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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５１２１《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共有２７部分。

———第１部分：铜含量的测定；

———第２部分：磷含量的测定；

———第３部分：铅含量的测定；

———第４部分：碳、硫含量的测定；

———第５部分：镍含量的测定；

———第６部分：铋含量的测定；

———第７部分：砷含量的测定；

———第８部分：氧含量的测定；

———第９部分：铁含量的测定；

———第１０部分：锡含量的测定；

———第１１部分：锌含量的测定；

———第１２部分：锑含量的测定；

———第１３部分：铝含量的测定；

———第１４部分：锰含量的测定；

———第１５部分：钴含量的测定；

———第１６部分：铬含量的测定；

———第１７部分：铍含量的测定；

———第１８部分：镁含量的测定；

———第１９部分：银含量的测定；

———第２０部分：锆含量的测定；

———第２１部分：钛含量的测定；

———第２２部分：镉含量的测定；

———第２３部分：硅含量的测定；

———第２４部分：硒、碲含量的测定；

———第２５部分：硼含量的测定；

———第２６部分：汞含量的测定；

———第２７部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本部分为第１部分。

本部分包括方法一、方法二、方法三。

本部分方法一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５５４：１９７６《加工及铸造铜合金—铜量的测定—电解法》，在主要技术

内容上与ＩＳＯ１５５４：１９７６相同，编写结构不完全对应。具体技术性差异见附录Ａ、附录Ｂ。

本部分方法三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５５３：１９７６《纯铜（≥９９．９０％）铜量的测定　电解法》，在主要技术内容

上与ＩＳＯ１５５３：１９７６相同，编写结构不完全对应。具体技术性差异见附录Ｃ、附录Ｄ。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５１２１．１—１９９６《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铜量的测定》。

本部分与ＧＢ／Ｔ５１２１．１—１９９６相比，主要变动如下：

———方法一是对ＧＢ／Ｔ５１２１．１—１９９６中“方法１电解原子吸收光谱法”的修订，补充了质量保证

和控制条款，增加了精密度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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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方法二：高锰酸钾氧化碲电解原子吸收光谱法；仅适用于铜碲合金中铜含量的测定；

———方法三是对ＧＢ／Ｔ５１２１．１—１９９６中“方法２电解分光光度法”的修订，补充了质量保证和控

制条款，增加了精密度条款；

本部分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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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由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负责

起草。

本部分由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起草。

本部分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江西铜业集团公司贵溪冶炼厂参加起草。

方法一、方法二主要起草人：夏庆珠、李娟娟。

方法一主要验证人：刘芳、沈广鑫、高新秀、肖青华。

方法二主要验证人：刘芳、沈广鑫、高新秀、杨红生。

方法三主要起草人：夏庆珠、姬得厚。

方法三主要验证人：刘芳、杨柏华、高新秀、牛金在。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５１２１．１—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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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１部分：铜含量的测定

１　方法一　直接电解原子吸收光谱法

１．１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铜及铜合金中铜含量的测定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铜及铜合金中铜含量的测定。测定范围：５０．００％～９９．００％。

１．２　方法原理

试料用硝酸和氢氟酸溶解后，以过氧化氢还原氮的氧化物，加入铅以降低阳极上铂的损失，电解使

铜在铂阴极上析出。阴极烘干后称量。电解液中残留的铜量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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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１　无水乙醇。

１．３．２　氢氟酸（ρ１．１３ｇ／ｍＬ）。

１．３．３　硝酸（１＋１）。

１．３．４　过氧化氢（１＋９）。

１．３．５　氯化铵溶液（０．０２ｇ／Ｌ）。

１．３．６　硝酸铅溶液（１０ｇ／Ｌ）。

１．３．７　铜标准贮存溶液：称取１．００００ｇ纯铜（铜的质量分数≥９９．９５％），置于２５０ｍＬ烧杯中，加入

４０ｍＬ硝酸（１．３．３），盖上表皿，加热至完全溶解，煮沸除去氮的氧化物，用水洗涤表皿及杯壁，冷却。

移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１ｍｇ铜。

１．３．８　铜标准溶液：移取１０．００ｍＬ铜标准贮存溶液（１．３．７），置于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

度，混匀。此溶液１ｍＬ含２０μｇ铜。

１．４　仪器

１．４．１　备有自动搅拌装置和精密直流电流表、电压表的电解器。

１．４．２　电热恒温干燥箱。

１．４．３　铂阴极：用直径约０．２ｍｍ的铂丝，编制成每平方厘米约３６μｍ筛孔的网，制成网状圆筒形，

见图１。

１．４．４　铂阳极：螺旋形，见图２。

１．４．５　原子吸收光谱仪，附铜空心阴极灯。

在仪器最佳工作条件下，凡能达到下列指标者均可使用。

———灵敏度：在与测量试料溶液的基体相一致的溶液中，铜的特征浓度应不大于０．０４２μｇ／ｍＬ；

———精密度：用最高浓度的标准溶液测量１０次吸光度，其标准偏差应不超过平均吸光度的１．０％；

用最低浓度的标准溶液（不是“零”标准溶液）测量１０次吸光度，其标准偏差应不超过最高浓度

的标准溶液平均吸光度的０．５％；

———工作曲线性：将工作曲线按浓度等分成５段，最高段的吸光度差值与最低段的吸光度差值之

比，应不小于０．７。

１．５　试样

厚度不大于１ｍｍ的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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