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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及分工

2018 年 11 月 2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下达 2018 年第四批行业标准制

修订计划（工信厅科〔2018〕73 号），立项《火试金法测定金属矿石、精矿及相

应物料中银量的校正方法 第 3部分：熔渣回收和灰吹校准法》推荐性行业标准

项目，计划号 2018-2086T-YS。技术归口单位全国黄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

起草单位为长春黄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2 标准修订的目的及意义

火试金法不仅是古老的富集银的手段而且也是银分析的重要手段。国内外的

地质、矿山、金银冶炼厂都将它作为最可靠的分析方法广泛应用。我国的金精矿、

银精矿、铜精矿及合质金等银量的测定，也多采用火试金法作为国家标准方法，

火试金重量法测定银量也是国际上较为通用的方法。为解决火试金分析过程中，

银的灰吹损失补正问题，本项目中采用的熔渣回收和灰吹校准法的银补正方式，

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为火试金方法银补正问题提供了又一种科学合理的解决

方案，有必要作为行业标准应用于本行业，为今后火试金法测定银标准的制修订

提供参考。

3 工作过程

3.1 起草

（1）起草前期准备阶段（2018年12月-2019年4月）

2018年 12月，长春黄金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火试金法测定金属矿石、精

矿及相应物料中银量的校正方法 第 3部分：熔渣回收和灰吹校准法》项目工作

组。2018年 10月至 2019年 4 月，工作组根据标准编制计划要求，展开国内外

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的查阅工作，并对涉及火试金方法分析金属矿石、精矿及相

应物料中银量的校正方法进行调研，经过对收集资料和调研结果的研究分析，初

步确定标准方法的技术路线。

（2）起草阶段（2019年5月-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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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工作组经过调研，认真总结和整理各检测公司以及黄金生产单位的建议

和意见，根据所汇总的建议和意见对现有实验方案在原来的基础上作出了适当的

修改、调整及补充，最终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实验方案。

2019年 5月至 11月，工作组按照标准编制计划，参考标准制定的要求，根

据调研结果及实验方案，制备了实验样品，进行了方法的条件实验、精密度及准

确度实验等大量的实验研究，确定最佳实验条件，完成实验室内方法验证试验及

单位内部技术审核。

2019年 12月，项目工作组对前期实验结果进一步整理、反复检查及修改完

成了《火试金法测定金属矿石、精矿及相应物料中银量的校正方法 第 3部分：

熔渣回收和灰吹校准法》实验报告，一验报告包含了所有的条件试验、精密度试

验和准确度试验，二验仅包含精密度试验。

2020年 1月，项目工作组将一验报告（包含了所有的条件试验、精密度试

验和准确度试验）及实验说明、实验样品发送给第一验证验证单位，2020 年 2

月收回第一验证报告。项目工作组根据第一验证单位的建议经实验及讨论后，形

成二验文本，并于 2020年 3月将二验文本、验证说明、实验样品发送至所有第

二验证单位。

2020年 3月至 4月，承担《火试金法测定金属矿石、精矿及相应物料中银

量的校正方法 第 3部分：熔渣回收和灰吹校准法》验证任务的各验证单位陆续

向长春黄金研究院有限公司返回了相应的验证数据，通过对所有验证数据的初步

核查，数据量及数据结果本身与预期期望基本相符。部分起草单位在提交验证数

据时，在数据后面附上在验证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解决办法及其他许多中肯的

建议和意见，项目工作组对此非常重视，立刻组织人员对其进行了整理和讨论。

对于各起草单位提出的问题、建议和意见，项目工作组基本给予采纳。

验证数据来自 9家起草单位，一验单位提供了所有条件实验、精密度实验及

准确度实验的全部结果，二验单位提供了精密度及准确度的实验结果。数据统计

结果经反复检验无误后，由项目工作组统一对《火试金法测定金属矿石、精矿及

相应物料中银量的校正方法 第 3部分：熔渣回收和灰吹校准法》的数据进行了

整理及汇总。

2020年 8月 5日，全国黄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标准初审视频会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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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专家审查组听取了项目组对标准制定情况汇报，对该标准初审稿制定原则、适

用范围、试验方法、标准文本格式进行了审查，并对各标准的文字结构、相关技

术内容进行了讨论和审议。

工作组认真讨论和研究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后，最后依据采纳的意见对初

审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4 标准编制任务分工

全国黄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长春黄金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火试

