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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０９７５《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是对ＧＢ／Ｔ６９８７—２００１《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的修

订，本次修订将原标准号ＧＢ／Ｔ６９８７改为ＧＢ／Ｔ２０９７５。

ＧＢ／Ｔ２０９７５《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分为２５个部分：

———第１部分：汞含量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２部分：砷含量的测定　钼蓝分光光度法；

———第３部分：铜含量的测定；

———第４部分：铁含量的测定　邻二氮杂菲分光光度法；

———第５部分：硅含量的测定；

———第６部分：镉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７部分：锰含量的测定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第８部分：锌含量的测定；

———第９部分：锂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１０部分：锡含量的测定；

———第１１部分：铅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１２部分：钛含量的测定；

———第１３部分：钒含量的测定　苯甲酰苯胲分光光度法；

———第１４部分：镍含量的测定；

———第１５部分：硼含量的测定；

———第１６部分：镁含量的测定；

———第１７部分：锶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１８部分：铬含量的测定；

———第１９部分：锆含量的测定；

———第２０部分：镓含量的测定　丁基罗丹明Ｂ分光光度法；

———第２１部分：钙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２２部分：铍含量的测定　依莱铬氰兰Ｒ分光光度法；

———第２３部分：锑含量的测定　碘化钾分光光度法；

———第２４部分：稀土总含量的测定；

———第２５部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本部分为第１８部分，对应于ＩＳＯ３９７８：１９７６《铝及铝合金———铬的测定———萃取后用二苯卡巴肼

分光光度法》和ＩＳＯ４１９３：１９８１《铝及铝合金———铬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一致性程度为修

改采用。

本部分“方法一：萃取分离二苯基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修改采用ＩＳＯ３９７８：１９７６。附录 Ａ（表

Ａ．１）中列出了本部分章条和对应的国际标准章条的对照一览表。本部分在采用国际标准时对部分内

容进行了修改，这些技术性差异用垂直单线标识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在附录Ｂ中给出

了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以供参考。

本部分“方法二：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修改采用ＩＳＯ４１９３：１９８１。附录Ａ（表Ａ．２）中列出了本部

分章条和对应的国际标准章条的对照一览表。在采用国际标准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这些技术性

差异用垂直单线标识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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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１０章中铬的测定范围不包括０．００３％～０．０１０％；

———在第１３章中增加了使用仪器的技术指标；

———在第１６章中以浓度、体积代替重量参数；

———在第１７章中增加了精密度条款；

———在第１８章中增加了质量保证与控制条款；

———减少了试验报告的内容要求。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６９８７．１８—２００１《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铬量》和

ＧＢ／Ｔ６９８７．３０—２００１《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萃取分离二苯基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测定铬量》。

本次修订将ＧＢ／Ｔ６９８７．３０的有关内容纳入本部分。

与ＧＢ／Ｔ６９８７．１８—２００１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６９８７．３０—２００１内容作为本部分的“方法一：萃取分离二苯基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原标

准内容作为“方法二：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将测定范围由０．００３０％～０．６０％修订为０．０１０％～０．６０％；

———增加了“重复性”条款；

———增加了“质量保证与控制”条款；

———对允许差进行了修改。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的“方法一：萃取分离二苯基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为仲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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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由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部分起草单位：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本部分方法一主要起草人：戴凤英、刘天平、张永进、席欢、葛立新、范顺科。

本部分方法二主要起草人：刘天平、戴凤英、谢辉、席欢、马存真、朱玉华。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６９８７．１８—１９８６、ＧＢ／Ｔ６９８７．１８—２００１；

———ＧＢ／Ｔ６９８７．３０—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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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１８部分：铬含量的测定

方法一：萃取分离二苯基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１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铝及铝合金中铬含量的测定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铝及铝合金中铬含量的测定。测定范围：０．０００１％～０．６０％。

２　方法提要

试料经盐酸、硝酸和硫酸混合酸分解，过滤回收残渣中铬。

用硝酸铈铵将三价铬离子氧化成六价铬离子，再用４甲基戊酮２萃取六价铬离子，然后将其转入

到水相后使之与二苯基碳酰二肼形成有色络合物，于分光光度计波长５４５ｎｍ处测量其吸光度。

３　试剂

３．１　硝酸（ρ１．４２ｇ／ｍＬ）。

３．２　硫酸（ρ１．８４ｇ／ｍＬ）。

３．３　盐酸（ρ１．１９ｇ／ｍＬ）。

３．４　氢氟酸（ρ１．１４ｇ／ｍＬ）。

３．５　硫酸（２＋７）。

３．６　盐酸（１＋１）：贮存于冰箱中。

３．７　盐酸（１＋２４）：贮存于冰箱中。

３．８　混合酸：将２００ｍＬ盐酸（３．３）和２００ｍＬ硝酸（３．１）及４００ｍＬ水置于适当大小的容器中进行混

合。在冷却和不断搅拌下，小心地加入１２０ｍＬ硫酸（３．２）。冷却后以水稀释至１０００ｍＬ。混合酸贮存

于深颜色的玻璃容器内。

３．９　硝酸铈铵溶液（２１．９０ｇ／Ｌ）：称取２．１９ｇ硝酸铈铵［（ＮＨ４）２Ｃｅ（ＮＯ３）６］溶解于少量水中并加入

２５ｍＬ硫酸（３．５）。将溶液转移入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

３．１０　４甲基戊酮２按下述方法提纯：于１０００ｍＬ分液漏斗中，移入２５０ｍＬ预先冷却至５℃～１０℃

的４甲基戊酮２［ＣＨ３ＣＯＣＨ２ＣＨ（ＣＨ３）２］，并加入２５０ｍＬ冷却至同一温度的盐酸（３．７），用力摇动

１ｍｉｎ；然后静置分层，弃去水相。将４甲基戊酮２收集于适宜的容器中，此试剂应冷却使用。

３．１１　二苯基碳酰二肼丙酮溶液（１０ｇ／Ｌ）：称取０．５０ｇ熔点在１７０℃以上的二苯基碳酰二肼溶解于少

量丙酮中，移入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冷却至５℃～１０℃，并用丙酮稀释至刻度。此溶液在使用前配制。

３．１２　氯化镍溶液（２００ｇ／Ｌ）：称取２０ｇ六水合氯化镍溶解于少量水中，加入６０ｍＬ盐酸（３．３），用水稀

释至１００ｍＬ。

３．１３　铝基体溶液（２０ｇ／Ｌ）：称取２０．００ｇ高纯铝 ［狑（Ａｌ）≥９９．９９％，不含铬］，置于１０００ｍＬ烧杯中，

加入１ｍＬ氯化镍溶液（３．１２）并分次少量加入总量为２００ｍＬ盐酸（３．３），必要时用水稀释。待反应完

毕后，加入２００ｍＬ硝酸（３．１），冷却，加入１２０ｍＬ硫酸（３．２）。小心加热溶液至刚有三氧化硫白烟冒出

后，取下冷却。用水吹洗杯壁，搅匀后继续加热至有三氧化硫白烟冒出，取下冷却，用水溶解并加热至溶

液清亮。冷却后，将溶液移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

３．１４　铬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０．５６６６ｇ预先在１４０℃下烘干并于干燥器中冷却的基准重铬酸钾，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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