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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吸取了近几年来陶瓷原料化学分析领域的先进成果，在此基础上根据科学、适用的要求，
对标准的名称、分析仪器、使用方法及测试的精度等进行了规范。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陶瓷标准化中心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广东省陶瓷质检站 (佛山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谭青艳、徐青峰、刘 杰、罗正钦、龙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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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原料化学成分光度分析方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光度法测定陶瓷原料中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二氧化二铁、二氧化钦、氧化钙、

氧化镁、氧化钾、氧化钠和灼烧减量的分析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陶瓷原料的化学成分常规分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改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6682-199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2810-1991 实验室玻璃仪器 玻璃量器的容量校准和使用方法

一般规定

3.1试验用水应符合GB/T 6682-1992中三级水以上的规格。在未注明要求时，均为二次蒸馏水 (或

同等纯度水)。

3.2 试验用玻璃仪器及量具应符合GB/T 12810-1991的规定，使用前均应校准。

3.3 试验用试剂除特别指明外，均为分析纯试剂。标准溶液的配制所需试剂应为基准试剂或优级纯以

上试剂。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的标准溶液用国家一级标准物质进行标定。

3.4 分析过程中的恒重变化应不人于0.2 mg.
3.5 分析时进行空自试验，以试剂空白值对分析结果进行校正口
3.6 分析时须进行平行试验。

4 方法提要

4. 1 灼烧减量

    试样经1025℃士25℃灼烧，所损失的重量为灼烧减量。
4.2 二氧化硅

    硅钥蓝光度法:分取试液，在一定酸度下硅酸与钥离子形成硅铝黄杂多酸，用抗坏血酸还原硅铝
黄为硅铝蓝，借此测定吸光度。

4.3 三氧化二铝

    偶氮氯磷-1光度法:分取试液，用硫脉掩蔽共存干扰离子，在pH为5左右的缓冲介质中，铝与
偶氮氯麟-1形成紫红色配合物，借此测定吸光度。

4.4 三氧化二铁

    1,10一菲哆琳光度法:分取试液，用柠檬酸掩蔽共存干扰离子，用抗坏血酸将二价铁还原为二价

铁，在pH 3-5的溶液中，1,10-菲哆琳与二价铁离子生成桔红色络合物，借此测定吸光度。
4.5 二氧化钦

    二安替比林甲烷光度法:四价钦离子与三安替比林甲烷在盐酸酸度为 ((1.2̂2.5) mol/L间形成

稳定的黄色络合物。用抗坏血酸消除铁的干扰，借此测定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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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氧化镁

    偶氮氯麟-1光度法:分取试液，用三乙醇胺掩蔽铁、钦，以乙二醇双 (a-氨基乙基)醚四乙酸铅

  (EGTA-Pb)掩蔽钙，镁与偶氮氯磷-1形成紫红色配合物，借此测定吸光度。
4.7 氧化钙

    乙二醛缩双邻氨基酚 (GB14A)光度法:分取试液，用硫服掩蔽共存干扰离子，在0. 1 mol/L氢氧

化钠介质中，钙与GBHA形成稳定配合物，借此测定吸光度。

4.8氧化钾和氧化钠
    火焰光度法:将试液与标准溶液依次在火焰光度计上分别测定其相对辐射强度，以计算氧化钾或

氧化钠的含量。

5试剂、溶液及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5.1 试剂

5.1.1无水碳酸钠

5.1.2优级纯氢氧化钠
5.1.3  )L水硅酸钠

5.1.4焦硫酸钾
5.1.5混合熔剂 ((4份优级纯氢氧化锉与1份优级纯硼酸混匀，干燥研细)
5.1.6优级纯盐酸(密度为1.19 g/cm' )

5.1.7硫酸 (密度为1. 84 g/cm' )
5.1.8硝酸(密度为1.42g/cm')

5.1.9 柠檬酸

5.1.10 钥酸钱

5.1.11结晶乙酸钠

5.1.12二安替比林甲烷
5.1.13 无水乙醇

5.1.14 抗坏血酸

5.1.15偶氮氯麟-1
5.1.16 硫脉

5.1.17 乙二醛缩双邻氨基酚 (GBHA)