金法测定金属矿石、精矿及相应物料中银量的校正方法 第 3部分：熔渣回收和

灰吹校准法》行业标准项目起草工作组，工作组对项目工作进行计划安排。起草

单位、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分工见表 1：

表 1 任务安排

项目 单位名称 主要起草人 主要工作

主 起 草

单位
长春黄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永红、赵可

迪、芦新根、

孟宪伟、王立

臣

1. 负责试验方案的设计、文本

的起草

2. 负责标准验证单位的协调、

标准方案的审定，与标委会的沟

通

3. 负责试验工作、报告编写、

数理统计

第 一 验

证单位

深圳市金质金银珠宝检验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杨佩

负责标准的第一验证工作、一

验报告的编写

第 二 验

证单位

北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紫

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

责任公司、济源市万洋冶炼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国

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云南

黄金矿业集团贵金属检测

有限公司、招金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金翅岭金矿

方迪、吴银来、

林翠芳、张文

轩、卢布、杜

翔、吕文先、

徐忠敏

负责精密度试验的验证工作、

提交试验报告及精密度结果

二、标准编制的主要原则和内容

2.1 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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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T 1.1—2020和GB/T 20001.4—2015的规定开展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本标准制定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致性原则。制定行业标准应当贯彻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标准条款及内容应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引用标准准则之规定保持一致，不可与

之抵触；其格式、语言形式等应规范，不能标新立异。

科学适用原则。行业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一切结论的获得均应有充分的科学论

据给予支持，采用的方法、使用设备等应与当前社会发展相协调，制定出的标准

应有利于开发和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

作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安全、身体健康，保护生态环境；有利

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等，总之应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协调配

套”的科学理念。

2.2 主要内容

《火试金法测定金属矿石、精矿及相应物料中银量的校正方法 第 3部分：

熔渣回收和灰吹校准法》行业标准各部分相关条款的主要技术内容作如下说明：

（1）试样

根据方法的适用范围，选择了银矿石、金精矿及铅阳极泥 3个类别的样品进

行实验。

（2）测定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矿石、精矿及相应物料的银修正比率的测定。

（3）条件实验

本标准方法主要考察：金银比例、杂质元素（不含铂钯）、适用范围、纯银

回收率实验，通过实验确定样品中金银比例、杂质元素及银量对修正比率的影响。

1）金银比例的考察

称量 Au：Ag 质量比为 1:1、1:3、1:5、1:10、1:20、1:100的纯金属样品各四

个，其金和银的总质量为 100 mg，其他试剂按火试金标准方法添加，按照实验

步骤进行实验。根据结果判定样品中的含金上限。实验后数据见表 2。

表 2 不同金银比例实验结果

金银比例考察（Au+Ag=100 mg）镁砂灰皿

Ag：Au比例 银回收率 平均值 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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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99.732 100.268 98.650 99.621 99.568 0.674
3:1 98.511 98.590 98.858 98.925 98.721 0.201
5:1 97.984 97.929 98.432 98.447 98.198 0.280
10:1 98.119 98.083 98.213 98.626 98.260 0.250
20:1 98.065 98.124 98.193 98.323 98.176 0.111
100:1 97.963 97.994 98.106 98.211 98.069 0.113

结论：当 Ag：Au比例大于 3时，银的损失无显著变化，金对银的保护效果

可忽略。当样品中 Ag：Au比例不足 3时应称量与样品相同金银比例及质量的金

银合金，以合金中银的回收率校准样品测定结果。

2）杂质元素的考察（不含铂钯）

样品中杂质元素对银的测定存在干扰的情况，可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度，

因此，考察样品中可能存在影响的元素至关重要。对样品中的主要杂质元素铜

（Cu）、镍（Ni）、硒（Se）、碲（Te）、锑（Sb）、铋（Bi）、锌（Zn）、铁（Fe）元

素进行了考察，称样纯银量 50mg，杂质元素分别按不同比例加入到纯银中，分

别用镁砂及骨灰灰皿 ，按照实验步骤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见表 3、表 4。

表 3 镁砂灰皿灰吹后各元素残留量

混标元素及加入量

g
熔样及灰吹后所得银粒中残留量

mg
标准偏差

平均值

mg
铜（Cu） 5 0.062 0.073 0.103 0.088 0.018 0.082
锌（Zn） 7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镍（Ni） 0.2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铋（Bi） 0.8 0.202 0.296 0.695 0.362 0.214 0.389
硒（Se） 0.3 0.014 0.019 0.049 0.034 0.016 0.029
碲（Te） 0.2 1.062 1.364 1.848 1.432 0.324 1.427
锑（Sb） 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银（Ag） 50 mg 47.946 48.642 50.454 49.102 1.058 49.036

