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77.120.40
CCSH13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42513.3—2023

镍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3部分:铝含量的测定

一氧化二氮-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Methodsforchemicalanalysisofnickelalloys—Part3:Determinationof
aluminiumcontent—Nitrousoxide-flameatomicabsorptionspectrometryand

inductivelycoupledplasmaatomicemissionspectrometry

(ISO7530-7:1992,Nickelalloys—Flameatomicabsorptionspectrometric
analysis—Part7:Determinationofaluminiumcontent,MOD)

2023-11-27发布 2024-06-01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42513《镍合金化学分析方法》的第3部分。GB/T42513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铬含量的测定 硫酸亚铁铵电位滴定法;
———第2部分:磷含量的测定 钼蓝分光光度法;
———第3部分:铝含量的测定 一氧化二氮-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

谱法;
———第4部分:硅含量的测定 一氧化二氮-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钼蓝分光光度法;
———第5部分:钒含量的测定 一氧化二氮-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

谱法。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7530-7:1992《镍合金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7部分:铝含量的测定》。
本文件与ISO7530-7:1992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两个文件之间的结构编号变化对照一览表

见附录A。
本文件与ISO7530-7:1992相比,存在较多技术性差异,在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

直单线(|)进行了标示。这些技术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录B。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镍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3部分:铝含量的测定 一氧

化二氮-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4.5.5.2二次稀释中增加关于水解沉淀的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丹霞冶炼厂、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省科学院工业分析检测中心、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有

色金属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北矿检测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合通用(青岛)测试评价有限公司、山西北方铜业有

限公司、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大冶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

限公司、紫金铜业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东途矿产检测有限公司、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精普

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黄埔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爱城、黄青、周科华、左鸿毅、张珞、宾明宇、谢柏华、严鹏、徐艳燕、张静、

杨菊蕾、左花、李文有、许业峰、银铃、史静、陈雄飞、芦洋、曾军、周照、高娟亚、吴雪英、任晨阳、杨月、
顾续盛、董乃君、杨志伟、郑佩、张征莲、严伟强、曾静、傅晓琴、侯慧、刘学广、蔡钰菁、江荆、王巍、徐璐、
李娜、黄路路、黄翰便、牛佳丽、章怡萌、马群、吕茜茜、张卫民、王帮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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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镍合金普遍用于仪器仪表、电子通信、压力容器、耐蚀装置,广泛用于航天航空以及高端特殊用途的

机器设备制造等工业,是工业发展重要的金属原料之一。镍合金化学分析方法国际标准已经发布数十

年,随着我国工业进步,对高端镍合金材料的生产和进出口需求增大,为此,将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

准,对助力有色工业发展升级和国内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GB/T42513《镍合金化学分析方法》旨
在建立一套完整且切实可行的检验镍合金中铬、磷、铌、钼、铝、钒、硅、钴、铜等元素的标准方法,转化以

下国际标准:
———ISO7592:2017 镍合金 铬含量的测定 硫酸亚铁铵电位滴定法;
———ISO9388:1992 镍合金 磷含量的测定 钼蓝分光光度法;
———ISO7530-7:1992 镍合金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第7部分:铝含量的测定;
———ISO7530-8:1992 镍合金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第8部分:硅含量的测定;
———ISO7530-9:1993 镍合金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第9部分:钒含量的测定;
———ISO11435:2011 镍合金 钼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ISO7530:2015 镍合金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第1部分:钴、铬、铜、铁和锰含量的测定;
———ISO22033:2011 镍合金 铌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ISO11436:1993 镍和镍合金 总硼含量的测定 姜黄素分光光度法;
———ISO23166:2018 镍合金 钽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GB/T42513拟由13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铬含量的测定 硫酸亚铁铵电位滴定法。
———第2部分:磷含量的测定 钼蓝分光光度法。
———第3部分:铝含量的测定 一氧化二氮-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

谱法。
———第4部分:硅含量的测定 一氧化二氮-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钼蓝分光光度法。
———第5部分:钒含量的测定 一氧化二氮-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

谱法。
———第6部分:钼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第7部分:钴、铬、铜、铁和锰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8部分:铌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第9部分:总硼含量的测定 姜黄素分光光度法。
———第10部分:痕量元素含量的测定 辉光放电质谱法。
———第11部分:硅、锰、磷、铬、镍、铜、钼、钴、铁、铝、钒、钛、钨和铌含量的测定 X射线荧光光谱法

(常规法)。
———第12部分:钽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第13部分:氧、氮和氢含量的测定 惰性气体熔融-热导法/红外吸收法。
镍合金中添加铝可以使材料具有合适的强度和硬度以及较低的熔点和较高的电导率,用于对合金

的形状记忆有要求的领域。本文件能够促进我国镍合金检测技术的进步,保证行业从业人员在生产、应
用、科研、检测过程中有标准可依,填补我国镍合金中铝含量测定方法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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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3部分:铝含量的测定

一氧化二氮-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警告———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实践经验。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

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一氧化二氮-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测定镍合金

中铝含量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镍合金中铝含量的测定,方法1:一氧化二氮-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的测定范围(质量

分数)为0.2%~4%;方法2: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的测定范围(质量分数)为0.010%~
7.00%。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方法1:一氧化二氮-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4.1 原理

试料在酸中溶解,在硝酸-盐酸混合酸介质中,加入电离抑制剂(必要时),此为试验溶液。将试验溶

液吸入原子吸收光谱仪的一氧化二氮-乙炔火焰中,于原子吸收光谱仪波长309.3nm处,测量铝的吸光

度,用工作曲线法计算铝的含量。

4.2 试剂

警告:氢氟酸(4.2.3)对皮肤和黏膜具有极度刺激和腐蚀性,会产生严重的皮肤烧伤,愈合缓慢。如

接触到皮肤,请用水冲洗干净,并寻求医疗咨询。
混合酸(4.2.7)性质不稳定且具有高腐蚀性。静置时会释放有毒气体(氯气),配制时应在通风橱内

进行,且不应贮存于密闭容器中。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过程中仅使用认可的分析纯试剂以及蒸馏水或相当纯度的水。

4.2.1 硝酸:ρ=1.41g/mL。

4.2.2 盐酸:ρ=1.18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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