5.1.18 甲醇

5. 1. 19  1,10一菲哆琳

5.1.20优级纯乳酸
5. 1.21 乙二醇双 (a-氨基乙基)醚四乙酸 (EGTA )

5.1.22 硝酸铅
5. 1.23 三乙醇钱

5. 1.24 高纯铝片或铝丝
5.1.25三氧化二铁(光谱纯以上试剂)
5. 1.26二氧化钦 (光谱纯以上试剂)

5.1.27碳酸钙 (基准试剂)
5.j.28氧化镁 (基准试剂)
5. 1.29 氯化钾 (基准试剂)

5. 1.30 氯化钠 (基准试剂)

5. 1.31 丙三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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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溶液

5.2.1盐酸((2+3):取优级纯盐酸 (5.1.6) 2体积与3体积水混匀。
5.2.2 硫酸((1+1 ):取硫酸 ((5.1.7) 1体积与I体积水混匀。

5.2.3 柠檬酸一硫酸混合酸:称取柠檬酸((5.1.9) 150g溶于4 700 mL水中，缓慢加入硫酸(5.1.7)
300 mL，边加边搅拌，摇匀。

5.2.4 铝酸馁溶液 (1.5%):称取铝酸钱 (5.1.10) 7.5g溶解于500 mL水中。
5.2.5 乙酸钠溶液 (24%):于1000 ML烧杯中加水700 mL，加入结晶乙酸钠 (5.1.11) 240g，加热
溶解后用水稀释至1000 ML.

5.2.6 二安替比林甲烷溶液:称取二安替比林甲烷9g，加盐酸(5.2.1)100 mL，无水乙醇 (5.1.13)
150 mL，水50mL，超声溶解后于棕色瓶中避光保存。

5.2.7 抗坏血酸溶液(I%):称取抗坏血酸 ((5.1.14) 2g,溶于柠檬酸一硫酸混合酸 (5.2.3) 200mL
中，用时配制。

5.2.8 偶氮氯麟-1溶液 ((0.02%):称取偶氮氯麟-1 (5.1.15) 2g,溶解于10 000 mL水中，匀后置于
棕色瓶中或避光保存。限用2个月。

5.2.9 硫腮(5%):取固体硫脉 (5.1.16) 0.5g溶于10 mL水中。当天配制。
5. 2. 10  GBHA溶液 (0.05%):称取GBHA (5.1.17) 0.25g于甲醇(5.1.18) 500mL中，超声溶解，
摇匀后贮于冷藏箱中。限用10天。

5.2. 11测Fe显色液:称取1, 10一菲缪琳(5. 1. 19) 1 g于无水乙醇(5.1.13) 20mL中，超声溶解后

分别加水200 mL、结晶乙酸钠((5.1.11) 100 g.柠檬酸((5.1.9) 10g,溶解混匀后贮存于棕色试剂瓶
中，保存于冷藏箱中。限用一个月。

5.2. 12 测Ca显色液 (浓):称取氢氧化钠 ((5.1.2) 28g溶于400 mL水中，依次加入优级纯乳酸
  (5.1.20) lOmL、丙三醇 (5.1.31) lOmL、三乙醇胺 (5.1.23) 50 mL，硫酸 (5.2.2) lOmL，摇匀

后贮于塑料瓶中。限用巧天。

5.2.13 测Ca显色液(稀):取测Ca显色液 (浓)(5.2. 12) 1份与5份水混匀，贮于塑料瓶中。限
用 15天 。

5.2.14 测Mg显色液:称取EGTA (5.1.21)0.5g与硝酸铅 (5.1.22) 0.45g，加三乙醇胺 (5.1.23)
200 mL，加水200 mL，加热溶解后贮于试剂瓶中。

5.2.15 浸取液:于500 mL容量瓶中加入盐酸 (5.2.1) 20mL，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5.2.16 空白溶液:称取2. 000 g士0. 005 g混合熔剂 (5.1.5)于事先放有约800 mL水和盐酸 (5.2.1)
40 mL的1000 mL容量瓶中，溶解后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5.3 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5.3.1二氧化硅标准贮备液 (约3 500 }tg/mL)的配制
    称取九水硅酸钠 ((5.1.3) 9g，分别加优级纯氢氧化钠 ((5.1.2) 5g，水500 mL,溶解后移入塑料

