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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灰岩是沉积岩的一种!其主要矿物成分为方解

石!主要元素成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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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分析!这些经典

的分析方法准确度高!精密度好!然而操作过程比

较繁琐!分析结果的好坏容易受到操作水平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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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析技术目前已

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石灰石#白云石等日常分析中!

大多采用熔片法来保证分析的准确度和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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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熔片法制样相对繁琐耗时!同时分析成

本高!不利于快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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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灰岩类样品的烧

失量较大!在进行压片分析时高含量组分存在很大

的偏差!本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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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系列的选择与制备

选用石灰石#白云石等灰岩类国家一级标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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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选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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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精

密度进行评价"

相对标准偏差
JMW

'

\

e

MW

)

C

W

%$$\

%

D

&

其中(

MW

,标准偏差!

\

$

)

C

,标准样品多次测

定平均值!

\

"

分别选取两个灰岩类样品!重复压制
%#

个样

片!根据表
#

的测量条件进行
?J@

法分析!统计结

果列于表
D

"通过表
D

可知各个组分的相对标准偏

差均小于
#\

!说明方法的精密度良好"

==

中国无机分析化学
!!!!!!!!!!!!!!!!

#$%!

年



表
'

!

精密度实验

I9?:7'

!

U<78#+#",37+3

$

!V$-

% "

Y

样品 组分 测定平均值'
\

标准偏差
MW

'

\ JMW

'

\

石灰石

M(B

#

%;%> $;$%" %;=

61

#

B

D

$;>D $;$$C# %;=

E@*

#

B

D

$;#! $;$$D" %;D

b

4

B %;%= $;$$C> $;""

&0B >#;CD $;%% $;#%

]

#

B

$;%> $;$$%$ $;">

<0

#

B $;$## $;$$$= %;C

b)B $;$%% $;$$$# %;>

c $;$$%! $;$$$% %;>

白云岩

M(B

#

$;== $;$$=C %;%

61

#

B

D

$;#! $;$$=" %;C

E@*

#

B

D

$;=G $;$$>% %;$

b

4

B #$;D! $;$>> $;#C

&0B D%;=D $;%> $;=G

]

#

B

$;$D" $;$$$C %;G

<0

#

B $;$D! $;$$$> %;D

b)B $;$D# $;$$$" #;$

c $;$$D" $;$$$% %;#

-&'&-

!

准确度实验

为了验证该方法的准确性!分别对灰岩类标准样

品和外检样品制样测定!分析结果与推荐值和常规分

析方法结果相比较!具体分析见表
=

"从表
=

中可以看

出!

?J@

法所得结果与推荐值和常规分析方法结果具

有良好的一致性!说明该方法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表
F

!

准确度实验

I9?:7F

!

1884<98

5

37+3

$

!V'

% "

Y

试样 项目
M(B

#

61

#

B

D

E@*

#

B

D

b

4

B &0B ]

#

B <0

#

B b)B c NB3

I_Z$C#%>0

标准参考值
%;!$ $;CC $;=> #;#G >%;#$ $;%"! $;$#> $;$%= $;$$%D =#;>C

?J

法
@

测定值
%;!# $;C! $;== #;D# >%;DD $;%>G $;$#! $;$%D $;$$%# =#;="

I_Z$C#%C0

标准参考值
$;$# $;$# $;## #$;DC D#;%% $;$$% $;$#D $;$D# $;$$%$ =";!G

?J@

法测定值
$;$# $;$D $;#= #$;#G D#;#" $;$$% $;$#% $Y$D# $;$$%% =";CD

M09

Q

1*%

%

传统方法值
%;$% $;=D $;#C %;#G >D;#! $;$G$ $;$#% $;$%= $;$$%#

?J@

法测定值
%;$> $;== $;#G %;D$ >D;## $;$G= $;$## $;$%# $;$$%#

=D;$G

M09

Q

1*#

%

传统方法值
$;$= $;$# $;D" %G;%D DD;"$ $;$>" $;$"= $;$G> $;$$%=

?J@

法测定值
$;$> $;$D $;D> %G;D# DD;>C $;$># $;$"C $;$G" $;$$%>

=";"%

M09

Q

1*D

%

传统方法值
$;D# $;$" $;%D #%;$G D%;$G $;$#" $;$== $;$!$ $;$$%G

?J@

法测定值
$;D% $;$" $;%= #%;%! D%;$C $;$D$ $;$=> $;$CG $;$$#%

=";CG

!

注(传统法中
&0B

采用
[WE6

容量法$

M(B

#

#

c

采用比色法$其他元素采用
3&cAB[M

法$

NB3

采用重量法分析"

D

!

结论

采用粉末压片制样!建立了
?J@

同时测定石灰

石#白云石等灰岩类样品中
G

种主次量组分的方法"

通过对
&0B

#

b

4

B

#

M(B

#

#

61

#

B

D

#

@*

#

B

D

>

种主量组分

进行烧失量换算建立标准曲线!使精密度和准确度得

到很大改善!分析结果与经典分析方法所得的结果相

当!说明该方法准确度高!同时与常规的分析方法相

比操作简便快速#绿色环保!适合批量样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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