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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３８４６—２００９《电镀用氨基磺酸钴》，与ＧＢ／Ｔ２３８４６—２００９相比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删除了范围中分子式和相对分子质量的表述（见第１章，２００９年版的第１章）；

———修改了要求中钠、硫酸盐和密度的指标值，删除了对硝酸盐的要求（见第３章，２００９年版的第

３章）；

———增加了试液的制备方法（见４．２）；

———增加了镍、铜、铁、铅、锌、锰、钠和铬含量的计算公式（见４．５、４．６、４．７、４．８、４．９、４．１０、４．１１和

４．１２，２００９年版的４．２、４．３、４．４、４．５、４．６、４．７、４．８和４．９）；

———修改了硫酸盐、氯化物和密度的分析步骤（见４．１３、４．１４和４．１６，２００９年版的４．１０、４．１２和

４．１４）；

———修改了测定ｐＨ值的规定（见４．１５，２００９年版的４．１３）；

———删除了硝酸盐含量的试验方法（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４．１１）；

———修改了检验规则的内容（见５．５，２００９年版的５．５、５．６和５．７）；

———增加了“安全”的章条（见第７章）。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硫和硫酸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６３／ＳＣ７）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西核工业兴中新材料有限公司、南化集团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昌文、汤森进、邹文、曾昭!、叶为辉、于金刚。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３８４６—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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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用氨基磺酸钴

　　警示———本标准中使用的部分试剂具有毒性或腐蚀性，部分操作具有危险性。本标准并未揭示所

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用者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正确使用，并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镀用氨基磺酸钴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以钴盐或金属钴为原料制得的电镀用氨基磺酸钴。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６０１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ＧＢ／Ｔ６０２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ＧＢ／Ｔ６０３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ＧＢ／Ｔ６６７８—２００３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９７２４　化学试剂　ｐＨ值测定通则

３　要求

电镀用氨基磺酸钴的质量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表１

项目 指标

外观 红色，透明液体

钴（Ｃｏ）含量／（ｇ／Ｌ） ≥ １５０

镍（Ｎｉ）含量／（ｍｇ／Ｌ） ≤ ５０

铜（Ｃｕ）含量／（ｍｇ／Ｌ） ≤ ５

铁（Ｆｅ）含量／（ｍｇ／Ｌ） ≤ １０

铅（Ｐｂ）含量／（ｍｇ／Ｌ） ≤ １０

锌（Ｚｎ）含量／（ｍｇ／Ｌ） ≤ ５

锰（Ｍｎ）含量／（ｍｇ／Ｌ） ≤ ５

钠（Ｎａ）含量／（ｍｇ／Ｌ） ≤ ５

铬（Ｃｒ）含量／（ｍｇ／Ｌ）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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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项目 指标

硫酸盐（以ＳＯ４
２－计）含量／（ｍｇ／Ｌ） ≤ ５００

氯化物（以Ｃｌ－计）含量／（ｍｇ／Ｌ） ≤ ５

ｐＨ值 ３．８～４．２

密度（２０℃）／（ｇ／ｍＬ） ≥ １．４４８

４　试验方法

４．１　一般规定

本标准中所用的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按ＧＢ／Ｔ６６８２规定的三级水。

试验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ＧＢ／Ｔ６０１、

ＧＢ／Ｔ６０２、ＧＢ／Ｔ６０３的规定制备。

４．２　试液的制备

４．２．１　试液犃的制备

量取１０．００ｍＬ试样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移液管靠壁放置流１５ｍｉｎ，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此为

试液Ａ。

４．２．２　试液犅的制备

量取１００．００ｍＬ试样于２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移液管靠壁放置流１５ｍｉｎ，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此为

试液Ｂ。

４．３　外观的测定

量取５０ｍＬ试样，注入５０ｍＬ比色管中，沿比色管直径对光目视测定。

４．４　钴含量的测定

４．４．１　原理

在碱性介质中，钴与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络合反应，以紫脲酸铵为指示剂，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溶液呈紫红色为终点。