瓶中保存。

5.3.2 三氧化二铝标准贮备液 (约2000gg/mL)的配制
    精称99.95%以上的高纯铝片或铝丝(5.1.24) 1.0588g，加入盐酸 (5.2.1) 100mL,硝酸(5.1.8)

10 mL,盖上表面皿，加热溶解后移入10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5.3.3 三氧化二铁标准贮备液 (500 4g/mL )的配制
    精称经400℃灼烧的三氧化二铁 (5.1.25) 0.5000g于500 mL烧杯中，加盐酸(5.2.1) 100mL,

硝酸 ((5.1.8) lOmL，盖上表面皿，加热溶解后移入1 0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5.3.4 二氧化钦标准贮备液((4001xg/mL)的配制
    精称经800℃灼烧的二氧化钦 (5.1.26) 0.4000g于铂金增祸或光滑的瓷增塌中，加焦硫酸钾

(5.1.4) 12g，在电炉上低温熔融后再于8000C熔融成红色均匀流体，保温3 min，取出冷却后，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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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mL烧杯中，加水800 mL，再缓缓加入硫酸 (5.1.7) SOmL，加热溶解，冷至室温，移入1000 mL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5.3.5氧化钙标准贮备液 0 000 }tg/mL)的配制
    精称经110,C烘干2h的碳酸钙((5.1.27) 1.7848g于300 mL烧杯中，加水约50 mL，盖上表面皿，

缓慢加入盐酸((5.2.1)约30 mL，完全溶解后移入10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5.3.6氧化镁标准贮备液 (1000lxg/mL )的配制
    精称经950℃灼烧30 min的氧化镁(5.1.28) 1.000 0 g于300 mL烧杯中，加水约50 ML，盖上表

面皿，缓慢加入盐酸 (5.2.1)约30 mL,微热至完全溶解，冷至室温后移入 1 000 ML容量瓶中，用水

稀释至刻度，摇匀。

5.3.7氧化钾标准贮备液 (1000 }tg/mL)的配制
    精称经1500C烘干2h的氯化钾 (5.1.29) 1.5828g于烧杯中，加水溶解，加盐酸 (5.2.1) 20 mL,

移入10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5.3.8 氧化钠标准贮备液 (1000 }Lg/mL)的配制
    精称经150℃烘千2h的氯化钠((5.1.30) 1.8858g于烧杯中，加水溶解，加盐酸 ((5.2.1) 20 mL,

移入10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5.3.9 氧化钾(5 gg/mL)和氧化钠 (51xg/mL)混合参比标准溶液的配制
    用大肚移液管分别吸取氧化钾标准贮备液((5.3.7)和氧化钠标准贮备液((5.3.8)各5mL于1000 ML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约900 ML，加入混合熔剂((5.1.5) 2.000g士0. 005 g,摇匀，加盐酸(5.2.1)40mL,

溶解后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5.3.10 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铁 ((5 jAg/mL )、二氧化钦 (2 }Lg/mL )混合参比标准溶液的配制
    在1 000 mL容量瓶中，依次加入三氧化二铁标准贮备液 (5.3.3) lOmL，二氧化钦标准贮备液

  (5.3.4) SmL，盐酸(5.2.1) 37mL,混合熔剂(5.1.5) 2.000g士0.005 g,溶解后用水稀释至约800 mL,
然后边摇动边加入二氧化硅标准贮各液 (5.3.1) 20mL，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二氧化硅的浓度须

标定。

5.3.10.1 二氧化硅浓度的标定
    选择一种国家一级标准物质 (二氧化硅的含量须大于60%)，按7.1-7.3操作步骤制备试液2份，

按 8.3. 1的方法测定，通过调整该标准溶液的浓度值使测定结果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物质的标准值，且
二份试液的平行差在允许误差范围内，此标准液的浓度值即为混合参比标准溶液 (5.3. 10)中二氧化

