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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２３的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４９３５：１９８９《钢铁　硫含量的测定　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本国际标准’改为‘本部分’；

ｂ）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ｃ）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和附录Ｃ都为资料性的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钢铁研究总院、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文元梅、杨国荣、李启华、张健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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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及合金　硫含量的测定

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２３的本部分规定了用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测定钢铁中硫含量的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质量分数为０．００２％～０．１０％的硫含量的测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２３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６３７９．１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 １ 部分：总则与定义

（ＧＢ／Ｔ６３７９．１—２００４，ＩＳＯ５７２５１：１９９４，ＩＤＴ）

ＧＢ／Ｔ６３７９．２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２部分：确定标准测量方法的重

复性和再现性的基本方法（ＧＢ／Ｔ６３７９．２—２００４，ＩＳＯ５７２５２：１９９４，ＩＤＴ）

ＧＢ／Ｔ１２８０５　实验室玻璃仪器　滴定管（ＧＢ／Ｔ１２８０５—１９９１，ｎｅｑＩＳＯ３８５：１９８４）

ＧＢ／Ｔ１２８０６　实验室玻璃仪器　单标线容量瓶（ＧＢ／Ｔ１２８０６—１９９１，ｅｑｖＩＳＯ１０４２：１９８３）

ＧＢ／Ｔ１２８０８　实验室玻璃仪器　单标线吸量管（ＧＢ／Ｔ１２８０８—１９９１，ｅｑｖＩＳＯ６４８：１９７７）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　钢和铁　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ＧＢ／Ｔ２００６６—２００６，ＩＳＯ１４２８４：

１９９６，ＩＤＴ）

ＩＳＯ５７２５３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３部分：标准测量方法精度的中间

度量

３　原理

试料在纯氧气流中通过高频感应炉，在高温有助熔剂存在的条件下燃烧，将硫转化为二氧化硫。

测量氧气流中的二氧化硫的红外吸收光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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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纯度的水。

４．１　氧气，质量分数不小于９９．５％。

当怀疑氧气中存在有机污染物时，应将一个加热到４５０℃以上的氧化催化剂（氧化铜或铂金）管置

于净化系统前。

４．２　纯铁 ，硫含量小于０．０００５％（质量分数）。

４．３　合适的溶剂，适合清洗试样表面的油渍或污垢，例如，丙酮。

４．４　高氯酸镁 ［Ｍｇ（ＣｌＯ４）２］，粒度为０．７ｍｍ～１．２ｍｍ。

４．５　助熔剂：钨助熔剂，不含硫或硫含量小于０．０００５％（质量分数）。助熔剂粒度大小由所用仪器的类

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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