４．４．２　试剂

４．４．２．１　氨氯化铵缓冲溶液甲：ｐＨ≈１０。

４．４．２．２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犮（ＥＤＴＡ）＝０．０５ｍｏｌ／Ｌ。

４．４．２．３　紫脲酸铵混合指示剂。

４．４．３　分析步骤

量取５．００ｍＬ试液Ａ（见４．２．１）于２５０ｍＬ锥形瓶中，加水至约５０ｍＬ，摇匀。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终点前１ｍＬ时［根据取样量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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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计算标准滴定溶液的量］，加１０ｍＬ氨氯化铵缓冲溶液甲、０．０５ｇ～０．１ｇ紫脲酸铵混合指示剂，

继续滴定至溶液呈紫红色为终点。

４．４．４　结果计算

钴（Ｃｏ）含量犡１，数值以ｇ／Ｌ表示，按式（１）计算：

犡１＝
犞犮犕

５×５／１００
＝
犞犮犕

０．２５
…………………………（１）

　　式中：

犞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犮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犕 ———钴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犕＝５８．９３３）；

５ ———试料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５／１００———测定时量取试液体积与试液总体积的比值。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２％。

４．５　镍含量的测定

４．５．１　原理

处于气态的被测元素基态原子对该元素的原子共振辐射有强烈的吸收作用，基态镍原子对作为锐

线光源的镍的空心阴极灯所辐射的单色光产生吸收，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其吸光度与试样中该元素的浓

度成正比。

４．５．２　试剂

４．５．２．１　盐酸溶液：１＋９。

４．５．２．２　镍（Ｎｉ）标准溶液：０．１ｍｇ／ｍＬ。

４．５．３　仪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具有镍空心阴极灯。

４．５．４　分析步骤

取四只５０ｍＬ容量瓶，分别向其中加入１．００ｍＬ试液Ｂ（见４．２．２）、５ｍＬ盐酸溶液，再依次加入

０ｍＬ、０．２ｍＬ、０．４ｍＬ、０．８ｍＬ的镍标准溶液（对应镍的质量为０ｍｇ、０．０２ｍｇ、０．０４ｍｇ、０．０８ｍｇ），用水

稀释至刻度，摇匀。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调至最佳工作状态，点燃空气乙炔火焰，以体积分数为１％

的盐酸溶液调零，在波长为２３２．０ｎｍ处，分别测定其吸光度。

４．５．５　结果计算

以加入的标准溶液中镍的质量为横坐标，相应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曲线，将曲线反向延长与横坐

标相交，交点的质量即为被测溶液中镍的质量。该质量也可根据测定的吸光度用回归方程法计算。

镍（Ｎｉ）含量犡２，数值以ｍｇ／Ｌ表示，按式（２）计算：

犡２＝
犿

１００×１／２５０×１０－
３＝２５００犿 …………………………（２）

　　式中：

犿　 ———从曲线上查得的或用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的镍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ｍｇ）；

１００ ———试料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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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０———测定时量取试液体积与试液总体积的比值。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１０％。

４．６　铜含量的测定

４．６．１　原理

处于气态的被测元素基态原子对该元素的原子共振辐射有强烈的吸收作用，基态铜原子对作为锐

线光源的铜的空心阴极灯所辐射的单色光产生吸收，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其吸光度与试样中该元素的浓

度成正比。

４．６．２　试剂

４．６．２．１　盐酸溶液：１＋９。

４．６．２．２　铜（Ｃｕ）标准溶液：０．１ｍｇ／ｍＬ。

４．６．３　仪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具有铜空心阴极灯。

４．６．４　分析步骤

取四只５０ｍＬ容量瓶，分别向其中加入１０．００ｍＬ试液Ｂ（见４．２．２）、５ｍＬ盐酸溶液，再依次加入

０ｍＬ、０．１ｍＬ、０．２ｍＬ、０．３ｍＬ的铜标准溶液（对应铜的质量为０ｍｇ、０．０１ｍｇ、０．０２ｍｇ、０．０３ｍｇ），用水

稀释至刻度，摇匀。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调至最佳工作状态，点燃空气乙炔火焰，以体积分数为１％

