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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烧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 8部分：钙、镁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 2020 年 7 月 22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

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0〕181号）的要求，行业标准《焙烧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 8 部

分：钙、镁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制定项目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计划编号：

2020-0708T-YS，项目周期为 24 个月，由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起草，该标准计划完成年限 2022

年。 

1.2 项目编制组单位变化情况 

根据标准编制工作任务量，重新调整了编制组单位构成，具体为：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酒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 

1.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 

1.3.1 主要参加单位情况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和单位分工见表 1。 

表 1 起草单位及所做工作 

起草单位 所做工作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起草负责单位 

调研现阶段检测需求和国内外检测方法现状，

制定研究方案；完成试验样品的搜集和分发；

完成分析方法研究工作；撰写标准文件、研究

报告和编制说明；完成数据分析统计工作；广

泛征求国内同行试验室及相关企业意见。 

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 第一验证单位 

对标准文件和研究报告中的各项试验参数进行

验证；提供试验样品的精密度数据；对标准文

件、研究报告和编制说明提出相应的修改建

议。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SCPZT068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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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验证单位 
提供试验样品的精密度数据；对标准文件、研

究报告和编制说明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 

1.3.2 主要工作成员所负责的工作情况 

标准主编单位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标准预研过程中，积极主动收集国内外测定钼产品中铋含

量的方法，分析对比，结合检测中心的测试方法。标准立项后，积极召集行业内相关单位参与标准的制

定工作。标准编制过程中，从公司钼炉料产品部及其他单位收集样品，从检测中心召集经验丰富的分析

测试工程师、取制样技术员，对本标准进行充分的试验论证。编制标准文本、试验报告及标准编制说明，

对收集的意见进行汇总处理。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和工作成员分工见表 2。 

表 2 起草人及所做工作 

起草人 所做工作 

XXX 

标准工作整体协调和推进；标准起草前期调研、样品搜集；试验

方案的确定；标准文件、研究报告和编制说明编写。重复性验证

试验；修改标准文件、研究报告和编制说明。 

XXX 

标准制定过程中对标准文件和研究报告中的各项试验参数进行了

验证。同时，提供了试验样品的精密度数据，对标准文件、研究

报告和编制说明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 

XXX 
对试验样品进行测试，提供比对试验数据；对标准文件、研究报

告和编制说明提出修改建议。 

1.4 主要工作过程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接到标准制订任务后，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并召开了标准项目编制启动

会议，对标准编写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分工，主要工作过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4.1 起草阶段 

（1）2020 年 7 月，接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

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0〕181 号）文件通知。 

（2）2020 年 11 月，在桐乡召开的 2020 年度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上，有色标委会稀有分

会进行了任务落实会议，会议要求由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负责承担行业标准《焙烧钼精矿化

学分析方法 第 8 部分：钙、镁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的标准制定工作；会议明确由西安汉唐

分析检测有限公司为第一验证单位、酒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为第二验证单位，共同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3）2020 年 12 月，组建起草小组：撰写开题报告，落实课题组长及课题成员的任务，确定标准编

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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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1 年 5 月，完成相应分析方法样品的收集和相关研究工作，形成讨论稿、研究报告、征求意

见表等，交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酒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并连同验证样品一起分别寄往各验证

单位。 

（5）2021 年 10 月，陆续收到各验证单位的研究报告及反馈意见，对参与验证单位的意见和建议进

行汇总处理，对讨论稿进行修改，完善实验报告，撰写编制说明。 

（6）2021 年 11 月，参加全国稀有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 XXX 召开的标准讨论会；会上西安汉

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酒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XXX 对本标准（讨论稿）提出了修改意见。 

（7）XXX 会议结束之后，标准编制组根据讨论结果，对讨论稿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形成了征

求意见稿。 

1.4.2 征求意见阶段 

编制组通过发函、中国有色金属标准质量信息网上公开和会议等形式对《焙烧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 8 部分：钙、镁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征求意见稿征询意见。 

二、标准化文件编制原则 

2.1  符合性：该标准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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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0001.4—2015《标准编写规则 第 4 部分：试验方法标准》、GB/T 6379.2—2004《测量方法与结果

的准确度》的要求进行了编写。 

2.2  合理性：反映当前国内各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宜于应用，经济上合理，兼顾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 

2.3  先进性：本文件涉及的内容，技术水平不低于当前国内先进水平。 

三、标准化文件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 

本文件是首次制定，并且在充分调研了生产的实际水平后完成的。 

3.1 钙、镁元素测定范围的确定 

在确定本标准中钙、镁元素含量测定范围时，参考了产品标准 GB/T 24482—2009《焙烧钼精矿》。

Q/JDC 007-2019《焙烧钼精矿》。焙烧钼精矿（普通）产品中的钙、镁含量范围为：Ca≤6.0%、Mg≤2.0%，

结合检测工作曲线线性范围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出本文件中钙、镁元素含量的测定范围为：钙 0.01% ~ 