表 4 骨灰灰皿灰吹后各元素残留量

混标元素及加入量

g
熔样及灰吹后所得银粒中残留量

mg
标准偏差

平均值

mg
铜（Cu） 5 0.036 0.050 0.039 0.026 0.010 0.038
锌（Zn） 7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镍（Ni） 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铋（Bi） 0.8 0.014 0.253 0.451 0.010 0.212 0.182
硒（Se） 0.3 0.000 0.011 0.000 0.002 0.005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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碲（Te） 0.2 0.032 0.410 0.537 0.107 0.241 0.272
锑（Sb） 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银（Ag） 50 mg 24.450 39.062 43.262 37.784 8.137 36.140

结论：杂质元素的混标经火试金方法熔融、灰吹后，银粒中铜、铋、碲残留

较高，会对银的检测值造成影响。对比镁砂灰皿和骨灰灰皿灰吹结果可发现，骨

灰灰皿的除杂效果较好，但也会造成银的大量损失，且结果波动较大，经灰皿回

收发现，损失的银主要被灰皿吸收。

对铜、铋、碲做梯度实验，其结果见表 5、表 6。

表 5 镁砂灰皿单元素梯度实验

单标元素及加入量

g
熔样及灰吹后所得银粒中残留量

mg
标准偏差 平均值

mg

铜（Cu）

4 0.047 0.048 0.001 0.048
3 0.032 0.033 0.001 0.033
2 0.020 0.023 0.002 0.022
1 0.010 0.010 0.000 0.010

银（Ag） 50 mg 49.044 48.768 0.195 48.906

铋（Bi）

0.4 0.522 0.296 0.160 0.409
0.2 0.175 0.238 0.045 0.207
0.1 0.111 0.159 0.034 0.135
0.05 0.104 0.109 0.004 0.107

银（Ag） 50 mg 49.183 49.269 0.061 49.226

碲（Te）

0.1 未检出 未检出 — —

0.05 未检出 未检出 — —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 —

0.01 未检出 未检出 — —

银（Ag） 50 mg 49.049 49.331 0.199 49.190

表 6 骨灰灰皿单元素梯度实验

单标元素及加入量

g
熔样及灰吹后所得银粒中残留量

mg
标准偏差 平均值

mg

铜（Cu）

4 0.017 0.031 0.010 0.024
3 0.013 0.028 0.011 0.021
2 0.016 0.006 0.007 0.011
1 0.004 0.005 0.001 0.005

银（Ag） 50 mg 47.393 47.126 0.189 47.260

铋（Bi）
0.4 0.100 0.116 0.011 0.108
0.2 0.087 0.098 0.008 0.093
0.1 0.018 0.017 0.001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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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0.015 0.013 0.001 0.014
银（Ag） 50 mg 47.545 47.087 0.324 47.316

碲（Te）

0.1 未检出 未检出 — —

0.05 未检出 未检出 — —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 —

0.01 未检出 未检出 — —

银（Ag） 50 mg 48.181 48.148 0.023 48.165

结论：火试金法对铋的除杂效果较差，含铋样品不适合用本方法进行修正。

样品中铜含量在 4g以内、碲含量在 0.1g以内时，对银的测定影响可以忽略，该

方法适用。

3）纯银回收率的考察

因为随着银质量的减小，其灰吹损失率逐渐增大，为确保修正值得准确性，

称取 10 mg、20 mg、30 mg、40 mg、50 mg、60 mg、80 mg、100 mg、120 mg、

140 mg、170 mg、200 mg 纯银，用适量铅箔包裹，在骨灰灰皿和镁砂灰皿中分

别进行灰吹实验。灰吹回收率结果见表 7。

表 7 不同质量纯银灰吹回收率

银回收率考察（镁砂灰皿）

纯银质量

mg
回收率

%
标准偏差 平均值

10 96.902 96.718 0.130 96.810

20 97.701 96.121 1.117 96.911

30 97.806 97.411 0.279 97.609

40 98.119 98.301 0.129 98.210

50 98.301 98.664 0.257 98.483

60 98.343 98.890 0.387 98.617

80 98.439 98.927 0.345 98.683

100 98.460 99.070 0.431 98.765

120 98.442 99.305 0.610 98.874

140 98.528 98.867 0.240 98.698

170 98.834 98.899 0.046 98.867

200 98.822 98.689 0.094 98.756

结论：银粒越大，其相对损失值越小。因此，在对样品中银进行修正时，最

好用相同质量的纯银进行修正；若品位未知，应尽量选用与之接近的纯银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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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4）分析结果的计算及表示

