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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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部分。

本部分包括方法一、方法二、方法三。硫的质量分数在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０％仲裁时推荐采用方法

二。硫的质量分数在０．０１０％～０．０３０％仲裁时推荐采用方法一。

本部分方法三等同采用ＩＳＯ７２６６：１９８４《铜和铜合金硫量的测定燃烧滴定法》，与原国际标准相比

作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用小数点“．”代替在国际标准中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用“本方法”代替“本国际标准”；

———修改了国际标准中非法定计量单位；

———将公式、章条号、表号进行重新编序；

———删除了国际标准中封面、目次、前言和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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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５１２１．４—１９９６《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硫量的测定》和ＧＢ／Ｔ１３２９３．１３—

１９９１《高纯阴极铜化学分析方法　燃烧碘酸钾滴定法测定硫量》。

本部分与ＧＢ／Ｔ５１２１．４—１９９６和ＧＢ／Ｔ１３２９３．１３—１９９１相比主要有如下变动：

———方法一是对ＧＢ／Ｔ５１２１．４—１９９６的修订，补充了质量保证和控制条款，增加了精密度条款；

———方法二是对 ＧＢ／Ｔ１３２９３．１３—１９９１的修订。测定范围由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３０％修改为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２０％，补充了质量保证和控制条款，增加了精密度条款；

———增加了方法三：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７２６６：１９８４《铜和铜合金———硫量的测定———燃烧滴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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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方法一由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起草。

本部分方法一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参加起草。

本部分方法一主要起草人：张敏、岳好峰、关金光。

本部分方法一主要验证人：周海收、冯先进、宋晓力、徐晓艳。

本部分方法二由北京矿冶研究总院起草。

本部分方法二由甘肃西北铜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参加起草。

本部分方法二主要起草人：冯先进、徐晓艳、黄月华。

本部分方法二主要验证人：赵义、刘建明、卢秋兰、占光仙。

本部分方法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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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起草。

本部分方法三主要起草人：张敬华、李华昌、杨丽娟。

本部分方法三主要验证人：符斌、夏庆珠。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５１２１．４—１９９６、ＧＢ／Ｔ１３２９３．１３—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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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４部分：碳、硫含量的测定

１　方法一　高频红外吸收法

１．１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铜及铜合金中碳、硫含量的测定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铜及铜合金中碳、硫含量的测定。测定范围：碳０．００１０％～０．２０％；硫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０％。

１．２　方法原理

试料在助熔剂和氧气流下，高频感应加热熔融，碳和硫分别生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硫，载入红外线检

测器。根据被测气体吸收特定波长的红外光能变化测出碳和硫的质量。

１．３　试剂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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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酮。

１．３．３　氧气（＞９９．５％）。

１．３．４　氮气（＞９９．５％）。

１．３．５　碱石棉。

１．３．６　无水高氯酸镁。

１．３．７　镀铂硅胶。

１．３．８　玻璃棉。

１．３．９　纤维素。

１．３．１０　钨锡型助熔剂：粒度约４００μｍ～８００μｍ。

１．３．１１　瓷坩埚（×ｈ：２５ｍｍ×２５ｍｍ）：使用前在马弗炉中，于１２００℃灼烧至少４ｈ，以降低并稳定空

白。放冷至室温，储存于干燥器中待用。

１．３．１２　铜及铜合金标准样品（碳的质量分数：０．００２６％～０．３５％，硫的质量分数：０．００２６％～０．０３５％。）

１．４　仪器

１．４．１　高频加热红外线吸收仪：附电子交流稳压电源。

１．４．２　仪器应能达到下列指标：

———高频炉功率１．０ｋＷ～２．５ｋＷ；

———频率大于６．０ＭＨｚ；

———检测器灵敏度：０．０００１％。

１．５　试样

１．５．１　将样品制成０．５ｇ～１．０ｇ的小块或屑状样品。

１．５．２　试样需经丙酮清洗１次～２次，冷风吹干，装入磨口瓶内备用。

１．６　分析步骤

１．６．１　试料

称取０．４ｇ～１．１ｇ试样（１．５），精确至０．００１ｇ。

１．６．２　测定次数

独立地进行二次测定，取其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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