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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采用湿法工艺从电解铜*铅*铋等金属的阳极

泥中回收贵金属的过程中!会产生含有碲*铋的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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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很高的回收利用价值"在日常分析铋

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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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坏血酸的方法进行掩蔽!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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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较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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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的影响!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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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二次去离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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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坏血酸!搅拌溶

解!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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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剂
=

滴!立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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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溶液

滴定至由红色变为黄色为终点"计算
QUC5

标准

溶液对铋的滴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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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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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沉淀连同滤纸一起转入原烧杯!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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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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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验!将所得三元共沉

淀物过滤之后的滤液酸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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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选择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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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沉淀时间的确定

分别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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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元共沉淀物沉淀

时间"结果表明!当沉淀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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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达到稳定的最大值!对测定结果无影响"实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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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元素与指示剂的选择

阳离子方面!单独使用硫脲作为指示剂!用氟化

物掩蔽钍*锆和锡及用酒石酸掩蔽锑时!会造成终点

不明#单独使用
O5H

作为指示剂!铜$

4

%和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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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
O5H

生成红色络合物!影响终点观察"阴离

子方面!以硫脲作为指示剂时!硫酸根*氯根和乙酸

根不影响!而酒石酸*柠檬酸和氟离子影响终点观

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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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指示剂时!氟离子*硫酸根*氯根和

酒石酸不影响测定!故可以用其为掩蔽剂消除钍*

锆*锡*锑和少量铌*钽的影响"用硫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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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

指示剂可有效避免上述干扰"但是需预先加入硫

脲!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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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时!可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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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水解!并可以消

除一些干扰元素的影响"

??

中国无机分析化学
!!!!!!!!!!!!!!!!

#$"!

年



.&/

!

精密度实验

按实验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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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滴定过程中对
R'

!b的干扰!在实际分析过程中达

到很好的效果!所得结果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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