的盐酸溶液调零，在波长为３２４．８ｎｍ处，分别测定其吸光度。

４．６．５　结果计算

以加入的标准溶液中铜的质量为横坐标，相应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曲线，将曲线反向延长与横坐

标相交，交点的质量即为被测溶液中铜的质量。该质量也可根据测定的吸光度用回归方程法计算。

铜（Ｃｕ）含量犡３，数值以ｍｇ／Ｌ表示，按式（３）计算：

犡３＝
犿

１００×１０／２５０×１０－
３＝２５０犿 …………………………（３）

　　式中：

犿　　———从曲线上查得的或用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的铜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ｍｇ）；

１００ ———试料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１０／２５０———测定时量取试液体积与试液总体积的比值。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２５％。

４．７　铁含量的测定

４．７．１　原理

处于气态的被测元素基态原子对该元素的原子共振辐射有强烈的吸收作用，基态铁原子对作为锐

线光源的铁的空心阴极灯所辐射的单色光产生吸收，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其吸光度与试样中该元素的浓

度成正比。

４．７．２　试剂

４．７．２．１　盐酸溶液：１＋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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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２　铁（Ｆｅ）标准溶液：０．１ｍｇ／ｍＬ。

４．７．３　仪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具有铁空心阴极灯。

４．７．４　分析步骤

取四只５０ｍＬ容量瓶，分别向其中加入１０．００ｍＬ试液Ｂ（见４．２．２）、５ｍＬ盐酸溶液，再依次加

０ｍＬ、０．５ｍＬ、１．０ｍＬ、１．５ｍＬ的铁标准溶液（对应铁的质量为０ｍｇ、０．０５ｍｇ、０．１０ｍｇ、０．１５ｍｇ），用水

稀释至刻度，摇匀。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调至最佳工作状态，点燃空气乙炔火焰，以体积分数为１％

的盐酸溶液调零，在波长为２４８．３ｎｍ处，分别测定其吸光度。

４．７．５　结果计算

以加入的标准溶液中铁的质量为横坐标，相应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曲线，将曲线反向延长与横坐

标相交，交点的质量即为被测溶液中铁的质量。该质量也可根据测定的吸光度用回归方程法计算。

铁（Ｆｅ）含量犡４，数值以ｍｇ／Ｌ表示，按式（４）计算：

犡４＝
犿

１００×１０／２５０×１０－
３＝２５０犿 …………………………（４）

　　式中：

犿　　———从曲线上查得的或用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的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ｍｇ）；

１００ ———试料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１０／２５０———测定时量取试液体积与试液总体积的比值。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２５％。

４．８　铅含量的测定

４．８．１　原理

处于气态的被测元素基态原子对该元素的原子共振辐射有强烈的吸收作用，基态铅原子对作为锐

线光源的铅的空心阴极灯所辐射的单色光产生吸收，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其吸光度与样品中该元素的浓

度成正比。

４．８．２　试剂

４．８．２．１　盐酸溶液：１＋９。

４．８．２．２　铅（Ｐｂ）标准溶液：０．１ｍｇ／ｍＬ。

４．８．３　仪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具有铅空心阴极灯。

４．８．４　分析步骤

取四只５０ｍＬ容量瓶，分别向其中加入１０．００ｍＬ试液Ｂ（见４．２．２）、５ｍＬ盐酸溶液，再依次加入

０ｍＬ、０．５ｍＬ、１．０ｍＬ、１．５ｍＬ的铅标准溶液（对应铅的质量为０ｍｇ、０．０５ｍｇ、０．１０ｍｇ、０．１５ｍｇ），用水

稀释至刻度，摇匀。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调至最佳工作状态，点燃空气乙炔火焰，以体积分数为１％