6.00%，镁 0.002 %~2.5 %。 

3.2 试料溶解方法的选择 

分别采用硝酸+盐酸+氢氟酸、王水、硝酸+盐酸+高氯酸对焙烧钼精矿样品进行前处理，结果表明：

硝酸+盐酸+氢氟酸、王水两种方法能使试样溶解，硝酸+盐酸+高氯酸溶解过程中试样呈白色糊状，无法

溶解至澄清，所以暂时不考虑此方法。各称取 0.20g YSS003-96-5 样品和 3#样品 3 个平行样，按 10mL 硝

酸+5mL 盐酸+5mL 氢氟酸、王水(15mL 盐酸+5mL 硝酸，补加 10mL 盐酸)两种试验方法溶解样品，在波

长 285.2nm 处进行镁吸光度测定，结果见表 3。 

表 3 溶解方法试验 

样品溶解方法 
硝酸+盐酸+氢氟酸 王水 

1 2 3 1 2 3 

YSS003-96-5#三

氧化钼光谱标准

样品 

0.008 0.009 0.008 0.037 0.032 0.036 

3# 

样品 
0.053 0.054 0.053 0.012 0.012 0.012 

实验结果表明：加入 10mL 硝酸+5mL 盐酸+5mL 氢氟酸溶解试样，能够保证样品溶解完全，且计算

结果（YSS003-96-5 样品镁含量已知）基本一致。王水(15mL 盐酸+5mL 硝酸，补加 10mL 盐酸)虽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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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样品溶解，但是计算结果不否，故选用 10mL 硝酸+5mL 盐酸+5mL 氢氟酸溶解试样。 

试验中所用试剂，包括氢氟酸、盐酸、硝酸、高氯酸均为优级纯。各试剂用量参考 YS/T 555.7-2009

标准，试验发现：5mL 氢氟酸溶解试样能够保证试样在合适时间溶解，若增加氢氟酸用量，溶解样品时

间虽然能减少，但是用来驱氟的高氯酸也要相应增加，会增加赶酸时间，所以确定氢氟酸使用量为 5mL 。 

3.3  仪器条件试验 

3.3.1  空心阴极灯工作电流的选择 

分别用 1 μg/mL 钙、0.4 μg/mL 镁标准溶液，在波长 422.7nm 处测定钙吸光度，在波长 285.2nm 处测

定镁吸光度，结果如表 4。 

表 4 灯电流的影响 

钙 
灯电流（mA） 3  4  5  6  7  8  

吸光度 0.054 0.047 0.050 0.049 0.043 0.043 

镁 
灯电流（mA） 2  3 4  5  6  7  

吸光度 0.173 0.142 0.123 0.114 0.105 0.100 

空心阴极钙灯、镁灯均从推荐工作电流开始考察。试验结果显示：随着工作电流增大，钙灯、镁灯

测量的吸光度均有所减小。灯工作电流过大、过小均会影响灯放电的稳定性和锐线光的输出强度。所以，

综合考虑，选择钙灯最佳灯电流为 5mA ，镁灯最佳灯电流为 4mA 。 

3.3.2  负高压的选择 

分别用 1 μg/mL 钙、0.4 μg/mL 镁标准溶液，在波长 422.7 nm 处测定钙吸光度，在波长 285.2nm 处

测定镁吸光度，结果如表 5。 

表 5 负高压的影响 

钙 

负高压

（V） 
370.5 371.0 371.5 372.0 372.5 373.0 373.5 374.0 374.5 

吸光度 0.050 0.052 0.052 0.053 0.053 0.053 0.053 0.046 0.041 

镁 

负高压

（V） 
326.0 326.5 327.0 327.5 328.0 328.5 329.0 329.5 330.0 

吸光度 0.141 0.140 0.142 0.141 0.141 0.142 0.140 0.139 0.139 

数据表明，对于钙灯而言，负高压在 372.0—373.5.0 V 范围内，吸光度稳定性较好，避免负高压过

高时能量值不稳定，选择钙灯最佳负高压为 372.5V。同理，镁灯最佳负高压为 327.0 V。 

3.3.3  燃气流量的选择 

分别用 1 μg/mL 钙、0.4 μg/mL 镁标准溶液，在波长 422.7 nm 处测定钙吸光度，在波长 285.2nm 处

测定镁吸光度，结果如表 6。 

表 6  燃气流量的影响 

钙 
燃气流量（mL/min）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吸光度 0.030 0.039 0.049 0.062 0.063 0.062 0.060 