分析结果按标准正文所列的公式计算。

（5）精密度

本标准在矿石、精矿和相应物料中各选取一类物质进行实验，对样品进行设

计见表 8。

表 8 样品类型

序号 试验样品编号 银大致含量
S值

%

1 金矿石 1#-Ag 600 g/t 5

2 银精矿 2#-Ag 5 500 g/t 28

3 铅阳极泥 3#-Ag 110 kg/t —

视 1#样品品位已知，2#、3#样品品位未知，对 2#样品同批纯银称取本方法

下限（即 10 mg、90 mg），对 3#样品同批纯银称取本方法上限（即 40 mg、120 mg）。

交叉试验后，计算本标准银比率的精密度，实验结果见表 9至表 11。

表 9 矿石精密度实验结果

样品种类 1#序号
未修正值

g/t
本方法银比率

本方法修正后的值

g/t

矿石

1 609.8 0.979 3 626.9
2 606.0 0.973 3 623.0
3 614.4 0.968 8 631.6
4 609.6 0.978 2 626.7
5 609.6 0.966 1 626.7
6 606.1 0.977 8 623.1
7 612.1 0.965 7 629.3

平均值 609.7 0.973 626.8
RSD/% 0.494 0.605 0.494

表 10 精矿精密度实验结果

样品种类 2#序号
未修正值

g/t
本方法银比率

本方法修正后的值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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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矿

1 5417.1 0.982 7 5499.0

2 5389.8 0.983 1 5471.3

3 5441.5 0.984 0 5523.8

4 5448.8 0.983 9 5531.2

5 5556.5 0.985 4 5640.5

6 5548.9 0.986 8 5632.8

7 5462.2 0.989 6 5544.8

平均值 5466.4 0.985 0 5549.1

RSD/% 1.161 0.247 1.161

表 11 阳极泥精密度实验结果

样品种类 3#序号
未修正值

kg/t
本方法银比率

本方法修正后的值

kg/t

阳极泥

1 114.42 0.985 5 116.44

2 113.32 0.982 8 115.32

3 114.29 0.981 5 116.31

4 113.46 0.980 6 115.47

5 113.38 0.981 8 115.38

6 114.56 0.983 5 116.59

7 114.70 0.982 4 116.73

平均值 114.02 0.982 6 115.89

RSD/% 0.531 0.161 0.532

结论：经本方法修正后，各样品的检测值精密度良好。

（6）准确度

本标准起草的实验中，采用了方法比对和加标回收进行了准确度实验，实验

结果令人满意。

1）加标回收率实验

对所有样品进行重复 4次加标回收实验，通过经过本方法校正后的纯银回收

率结果考察方法的准确度情况，实验结果见表 12。

表 12 加标回收率实验结果

1#样品

序号 纯银回收率
样品中的银量

mg
样品中的银量

mg
纯银加入

量

加标回

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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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正） （修正后） mg %
1 0.9651 24.120 25.001 12.617 99.849
2 0.9643 23.697 24.562 12.145 100.12
3 0.9649 23.751 24.618 12.219 99.971
4 — 24.442 25.335 12.838 100.73

平均值 0.9648 24.003 24.879 12.455 100.17
2#样品

序号 纯银回收率

样品中的银量

mg
（未修正）

样品中的银量

mg
（修正后）

纯银加入

量

mg

加标回

收率

%
1 0.9770 108.751 111.291 55.464 100.95
2 0.9765 108.585 111.121 55.471 100.63
3 0.9780 108.414 110.946 55.929 99.494
4 — 108.048 110.571 55.115 100.28

平均值 0.9772 108.450 110.982 55.495 100.34
3#样品

序号 纯银回收率

样品中的银量

mg
（未修正）

样品中的银量

mg
（修正后）

纯银加入

量

mg

加标回

收率

%
1 0.9778 113.543 115.881 58.034 100.57
2 0.9816 113.968 116.315 58.591 100.35
3 0.9800 113.424 115.760 58.047 100.34
4 — 113.313 115.646 58.329 99.658

