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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 (ElectronProbeMicroanalysis,EPMA)是利用高能电子束与

固体样品相互作用,在样品的微米尺度上激发出特征X射线、二次电子、背散射电子、
阴极荧光等信号,通过这些信号进行成分、形貌、结构等显微分析。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包括成分、形貌、结构等显微分析,其中成分分析包括定性分析

和定量分析,电子探针定量分析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比较未知样品和已知元素含量

的标准物质中微米尺度上元素的特征X射线强度并经过校正计算,获得未知样品的微

区元素含量。标准物质作为电子探针定量分析中采用的实物标准,对于定量分析结果的

准确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规范对电子探针定量分析用标准物质的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估、化学成分的定值等

给出了具体的指导。相关技术要求参考采用了ISO14595微束分析-电子探针显微分析-
标准物质技术规范 (Microbeamanalysis-Electronprobemicroanalysis-Guidelinesforthe
specificationofcertifiedreferencematerials(CRMs))中的有关内容。

本规范 代 替JJF1029—1991 《电 子 探 针 定 量 分 析 用 标 准 物 质 研 制 规 范》。与

JJF1029—1991相比,主要修订了包括均匀性评估中抽样原则、评估方法、数据处理

和接受准则等,稳定性评估中新增了长期稳定性评估要求。新增不确定度评定相关

章节。
本规范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F1029—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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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探针定量分析用标准物质

研制(生产)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指导电子探针定量分析用单一物相固体标准物质的研制 (生产)。其

他电子探针分析用标准物质的研制 (生产)可以参考执行。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1005 标准物质通用术语和定义

JJF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1186 标准物质证书和标签要求

JJF1342 标准物质研制 (生产)机构通用要求

JJF1343 标准物质的定值及均匀性、稳定性评估

JJF1646 地质分析标准物质的研制技术规范

JJF1854 标准物质计量溯源性的建立、评估与表达技术规范

GB/T20725 波谱法定性点分析电子探针显微分析导则

GB/T21636 微束分析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 (EPMA) 术语

GB/T28634 微束分析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 块状试样波谱法定量点分析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JJF1005和GB/T21636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稳定性 EPMAstability

样品受电子束轰击时化学和物理性质耐变化的能力,即样品暴露于电子束期间观测

到的相关特征X射线强度耐变化的能力。

4 概述

4.1 电子探针定量分析用标准物质研制前应开展策划工作,确定预期目标。预期目标

包括标准物质的特性、基体、数量和目标测量不确定度等。
4.2 电子探针定量分析用标准物质的均匀性、稳定性以及待测特性的量值范围应适合

该标准物质的用途。
4.3 电子探针定量分析用标准物质的稳定性包含通用稳定性和电子探针显微分析稳定

性。稳定性评估一般在均匀性评估后进行。
4.4 基于电子探针定量分析的特点,标准物质需要在微米尺度上评估其均匀性和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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