硅的浓度。

5.3.11三氧化二铝、氧化钙 〔5 Wg/ML).氧化镁((2 jig/mL )混合参比标准溶液的配制
    在1000 mL容量瓶中，依次加入二氧化二铝标准贮备液(5.3.2) 20mL,氧化钙标准贮备液(5.3.5)

5 mL,氧化镁标准贮备液 (5.3.6) 2mL，盐酸(5.2.1)38 mL,混合熔剂(5.1.5) 2.000g士0. 005 g,
溶解后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三氧化二铝的浓度须标定。

5.3.11.1 三氧化二铝浓度的标定
    选择一种国家一级标准物质 (三氧化三铝含量须大于20%)，按7.1-7.3操作步骤制备试液2份，

按 8.3的方法测定，通过调整该标准溶液的浓度值使测定结果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物质的标准值，且二

份试液的平行差在允许误差范围内，此标准液的浓度值即为混合参比标准溶液 ((5.3. 11)中三氧化二

铝的浓度。

5.3.12氧化钙标准溶液 (501xg/mL)的配制
    在500 mL容量瓶中，依次加入氧化钙标准贮备液(5.3.5) 25mL，盐酸 ((5.2.1) 19.5mL,混合

熔剂((5.1.5) 1.000g10.005g,溶解后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5.3.13氧化镁标准溶液 (301xg/mL)的配制
    在500 mL容v瓶中，依次加入氧化镁标准贮备液 (5.3.6) 15mL，盐酸 (5.2.1) 19. 5 mL,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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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剂 ((5.1.5) 1.000g10.005g，溶解后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6 仪器设备

6.1应用光度法原理的化学成分测定仪

6.1.1仪器在测量范围内，所测标准点之间线性相关系数应达到0.9990
6.1.2 仪器稳定性:仪器预热I S min后，5 min内读数漂移不大于0.2%<

6.1.3 检测灵敏度:对二氧化硅应不低于。，2 }ig/mL，对三氧化二铝、三氧化二铁、二氧化钦、氧化

钙、氧化镁均应不低于。.I }Lg/mLo
6.1.4 波长:仪器波长在380 nn-800 nn 之间连续可调，精度误差不大于0. 2 nm，或者仪器对所测

定元素有确定波长的光源。

6.2火焰光度计:火焰光度计的灵敏度对氧化钾和氧化钠均应不低于0.05 }ig/mLo

6.3马弗炉:最高温度不低于1200'C.
6.4 超声波清洗器:50 W-100 W o

6.5 干燥箱:最高温度3000C e

7 试样制备

7. 1 分取样品量按经验公式 (1)计算。

Q=kd2

    式中:

    Q— 处理后具有代表性的最低质量，kg;
    k - 0.2，特征常数;

    d— 处理后最大粒径，mm.

    将样品粉碎、过筛、缩分处理成分析试样，使其不失去原送检样的代表性。
7.2 分析试样最大粒径不大于0. 06 mm，最低质量不小于log，在测定前，须经过105℃一110℃干燥

2h-3h至恒重。

7‘3 试液的制备
    称0. 050 0 g10. 000 2 g试样于黄金增祸中，加入混合熔剂 ((5.1.5) 1.000g士0. 005 g，搅匀后放入

己预先升温至900℃的马弗炉中，保温 10 min-15 min,取出增祸，稍冷后将试样放于600 ML干燥烧

杯中，定量加入浸取液 (5. 2. 15) 500 mL，边搅拌边超声浸出，直至熔体完全溶解。此试液供测各元

素用。

8 分析步骤

8.1 灼烧减量的测定

8.1.1 测定

    称取试样1. 000 0 g于事先己经灼烧至恒重的瓷(或铂)增塌内，放于马弗炉中，从低温逐渐升温
至1 025℃士25℃后保温 1h，取出稍冷后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然后再放入1 025℃士250C

马弗炉中，保温15 min，取出稍冷后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如此反复，直至恒重。

81.2 结果表述
    灼烧减量的百分含量按式 (2)计算

一
灼烧减量 (%)= m,一m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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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阴1— 灼烧前增祸及试样质量，go
  m2— 灼烧后增祸及试样质量，go
    m— 试样质量，9.
    所得结果应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8.2标准工作曲线的绘制
    吸取相应的混合参比标准溶液0.0, 1.0, 2.0, 3.0, 4.0, 5.0mL分别置于相应的干燥容量瓶中，分别