的盐酸溶液调零，在波长为２８３．３ｎｍ处，分别测定其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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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５　结果计算

以加入的标准溶液中铅的质量为横坐标，相应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曲线，将曲线反向延长与横坐

标相交，交点的质量即为被测溶液中铅的质量。该质量也可根据测定的吸光度用回归方程法计算。

铅（Ｐｂ）含量犡５，数值以ｍｇ／Ｌ表示，按式（５）计算：

犡５＝
犿

１００×１０／２５０×１０－
３＝２５０犿 …………………………（５）

　　式中：

犿　　———从曲线上查得的或用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的铅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ｍｇ）；

１００ ———试料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１０／２５０———测定时量取试液体积与试液总体积的比值。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２５％。

４．９　锌含量的测定

４．９．１　原理

处于气态的被测元素基态原子对该元素的原子共振辐射有强烈的吸收作用，基态锌原子对作为锐

线光源的锌的空心阴极灯所辐射的单色光产生吸收，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其吸光度与试样中该元素的浓

度成正比。

４．９．２　试剂

４．９．２．１　盐酸溶液：１＋９。

４．９．２．２　锌（Ｚｎ）标准溶液：０．１ｍｇ／ｍＬ。

４．９．３　仪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具有锌空心阴极灯。

４．９．４　分析步骤

取四只５０ｍＬ容量瓶，分别向其中加入１０．００ｍＬ试液Ｂ（见４．２．２）、５ｍＬ盐酸溶液，再依次加入

０ｍＬ、０．１ｍＬ、０．２ｍＬ、０．３ｍＬ的锌标准溶液（对应锌的质量为０ｍｇ、０．０１ｍｇ、０．０２ｍｇ、０．０３ｍｇ），用水

稀释至刻度，摇匀。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调至最佳工作状态，点燃空气乙炔火焰，以体积分数为１％

的盐酸溶液调零，在波长为２１３．９ｎｍ处，分别测定其吸光度。

４．９．５　结果计算

以加入的标准溶液中锌的质量为横坐标，相应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曲线，将曲线反向延长与横坐

标相交，交点的质量即为被测溶液中锌的质量。该质量也可根据测定的吸光度用回归方程法计算。

锌（Ｚｎ）含量犡６，数值以ｍｇ／Ｌ表示，按式（６）计算：

犡６＝
犿

１００×１０／２５０×１０－
３＝２５０犿 …………………………（６）

　　式中：

犿　　———从曲线上查得的或用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的锌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ｍｇ）；

１００ ———试料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１０／２５０———测定时量取试液体积与试液总体积的比值。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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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　锰含量的测定

４．１０．１　原理

处于气态的被测元素基态原子对该元素的原子共振辐射有强烈的吸收作用，基态锰原子对作为锐

线光源的锰的空心阴极灯所辐射的单色光产生吸收，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其吸光度与试样中该元素的浓

度成正比。

４．１０．２　试剂

４．１０．２．１　盐酸溶液：１＋９。

４．１０．２．２　锰（Ｍｎ）标准溶液：０．１ｍｇ／ｍＬ。

４．１０．３　仪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具有锰空心阴极灯。

４．１０．４　分析步骤

取四只５０ｍＬ容量瓶，分别向其中加入１０．００ｍＬ试液Ｂ（见４．２．２）、５ｍＬ盐酸溶液，再依次加入

０ｍＬ、０．２ｍＬ、０．４ｍＬ、０．６ｍＬ的锰标准溶液（对应锰的质量为０ｍｇ、０．０２ｍｇ、０．０４ｍｇ、０．０６ｍｇ），用水

稀释至刻度，摇匀。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调至最佳工作状态，点燃空气乙炔火焰，以体积分数为１％

