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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土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２４部分：碳和硫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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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ＹＳ／Ｔ５７５《铝土矿石化学分析方法》共有２４部分：

———第１部分：氧化铝含量的测定　ＥＤＴＡ滴定法；

———第２部分：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　重量钼蓝光度法；

———第３部分：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　钼蓝光度法；

———第４部分：三氧化二铁含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滴定法；

———第５部分：三氧化二铁含量的测定　邻二氮杂菲光度法；

———第６部分：二氧化钛含量的测定　二安替比啉甲烷光度法；

———第７部分：氧化钙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８部分：氧化镁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９部分：氧化钾、氧化钠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１０部分：氧化锰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１１部分：三氧化二铬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１２部分：五氧化二钒含量的测定　苯甲酰苯胲光度法；

———第１３部分：锌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１４部分：稀土氧化物总量的测定　三溴偶氮胂光度法；

———第１５部分：三氧化二镓含量的测定　罗丹明Ｂ萃取光度法；

———第１６部分：五氧化二磷含量的测定　钼蓝光度法；

———第１７部分：硫含量的测定　燃烧碘量法；

———第１８部分：总碳含量的测定　燃烧非水滴定法；

———第１９部分：烧失量的测定　重量法；

———第２０部分：预先干燥试样的制备；

———第２１部分：有机碳含量的测定　滴定法；

———第２２部分：分析样品中湿存水含量的测定　重量法；

———第２３部分：Ｘ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元素含量；

———第２４部分：碳和硫含量的测定　红外吸收法。

本部分为第２４部分。

本部分参照ＩＳＯ１５３５０：２０００（Ｅ）《钢铁　总碳和硫量的测定　红外吸收法》和ＧＢ／Ｔ９４８９．８—１９８８

《刚玉粉中碳和硫的测定方法》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炜华、张树朝、石磊、仓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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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土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２４部分：碳和硫含量的测定

红外吸收法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用于铝土矿石中碳和硫的测定。

本部分适用于铝土矿石中碳和硫的测定。测定范围（质量分数）：碳为０．０２％～１０．００％；硫为

０．０２０％～１２．００％。

２　方法提要

试样放入高频燃烧器中，在富氧条件下高频感应加热燃烧。其中的碳和硫分别被氧化为二氧化碳

和二氧化硫，由过剩的氧气载入各自的红外气体分析仪的测量池。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分别在４．２６２μｍ

和７．４０μｍ处具有很强的特征吸收带，此吸收能与其浓度成正比，根据检测器接受到能量的变化，检测

碳和硫含量。其他气体成分不干扰测定。

３　试剂及材料

３．１　高氯酸镁：无水、粒状。

３．２　碱石棉：粒状。

３．３　玻璃棉。

３．４　钨粒：Ｃ≤０．０００８％，Ｓ≤０．０００５％，粒度０．４ｍｍ～０．８ｍｍ。

３．５　纯铁：纯度大于９９．８％，碳、硫含量均小于０．００２％，粒度０．８ｍｍ～１．６８ｍｍ。

３．６　氧气：纯度大于９９．９５％。

３．７　动力气源：氮气或压缩空气，其杂质（水和油）小于０．５％。

３．８　基准碳酸钙：于１０５℃烘干２ｈ，冷后置于干燥器中备用。

３．９　硫酸钾（优级纯）：于１０５℃烘干２ｈ，冷却后置于干燥器中备用。

４　仪器及设备

４．１　碳硫分析仪：附高频感应炉，应满足试样熔融温度的要求。

４．２　分析天平：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

４．３　高温马弗炉。

４．４　烘箱。

４．５　干燥器。

４．６　瓷坩埚：×犺：２５ｍｍ×２５ｍｍ，并在温度高于１２００℃的高温炉中加热灼烧４ｈ或通氧灼烧至空

白值为最低。

５　试样

５．１　试样应全部通过１２５μｍ标准筛网。

５．２　试样需预先在１０５℃±５℃的烘箱（４．４）中烘２ｈ，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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