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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２３的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０７０１：１９９４《钢铁及合金　硫含量测定　次甲基蓝分光光度

法》。

本部分等同翻译ＩＳＯ１０７０１：１９９４。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

ｂ）　用小数点“．”代替为用小数点“，”；

ｃ）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２２３．６７—１９８９《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还原蒸馏次甲基蓝光度法测定硫

量》，与其相比较，主要做了以下修改：

———测定范围由０．００１％～０．０３０％调整为０．０００３％～０．０１％；

———“用溴使硫氧化，并蒸发驱尽硝酸”改为“用高氯酸冒烟氧化，并驱赶硝酸”；

———试料量由１．００００ｇ调整为根据含量不同分别为０．５０ｇ和１．０ｇ；

———蒸馏和提纯装置有所改动。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都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钢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杨桂香、滕璇。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２２３．２（三）—１９８１、ＧＢ２２３．６７—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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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及合金　硫含量的测定

次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警告：使用本部分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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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２２３的本部分规定了次甲基蓝光度法测定钢铁及合金中的硫含量。

本部分适用于钢铁及合金中质量分数为０．０００３％～０．０１％硫含量的测定。铌、硅、钽和钛对硫的

测定有干扰。根据干扰元素的含量，适用范围和试料量由表１给出。

表１

干扰元素的最大允许含量（质量分数）／％

Ｎｂ Ｓｉ Ｔａ Ｔｉ

试料量

ｇ
适用范围（质量分数）／％

０．５ １．０ ０．３ １．０ １．０ 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０

１．０ ２．０ ０．６ ２．０ ０．５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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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Ｏ３７７２：１９８９　样品和锻造钢材试样的选择与制备　第２部分：化学成分测定用样品

ＩＳＯ３８５１：１９８４　实验室玻璃仪器　滴定管　第１部分：基本要求

ＩＳＯ６４８：１９７７　实验室玻璃仪器　单标线移液管

ＩＳＯ１０４２：１９８３　实验室玻璃仪器　单标线容量瓶

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及检验方法

ＩＳＯ５７２５：１９８６　测量方法的精密度　通过实验室间试验确定标准测量方法的重复性和再现性

３　原理

试料溶解于盐酸硝酸混合酸中，用高氯酸蒸发至冒白烟，驱赶盐酸和硝酸。用盐酸溶解盐类，以氢

碘酸和次磷酸的混合物为还原剂，在氮气流下生成的硫化氢，蒸馏，用乙酸锌溶液吸收。通过与 Ｎ，

Ｎ二甲基对苯二胺溶液和三价铁溶液作用，生成次甲基蓝。于波长６６５ｎｍ处测量其吸光度。

４　试剂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硫含量很低的、认可的分析纯试剂和新制备的、ＩＳＯ３６９６中规定的

２级水。

４．１　盐酸，ρ约１．１９ｇ／ｍＬ。

４．２　盐酸，ρ约１．１９ｇ／ｍＬ，稀释为１＋１５。

４．３　高氯酸，ρ约１．５４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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