的盐酸溶液调零，在波长为２７９．５ｎｍ处，分别测定其吸光度。

４．１０．５　结果计算

以加入的标准溶液中锰的质量为横坐标，相应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曲线，将曲线反向延长与横坐

标相交，交点的质量即为被测溶液中锰的质量。该质量也可根据测定的吸光度用回归方程法计算。

锰（Ｍｎ）含量犡７，数值以ｍｇ／Ｌ表示，按式（７）计算：

犡７＝
犿

１００×１０／２５０×１０－
３＝２５０犿 …………………………（７）

　　式中：

犿　　———从曲线上查得的或用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的锰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ｍｇ）；

１００ ———试料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１０／２５０———测定时量取试液体积与试液总体积的比值。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２５％。

４．１１　钠含量的测定

４．１１．１　原理

处于气态的被测元素基态原子对该元素的原子共振辐射有强烈的吸收作用，基态钠原子对作为锐

线光源的钠的空心阴极灯所辐射的单色光产生吸收，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其吸光度与试样中该元素的浓

度成正比。

４．１１．２　试剂

４．１１．２．１　盐酸溶液：１＋９。

４．１１．２．２　钠（Ｎａ）标准溶液：０．１ｍ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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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３　仪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具有钠空心阴极灯。

４．１１．４　分析步骤

取四只５０ｍＬ容量瓶，分别向其中加入１０．００ｍＬ试液Ｂ（见４．２．２）、５ｍＬ盐酸溶液，再依次加入

０ｍＬ、０．５ｍＬ、１．０ｍＬ、１．５ｍＬ的钠标准溶液（对应钠的质量为０ｍｇ、０．０５ｍｇ、０．１０ｍｇ、０．１５ｍｇ），用水

稀释至刻度，摇匀。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调至最佳工作状态，点燃空气乙炔火焰，以体积分数为１％

的盐酸溶液调零，在波长为５８９．０ｎｍ处，分别测定其吸光度。

４．１１．５　结果计算

以加入的标准溶液中钠的质量为横坐标，相应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曲线，将曲线反向延长与横坐

标相交，交点的质量即为被测溶液中钠的质量。该质量也可根据测定的吸光度用回归方程法计算。

钠（Ｎａ）含量犡８，数值以ｍｇ／Ｌ表示，按式（８）计算：

犡８＝
犿

１００×１０／２５０×１０－
３＝２５０犿 …………………………（８）

　　式中：

犿　　———从曲线上查得的或用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的钠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ｍｇ）；

１００ ———试料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１０／２５０———测定时量取试液体积与试液总体积的比值。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２５％。

４．１２　铬含量的测定

４．１２．１　原理

处于气态的被测元素基态原子对该元素的原子共振辐射有强烈的吸收作用，基态铬原子对作为锐

线光源的铬的空心阴极灯所辐射的单色光产生吸收，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其吸光度与试样中该元素的浓

度成正比。

４．１２．２　试剂

４．１２．２．１　硫酸溶液：１＋９。

４．１２．２．２　硫酸钠溶液：１１０ｇ／Ｌ。

４．１２．２．３　铬（Ｃｒ）标准溶液：０．１ｍｇ／ｍＬ。

４．１２．３　仪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具有铬空心阴极灯。

４．１２．４　分析步骤

取四只５０ｍＬ容量瓶，分别向其中加入１０．００ｍＬ试液Ｂ（见４．２．２），依次加入０ｍＬ、０．５ｍＬ、

１．０ｍＬ、１．５ｍＬ的铬标准溶液（对应铬的质量为０ｍｇ、０．０５ｍｇ、０．１０ｍｇ、０．１５ｍｇ），再各加５ｍＬ硫酸

溶液、５ｍＬ硫酸钠溶液，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调至最佳工作状态，点燃空气

乙炔火焰，以体积分数为１％的盐酸溶液调零，在波长为３５７．９ｎｍ处，分别测定其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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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５　结果计算

以加入的标准溶液中铬的质量为横坐标，相应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曲线，将曲线反向延长与横坐