补加空白溶液((5.2.16) 10.0, 9.0, 8.0, 7.0, 6.0, 5.OmL，摇匀，按8.3中相应元素的测定步骤，分别

绘制相应的吸光度一浓度标准工作曲线，线性相关系数应达到0.999。应定期检查并校正仪器的线性，

以保证测量精度。
8.3 各元素的测定

8.3.1二氧化硅的测定
    吸取空白溶液 (5.2.16).混合参比标准溶液 (5.3.10)、试液各10 mL分别置于50 mL容量瓶中，

分别依次加入硫服 (5.2.9) 4滴、铝酸钱 (5.2.4) lOmL，摇匀，放置相应时间后 (见表1)，分别以

抗坏血酸溶液((5.2.7)稀释至刻度，摇匀。20 min后测定，吸光度能够稳定4h。设定仪器波长为530nm,
在满足 6.1规定的二氧化硅的测定条件下，以空白显色液调零，依次测定标准显色液和试液显色液的

吸光度。按式 ((3)计算测定结果。

                                              表1

温度，℃

时间，min

0- 15 >15-30 > 30

8.3.2 三氧化二铝 的测 定

    吸取空白溶液 (5.2.16).混合参比标准溶液 (5.3.11)、试液各l O mL分别置于干燥的100 mL容

量瓶中，依次分别加入硫服(5.2.9) 4滴、偶氮氯麟-1溶液(5.2.8)约80 mL，乙酸钠溶液 ((5.2.5)

5 mL，分别以偶氮氯麟-1溶液 (5.2.8)稀释至刻度，15 min后测定，吸光度能够稳定1h。设定仪器
波长为580 mn，在满足6.1规定的测定三氧化二铝的条件下，以空白显色液调零，依次测定标准显色
液和试液显色液的吸光度。按式 (3)计算测定结果。当三氧化二铝的含量大于 45%时需将试液稀释

一倍后再测定。

8.3.3 三氧化二铁的测定

    吸取空白溶液 (5.2.16),混合参比标准溶液((5.3.10)、试液各10 ML分别置于干燥的50 mL容量

瓶中，分别依次加入硫服 (5.2.9) 2滴、抗坏血酸溶液 (5.2.7) 5滴，测Fe显色液 ((5.2.11) 5mL,
摇匀，20 min后测定，吸光度能够稳定2h。设定仪器波长为510 mm，在满足6.1规定的测定三氧化二

铁的条件下，以空白显色液调零，依次测定标准显色液和试液显色液的吸光度。按式 (3)计算测定结
果。

8.3.4 二氧化钦的测定
    吸取空白溶液 ((5.2.16),混合参比标准溶液 ((5.3.10)、试液各10 mL分别置于干燥的50 mL容量

瓶中，分别依次加入硫脉 (5.2.9) 2滴、抗坏血酸溶液((5.2.7) 5滴，二安替比林甲烷 (5.2.6) lOmL,

摇匀，20 min后测定，吸光度能够稳定2h。设定仪器波氏为420 nm，在满足6.1规定的测定二氧化钦

的条件卜，以空白显色液调零，依次测定标准显色液和试液显色液的吸光度。按式((3)计算测定结果。

8.3.5氧化钙的测定

8.3.5.1含量在10%以下氧化钙的测定
    吸取空白溶液 (5.2.16),混合参比标准溶液 (5.3.11)、试液各10 mL分别置于干燥的聚乙烯瓶或

50 mL容量瓶中，分别依次加入硫脉 (5.2.9) 2滴、测Ca显色液 (浓)(5.2.12) 2mL, GBHA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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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0) 10 mL,摇匀，显色完毕5 min后开始按发色顺序依次测定，10 min内测完。设定仪器波长

为530 nm，在满足6.1规定的测定氧化钙的条件下，以空白显色液调零，依次测定标准显色液和试液

显色液的吸光度。按式 ((3)计算测定结果。
8.3.5.2 含量在10%以上氧化钙的测定
    吸取空白溶液((5.2.16),氧化钙标准溶液(5.3.12)、试液各5mL分别置于干燥的聚乙烯瓶或50 mL

