２　方法提要

试样在银坩锅中用氢氧化钠熔融分解，在弱酸性介质中硅与钼酸铵形成硅钼黄杂多酸，以硫酸和柠

檬酸消除磷、砷的干扰，用抗坏血酸将硅钼黄还原为硅钼蓝，于分光光度计６６０ｎｍ处测定其吸光度。

３　试剂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或相当纯度的水。

３．１　氢氧化钠。

３．２　混合熔剂：２份无水碳酸钠和１份无水碳酸钾混匀研细。

３．３　硝酸溶液（３＋９７）。

３．４　盐酸溶液（１＋１）。

３．５　硫酸溶液（２＋８）。

３．６　钼酸铵溶液（１００ｇ／Ｌ）：称取１０ｇ钼酸铵溶于１００ｍＬ蒸馏水中，过滤后贮存于塑料瓶中。

３．７　硫酸柠檬酸混合液：称取１５ｇ柠檬酸溶于１００ｍＬ硫酸（３．５）中。

３．８　抗坏血酸溶液（１０ｇ／Ｌ）：称取１ｇ抗坏血酸，溶于１００ｍＬ硫酸柠檬酸混合液（３．７）中（用时

现配）。　

３．９　二氧化硅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０．５０００ｇ预先在１０００℃熔融１ｈ并在干燥器中冷至室温的二氧

化硅（基准试剂），置于盛有５ｇ混合熔剂（３．２）的铂坩埚中，上面再覆盖２ｇ左右的混合熔剂，于９５０℃～

１０００℃的马弗炉中灼烧３０ｍｉｎ。取出冷却，放入３００ｍＬ聚四氟乙烯烧杯中，用热水浸取，洗净坩埚，

加热至溶液清亮，冷却，移入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至刻度，混匀，立即转入塑料瓶中贮存，此溶液

１ｍＬ含１ｍｇ二氧化硅。　

３．１０　二氧化硅标准溶液：移取２０．００ｍＬ二氧化硅标准贮存溶液（３．９），置于２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

稀释至刻度，混匀。立即转入塑料瓶中，此溶液１ｍＬ含１００μｇ二氧化硅。

４　仪器

分光光度计。

５　试样

试样应预先脱去油和水分，其粒度应小于０．０９０ｍｍ。试样应在１００℃～１０５℃烘１ｈ后，置于干

１

犢犛／犜５５５．２—２００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