标相交，交点的质量即为被测溶液中铬的质量。该质量也可根据测定的吸光度用回归方程法计算。

铬（Ｃｒ）含量犡９，数值以ｍｇ／Ｌ表示，按式（９）计算：

犡９＝
犿

１００×１０／２５０×１０－
３＝２５０犿 …………………………（９）

　　式中：

犿　　———从曲线上查得的或用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的铬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ｍｇ）；

１００ ———试料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１０／２５０———测定时量取试液体积与试液总体积的比值。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２５％。

４．１３　硫酸盐含量的测定

４．１３．１　原理

硫酸根与钡离子在酸性介质中生成白色的硫酸钡沉淀，在乙醇溶液中形成浑浊液，与标准浑浊液进

行目视比浊。

４．１３．２　试剂

４．１３．２．１　无水乙醇。

４．１３．２．２　盐酸溶液：１＋４。

４．１３．２．３　氯化钡溶液：２５０ｇ／Ｌ。

４．１３．２．４　硫酸盐（以ＳＯ４
２－计）标准溶液：０．１ｍｇ／ｍＬ。

４．１３．３　分析步骤

４．１３．３．１　不含硫酸根的氨基磺酸钴溶液的制备

量取２０．００ｍＬ试液Ａ（见４．２．１）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２０ｍＬ无水乙醇、２ｍＬ盐酸溶液，在不

断摇动下滴加１０ｍＬ氯化钡溶液，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放置１２ｈ～１８ｈ，过滤，收集滤液。

４．１３．３．２　试液的制备

量取２０．００ｍＬ试液Ａ（见４．２．１）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此为溶液Ｂ。分取

１０．００ｍＬ溶液Ｂ于２５ｍＬ比色管中，加入５ｍＬ无水乙醇，１ｍＬ盐酸溶液，在不断摇动下滴加２．５ｍＬ

氯化钡溶液，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４．１３．３．３　标准比对溶液的制备

取１０ｍＬ不含硫酸根的氨基磺酸钴溶液（见４．１３．３．１）于２５ｍＬ比色管中，加入０．５ｍＬ的硫酸盐

标准溶液、３ｍＬ无水乙醇、０．８ｍＬ盐酸溶液，在不断摇动下滴加１．５ｍＬ氯化钡溶液，用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与同体积试样溶液同时同样处理。

４．１３．３．４　测定

将试液与标准比对溶液同时放置１０ｍｉｎ进行目视比浊，试液所呈浊度不得大于标准比对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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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　氯化物含量的测定

４．１４．１　原理

氯离子与银离子在酸性介质中生成白色的氯化银沉淀，对此浑浊液进行目视比浊。

４．１４．２　试剂

４．１４．２．１　硝酸溶液：１＋３。

４．１４．２．２　硝酸银溶液：１７ｇ／Ｌ。

４．１４．２．３　氯化物（以Ｃｌ
－计）标准溶液：０．１ｍｇ／ｍＬ。

４．１４．２．４　氯化物（以Ｃｌ
－计）标准溶液：０．０１ｍｇ／ｍＬ。

量取１０．００ｍＬ氯化物标准溶液（见４．１４．２．３）置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此溶

液使用时现配。

４．１４．３　分析步骤

４．１４．３．１　不含氯化物的氨基磺酸钴溶液的制备

量取１０．００ｍＬ试样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移液管靠壁放置流１５ｍｉｎ，加入１０ｍＬ硝酸溶液、５ｍＬ

