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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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882《离子型稀土矿混合稀土氧化物化学分析方法》的第1部分。GB/T18882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十五个稀土元素氧化物配分量的测定;
———第2部分:三氧化二铝量的测定;
———第3部分: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
本文件代替GB/T18882.1—2008《离子型稀土矿混合稀土氧化物化学分析方法 十五个稀土元素

氧化物配分量的测定》,与 GB/T18882.1—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a) 更改了方法适用范围,由“离子型稀土矿混合稀土氧化物”修改为“离子型稀土矿混合稀土氧化

物、碳酸盐、草酸盐、氯化稀土料液”(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方法1测定范围,测定范围由“0.20%~99.00%”修改为表1规定的范围(见表1,2008年版

的第1章);

c) 更改了方法2测定范围,测定范围由“0.20%~80.00%”修改为表2规定的范围(见表2,2008年版

的第10章);

d) 增加了方法1中碳酸盐、草酸盐、氯化稀土试料样片制备(见4.5.3.2、4.5.3.3、4.5.3.4);

e) 更改了方法1系列标准样片的制备方法(见4.5.4,2008年版的6.4);

f) 增加了内标元素钪(见表8);

g) 更改了方法1和方法2的结果表达形式(见4.6、5.6,2008年版的第7章、第16章);

h) 更改了方法1和方法2的精密度(见4.7、5.7,2008年版的第8章、第17章);

i) 更改了方法2称取或移取试样的量(见5.5.1,2008年版的15.1);

j) 增加了方法2中碳酸盐、草酸盐、氯化稀土料液试料样片制备(见5.5.3.2~5.5.3.4);

k) 更改了方法2系列标准溶液的制备方法(见5.5.4,2008年版的15.4);

l) 删除了质量保证和控制条款(见2008年版的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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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稀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9)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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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离子型稀土矿是我国特有的优势矿产,离子型稀土资源富含中、重稀土元素,是技术产业发展中不

可或缺的战略资源,是发光材料、高性能磁性材料、激光材料、磁致冷材料、光导纤维、陶瓷材料、磁致伸

缩材料的重要成分。我国开发离子型稀土资源已有五十余年的历史,离子型稀土的生产和应用发展迅

速,从矿山提取、冶炼到应用形成了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GB/T18882旨在通过实验研究建立一套

完整、切实可行且适应于离子型稀土矿混合稀土氧化物产品生产和贸易需求的化学成分分析的方法标

准。限于文件篇幅、使用需求、适用范围以及各分析方法之间的技术独立性等方面原因,GB/T18882
由3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十五个稀土元素氧化物配分量的测定。目的在于建立X射线荧光光谱法和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离子型稀土矿中十五个稀土元素氧化物配分量的方法。
———第2部分:三氧化二铝量的测定。目的在于建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和滴定法测定

离子型稀土矿中三氧化二铝量的方法。
———第3部分: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目的在于建立分光光度法和重量法测定离子型稀土矿中二

氧化硅量的方法。
本文件扩大了方法适用范围,并适用于离子型稀土矿碳酸稀土产品标准GB/T28882中测定十五

个稀土元素氧化物配分量;修改方法的检测范围,调整方法标准系列配置方式,更符合稀土行业对产品

检测的需求。本文件进一步提高了标准的适用性,在提升离子型稀土矿混合稀土氧化物产品质量、促进

其生产、贸易及扩大应用需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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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型稀土矿混合稀土氧化物
化学分析方法 第1部分:

十五个稀土元素氧化物配分量的测定

  警告———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具备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

问题。使用者应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充分认识到不当的操作可能引起的气体泄漏、电流泄漏、
火灾或其他严重后果。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离子型稀土矿混合稀土氧化物、碳酸盐、草酸盐、氯化稀土料液中十五个稀土元素氧

化物配分量的测定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离子型稀土矿混合稀土氧化物、碳酸盐、草酸盐、氯化稀土料液中十五个稀土元素氧

化物配分量的测定。共包含两个方法,方法1:X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范围见表1。方法2: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范围见表2。
当两个方法的测定范围出现重叠时,推荐方法1为仲裁方法。

表1 方法1各稀土元素氧化物配分量测定范围

各稀土元素氧化物质量

分数/稀土总量

c(RExOy/REO)

配分量

%

各稀土元素氧化物质量

分数/稀土总量

c(RExOy/REO)

配分量

%

c(La2O3/REO) 2.50~45.00 c(Dy2O3/REO) 1.00~12.00
c(CeO2/REO) 0.20~20.00 c(Ho2O3/REO) 0.15~3.00
c(Pr6O11/REO) 0.50~10.00 c(Er2O3/REO) 0.25~3.00
c(Nd2O3/REO) 2.50~40.00 c(Tm2O3/REO) 0.10~2.00
c(Sm2O3/REO) 0.50~10.00 c(Yb2O3/REO) 0.25~3.00
c(Eu2O3/REO) 0.10~2.00 c(Lu2O3/REO) 0.10~2.00
c(Gd2O3/REO) 0.50~10.00 c(Y2O3/REO) 4.00~68.00
c(Tb4O7/REO) 0.10~2.00 — —

表2 方法2各稀土元素氧化物配分量测定范围

各稀土元素氧化物质量

分数/稀土总量

c(RExOy/REO)

配分量

%

各稀土元素氧化物质量

分数/稀土总量

c(RExOy/REO)

配分量

%

c(La2O3/REO) 2.50~45.00 c(Dy2O3/REO) 1.00~12.00
c(CeO2/REO) 0.20~20.00 c(Ho2O3/REO) 0.10~3.00
c(Pr6O11/REO) 0.50~10.00 c(Er2O3/REO) 0.10~3.00
c(Nd2O3/REO) 2.50~40.00 c(Tm2O3/REO) 0.05~2.00
c(Sm2O3/REO) 0.50~10.00 c(Yb2O3/REO) 0.10~3.00
c(Eu2O3/REO) 0.05~2.00 c(Lu2O3/REO) 0.05~2.00
c(Gd2O3/REO) 0.50~10.00 c(Y2O3/REO) 4.00~68.00
c(Tb4O7/REO) 0.10~2.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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