容量瓶中，依次分别加入硫脉(5.2.9) 2滴、测Ca显色液(稀)(5.2.13) 10mL, GBHA溶液(5.2.10)
25 mL,摇匀，显色完毕5 min后开始按发色顺序依次测定，10 min内测完。设定仪器波长为530 nun,

在满足6.1规定的测定氧化钙的条件下，以空白显色液调零，依次测定标准显色液和试液显色液的吸
光度。按式 (3)计算测定结果。

8.3.6 氧化镁的测定

8.3.6.1含量在5%以下氧化镁的测定
    吸取空白溶液 (5.2.16).混合参比标准溶液 (5.3.11)、试液各10 mL分别置于干燥的50 mL容量

瓶中，依次分别加入硫脉(5.29) 2滴、测Mg显色液((5.2.14) 5mL、偶氮氯麟-1溶液(5.2.8) 5mL,
摇匀，5 min后测定，吸光度能够稳定2h。设定仪器波长为580 nm，在满足6.1规定的测定氧化镁的

条件卜，以空白显色液调零，依次测定标准显色液和试液显色液的吸光度。按式((3)计算测定结果。
8.3.6.2含量在5%以上氧化镁的测定
    吸取空白溶液 (5.2.16),氧化镁标准溶液 (5.3.13)、试液各5mL分别置于干燥的50mL容量瓶

中，然后分别补加空白溶液(5.2.16) 5mL,硫9 (5.2.9) 4滴、测Mg显色液(5.2.14) lOmL、用
偶氮氯磷-1溶液 (5.2.8)稀释至刻度，摇匀，5 min后测定，吸光度能够稳定2h。设定仪器波长为

580 nm，在满足6.1规定的测定氧化镁的条件下，以空白显色液调零，依次测定标准显色液和试液显
色液的吸光度。按式 ((3)计算测定结果。

8.3.7氧化钾和氧化钠的测定

    分取部分空白溶液 (5.2. 16).混合参比标准溶液 ((5.3.9)、试液，选定火焰光度计相应的最佳上

作条件，以全白溶液 (5.2.16)调零，依次测定混合参比标准溶液(5.3.9)、试液的相对辐射强度。按

式(3)计算测定结果。

9 各元素结果表述

    用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时，依据式 (3)计算各元素的百分含量。

X (% )=
Vo'U(A2一Ao) x 10-6
Mo'V2(At一Ao}

X100 ··················⋯ ⋯ (3)

式中:

X— 所测定元素的百分含量，%;

C— 标准N合液中相应组分的浓度，}tg/mL;
Mo— 试样重量，g;

A�— 空白显色液的吸光度或空白溶液 ((5.2.16)的相对辐射强度;
A,— 标准显色液的吸光度或混合参比标准溶液 ((5.3.9)的相对辐射强度:

A2— 试液显色液的吸光度或试液的相对辐射强度;

Va— 试液的总体积，mL;
K— 分取相应标准混合液的体积，mL;

Vz— 分取试液的体积，mLo

所得结果应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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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析结果允许误差

10. 1 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10.2规定的允许误差，且全分析各组分总和在99.5%一100.5%

时，允许取其平均值为报出结果。

10.2 各单项组分分析平行允许误差见表2.

                                              表2

化学成分 含量，% 允许差，%

Siq
< 60 0.30

> 60 0.40

Ah03

< 10. 00 0.10

10.01- 20.00 0.30

> 20. 00 0.40

Fei03

<0.50 0.05

0.51̂ -1.00 0.10

1.01̂ -2.00 0.15

TiO,

<030 0.05

0.31--1.00 0.10

> 1.00 0.15

CaO或Mg0

<0.10 0.05

0.11-1.00 0.10

> 1.00 0.15

K20或Na2O

毛1.00 0.15

1.01̂ -5.00 0.25

5,01-10.00 0.35

> 10.00 0.45

灼烧减量

蕊1.00 0.05

1.01̂-5.00 0.10

>5.00 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