平均值 0.9798 113.562 115.901 58.250 100.23

结论：从表中可以看出，经本方法修正后的结果加标回收率在

99.494%~100.95%，准确可靠。

2）方法比对试验

通过经本标准修正过的银结果与现行标准方法 GB/T 20899.2—2019、GB/T

7739.1—2019、YS/T 775.5—2011测定值的对比，证明其准确度。

GB/T 20899.2—2019《金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2部分：银量的测定 火焰

原子吸收光谱法》：试料经盐酸、硝酸、高氯酸、氢氟酸分解，在稀盐酸介质中，

于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波长 328.1 nm处，以空气—乙炔火焰测量银的吸光度值，

按标准曲线法计算银量。

GB/T 7739.1—2019《金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1部分：金量和银量的测定

火试金重量法》：试料经配料、熔融，获得适当质量的含有贵金属的铅扣与易

碎性的熔渣。为了回收渣中残留的金、银，再次对熔渣进行试金。通过灰吹使

金、银与铅扣分离，得到金银合粒，合粒经硝酸分金后，用重量法测定金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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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量。

YS/T 775.5—2011《铅阳极泥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金量和银量的测定

火试金重量法》：试料与适量的熔剂熔融，以铅捕集金、银形成铅扣。其他杂

质与熔剂生成易熔性熔渣，利用铅与熔渣的密度不同，使铅扣与熔渣分离，将

铅扣灰吹，得到金银合粒，用称量法测定金、银合量。利用金不溶于硝酸的性

质，使金、银分离，用称量法测定金量，合量减去金量即得银量。

实验结果见表13。

表 13 方法比对实验结果

样品 1# 2# 3#

方法

本方法修正

后的值

g/t

国标测

定值

g/t

本方法

修正后

的值

g/t

国标测

定值

g/t

本方法

修正后

的值

kg/t

国标测

定值

kg/t

银测定值

626.9 616.5 5499.0 5572.0 116.44 114.53
623.0 629.7 5471.3 5582.4 115.32 115.92
631.6 619.6 5523.8 5569.4 116.31 116.23
626.7 616.4 5531.2 5546.2 115.47 115.80
626.7 618.0 5640.5 5516.1 115.38 115.77
623.1 630.4 5632.8 5526.1 116.59 115.70
629.3 615.3 5544.8 5518.0 116.73 115.71

平均值 626.8 620.8 5549.1 5547.2 115.89 115.66
RSD/% 0.494 1.037 1.161 0.500 0.532 0.461

结论：从表数据中可以看出，经本方法修正后的结果与标准方法测定值比对

良好，准确可靠。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

果

我单位邀请了 9家单位对标准进行验证，1家单位提供了一验数据，各条件

所得结论和我单位一致。9家单位依据提供的标准分析方法草案及验证说明，对

上述实验样品分别进行 4次独立测定，并按照本标准进行校正提供了验证数据。

实验样品全部以编码的形式分发到参加精密度协作试验的单位。我单位依据相关

标准规范要求，将检测数据汇总、统计分析。原始数据列于表 14 至表 1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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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矿石样品熔渣回收和灰吹校准法校正后原始数据表

实验室
1#-矿石

g/t
平均值 RSD/%

1 630.0 626.0 628.0 627.0 627.8 0.27
2 634.8 632.8 621.8 — 629.8 1.11
3 622.3 632.7 624.7 630.3 627.5 0.77
4 626.9 623.0 631.6 626.7 627.1 0.56
5 638.3 637.3 644.0 642.4 640.5 0.50
6 624.4 625.0 626.0 628.5 626.0 0.28
7 626.7 623.1 629.3 626.8 626.5 0.41
8 618.7 617.6 619.7 619.0 618.7 0.14
9 626.7 626.7 623.1 629.3 626.5 0.41

总体平均值 627.7 总标准偏差：6.21 0.99

表 15 精矿样品熔渣回收和灰吹校准法校正后原始数据表

实验室
2#-精矿

g/t
平均值 RSD/%

1 5 601.0 5 556.0 5 584.0 5 569.0 5 577.5 0.35
2 5 509.0 5 587.3 5 505.1 5 613.2 5 553.7 0.99
3 5 563.2 5 634.1 5 579.6 5 533.5 5 577.6 0.76
4 5 499.0 5 471.3 5 523.8 5 531.2 5 506.3 0.49
5 5 591.6 5 590.6 5 559.9 5 586.6 5 582.2 0.27
6 5 564.4 5 584.0 5 546.2 5 574.2 5 567.2 0.29
7 5 640.5 5 632.8 5 544.8 5 549.1 5 591.8 0.93
8 5 521.2 5 511.9 5 529.2 5 511.7 5 518.5 0.15
9 5 531.2 5 640.5 5 632.8 5 544.8 5 587.3 1.03