硝酸银溶液，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放置１２ｈ～１８ｈ，过滤，收集滤液。

４．１４．３．２　试液的制备

量取２０．００ｍＬ试液Ａ（见４．２．１）于２５ｍＬ比色管中，加２ｍＬ硝酸溶液，１ｍＬ硝酸银溶液，稀释至

刻度，摇匀。

４．１４．３．３　标准比对溶液的制备

取１０ｍＬ不含氯化物的氨基磺酸钴溶液（见４．１４．３．１）于２５ｍＬ比色管中，加入０．５ｍＬ的氯标准

溶液（见４．１４．２．４）、１ｍＬ硝酸溶液、０．５ｍＬ硝酸银溶液，稀释至刻度，摇匀，与同体积试样溶液同时同样

处理。

４．１４．３．４　测定

将试液与标准比对溶液同时放置１０ｍｉｎ进行目视比浊，试液所呈浊度不得大于标准比对溶液。

４．１５　狆犎值的测定

按ＧＢ／Ｔ９７２４中的规定对试样直接测定。

４．１６　密度（２０℃）的测定

４．１６．１　原理

不同密度的液体，密度计浸入液体的高度不同，根据不同的高度，确定液体的密度。

４．１６．２　仪器

４．１６．２．１　玻璃密度计：１．４０ｇ／ｍＬ～１．５０ｇ／ｍＬ，分度值０．００１。

４．１６．２．２　温度计：０℃～５０℃，分度值为０．５℃。

４．１６．２．３　恒温水浴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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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６．３　测定

用试样洗涤量筒和密度计，取一定量的试样置于量筒中，放入密度计和温度计，再将量筒放入２０℃±

１℃的恒温水浴锅中，当量筒内样品保持在２０℃±１℃，读出密度计的读数。

５　检验规则

５．１　出厂的产品应由生产企业的质量监督部门进行检验，产品按批检验，产品以灌装前，经同一混合设

备，最后一次混合的液体所生成的匀质产品为一批。生产厂应保证每批出厂的产品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每批出厂的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生产企业地址、批号或生产日

期和本标准编号。

５．２　本标准要求中的全部指标项目为型式检验项目，其中外观、钴含量、ｐＨ值、密度为出厂检验项目。

正常情况下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原辅材料来源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ｂ） 停产三个月，恢复生产时；

ｃ）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５．３　检验用的样品，由质检部门专人随机采样，采样应符合ＧＢ／Ｔ６６７８—２００３中７．６的规定。取样总

量不少于１０００ｍＬ。

５．４　将取得的样品充分混匀，分别装入两个清洁、干燥、带磨口塞的瓶中，密封。瓶上贴标签，注明生产

企业名称、产品名称、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一瓶用于检验，另一瓶作为保留样保存三个月。

５．５　检验结果按ＧＢ／Ｔ８１７０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是否符合本标准。若检验结果如有指标不符

合本标准的要求，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单元中采样进行复验，复验结果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

的要求，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６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６．１　出厂产品的外包装上应有明显牢固的标志，内容包括：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生产企业地址、批

号或生产日期、净含量、本标准编号等。

６．２　产品采用高密度聚乙烯（ＨＤＰＥ）塑料桶包装，每桶净重３０ｋｇ、３００ｋｇ，或按用户要求包装。

６．３　产品运输时包装要密闭，运输过程中，防止受热和雨淋。

６．４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通风、干燥处。贮存期为１２个月。

７　安全

７．１　本标准规定的氨基磺酸钴为氨基磺酸钴的水溶液，暗红色液体，浓稠，可与水以任意比例混合，其

性质稳定，遇火不燃烧，偏酸性，其主要危害为钴的重金属污染。

７．２　如不慎误食，请立即诱导呕吐，或喝肥皂水或者浓盐水，直到呕吐干净为止，并看医生确诊（当误食

者出现抽搐或意识不清状况时，请勿诱导呕吐或给其喝任何东西）。如不慎入眼，请立即用大量清水冲

洗眼睛至少１５ｍｉｎ，并看医生确诊。如若不慎接触皮肤，请用大量清水冲洗。

７．３　请勿将流出的液体冲入下水道。如溢出，请用苏打或石灰覆盖污染区域，它将形成一层浓稠的碱

性浆液，并将浆液盛入钢制或聚乙烯容器内，按照对重金属残余物处理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安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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