总体平均值 5 562.5 总标准偏差：43.86 0.79

表 16 阳极泥样品熔渣回收和灰吹校准法校正后原始数据表

实验室
3#-阳极泥

kg/t
平均值 RSD/%

1 116.31 116.09 116.34 116.30 116.26 0.10
2 113.93 114.77 115.91 115.77 115.10 0.81
3 113.05 114.04 115.34 114.66 114.27 0.85
4 116.44 115.32 116.31 115.47 115.89 0.49
5 115.40 116.10 116.50 116.40 116.10 0.43
6 118.03 116.10 117.80 118.23 117.54 0.83
7 115.38 116.59 116.73 115.89 116.15 0.54
8 114.60 115.40 115.20 115.70 115.23 0.40
9 115.47 115.38 116.59 116.73 116.04 0.62

总体平均值 115.84 总标准偏差：1.07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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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4至表 16可以看出，所得各类型、各含量的银测试结果准确，精密度

良好，证明该方法适用于金矿石、精矿及相关冶金物料中银含量的校正。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情况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实验，验证了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起

草过程中，验证单位提出了宝贵意见，汇总于表 17中。

表 17 验证单位意见汇总表

序

号

标准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

意见
理由

1 — 实验过程中 2#和 3#

样合粒大小相差不大，

均 55 000 μg到 60 000

μg 之间，导致考察灰

吹过程中银的修正比

例 2#和 3#样重复，缺

乏梯度

北矿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不采

纳

1. 样品选择是基于

对不同矿物类型的全

覆盖，不为设计梯度

2. 通过对不同质量

纯银的灰吹实验，得到

了梯度实验结果

2 — 计算银的修正比例

时，没有考虑扣除灰吹

后银粒中的杂质，导致

计算出的银的修正比

例偏高，测得的银量偏

低

北矿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不采

纳

实验方案中对主要

杂质元素进行了实验，

通过实验数据可知，大

部分元素在灰吹后基

本对结果无影响，对有

影响的元素做了限定

3 5.1.2 试样初始铅扣建议

27 g--30 g 为宜。低

于 25 g 时，会造成金

银合粒结果偏低

济源市万洋冶炼

（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 在标准文本 7.1.2 中

进行了说明

4 5.1.3 熔渣重新配料熔融

过程，不宜过长，容易

造成坩埚损坏

济源市万洋冶炼

（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 标准熔样时间能够

确保充分熔融熔渣，时

间上有一定灵活性

5 5.2.1 纯银回收实验，包裹

纯银的铅箔体积不宜

过大

济源市万洋冶炼

（集团）有限公

司

不采

纳

铅箔质量必须与两

次铅扣的总质量相近，

以确保灰吹时间接近。

体积可尽量锤小

6 5.2.2 建议空白实验中铅皮

的银含量在随试料同

等条件下做其双份，取

其平均值扣除

紫金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采纳

7 5.2.3 两次熔融铅扣放置 紫金矿业集团股 采纳 可根据实际情况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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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一灰皿中灰吹（控

制在 50 g 左右），所需

灰吹时间长(近 1小时

40 分钟)，建议可用试

用规格较大的灰皿进

行灰吹

份有限公司 行调整灰皿规格，但应

保证灰皿的一致性。在

标准文本 6.2 中进行了

说明

8 — 建议规定两份银量

修正比例的允差范围

紫金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采纳 对参与标准起草的

10 家单位的数据进行

综合分析后，规定两份

银量修正比率的允差

范围不得超过 0.008 0。

在标准文本 8 中进行了

说明

9 — 建议在相同一定条件

下制作不同品位中银

量的修正比率表

紫金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不采

纳

不同实验室的具体情

况有差异，单独制作的

修正比率表不具有代

表性

通过本次标准文件的制定，满足企业对相关标准的需求，有利于企业优化选

矿工艺控制参数，精准控制选矿药剂消耗、减少银元素在金矿石选冶富集过程的

干扰、提高各有价元素（包括银）的综合回收率，为国家矿产资源领域的综合回

收利用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火试金法测定金属矿石、精矿及相应物料中银量的校正方法 第 3

部分：熔渣回收和灰吹校准法》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颁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在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本文件发布后，应向黄金行业生产单位进行宣贯，向所有从事黄金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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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人员推荐执行本文件。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无现行有关标准。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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