镁 

燃气流量（mL/min）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吸光度 0.123 0.129 0.136 0.139 0.125 0.117 0.101 

数据表明，对于钙灯而言，燃气流量在 1100-1500 mL/min 范围内，随着燃气流量增大，吸光度值越

来越大，从 1600mL/min 开始，吸光度有所下降，综合考虑，选择 1500 mL/min 燃气流量为钙灯测量最佳

值。同理，选择 1500mL/min 燃气流量为镁灯测量最佳值。 

3.3.4  燃烧器高度的影响 

分别用 1 μg/mL 钙、0.4 μg/mL 镁标准溶液，在波长 422.7 nm 处测定钙吸光度，在波长 285.2nm 处

测定镁吸光度，结果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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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燃烧器高度的影响 

钙 

燃烧器高度

（mm） 
2 3 4 5 6 7 

吸光度 0.065 0.059 0.039 0.023 0.020 0.019 

镁 

燃烧器高度

（mm） 
2 3 4 5 6 7 

吸光度 0.070 0.099 0.119 0.130 0.128 0.123 

资料显示，锐线光源的光束通过火焰的不同部位时对测定的灵敏度和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为保证

测定的灵敏度高应使光源发出的锐线光通过最佳火焰区域，这个区域火焰稳定且干扰较少，所以调节燃

烧器狭缝口的高度位置。如表所示，对于钙灯而言，随着燃烧器高度增大，吸光度逐渐减小，考虑火焰稳

定性，故选择燃烧器高度 4mm 时为钙灯最佳测定值，同理，选择燃烧器高度 5mm 时为镁灯最佳测定值。 

3.4  共存离子的干扰 

3.4.1 基体元素对钙、镁测定的干扰 

试料中除被测组分钙、镁、铜、铅、锡等元素外，主要成分是钼基体，因为没有合适的焙烧钼精矿作

为基体，本次试验过程中选用与焙烧钼精矿钼含量相当的高纯三氧化钼（钼含量>60%），称取 0.10g、

0.15g、0.20g、0.25g、0.30g 高纯三氧化钼（含镁量<0.0002% ，含钙量<0.0002%），按溶解焙烧钼精矿

方法溶解，分别加入 0.5μg/mL、1.5μg/mL 钙标准溶液，0.2μg/mL、0.6μg/mL 镁标准溶液，并进行吸光度

测定。结果如下图。 

 

图1 钼基体对镁测定的影响情况  

 

图2 钼基体对钙测定的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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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含量钼基体溶液中加入不同浓度的钙/镁标准溶液，在钼基体质量0.15-0.25g

时，测得钙/镁吸光度较稳定，所以，在100mL体积内，0.25g以内的钼不干扰钙/镁的测定。 

3.4.2 共存离子的影响 

根据焙烧钼精矿中杂质元素含量的不同，研究了铁、铜、铅、钨、磷等对钙、镁测定的干扰情况。

在 0.6μg/mL 镁标准的 100mL 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60μg/mL 的铜、铅、钨、磷和 30μg/mL 铁等共存元素，

在 1.0μg/mL 钙标准的 100mL 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100μg/mL 钨和 50μg/mL 的铁、铜、铅、磷等共存元素，

试验结果如表 8。 

表 8 共存离子的干扰 

 标准溶液原液 
干扰元素 

铁 铜 铅 钨 磷 

测得镁值 

（μg/mL） 
0.69 0.67 0.67 0.68 0.69 0.69 

测得钙值 

（μg/mL） 
0.98 0.95 0.97 0.96 0.97 0.95 

试验结果表明，在 100mL 体积内，6mg 的铜、铅、钨、磷，3mg 的铁均不干扰镁量的测定，在 100mL

体积内，10mg 的钨，5mg 的铁、铜、铅、磷均不干扰钙量的测定。 

3.5 工作曲线及方法的检测限 

3.5.1 工作曲线 

在原子吸收光谱仪上，设定仪器测量条件，测定钙标准系列溶液的吸光度，以钙浓度（μg/mL）为横

坐标，以空白校正后的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 

表 9 钙工作曲线 

钙浓度（μg/mL） 吸光度 

0.00 0.000 

0.50 0.019 

1.00 0.039 

1.50 0.056 

2.00 0.076 

2.50 0.095 

 

 

图3  钙工作曲线 

钙元素工作曲线为：A=0.0379C+0.0001，相关系数 r=0.9998。 

在原子吸收光谱仪上，设定仪器测量条件，测定镁标准系列溶液的吸光度，以镁浓度（μg/mL）为横

坐标，以空白校正后的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 

表 10 镁工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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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浓度（μg/mL） 吸光度 

0.00 0.000 

0.20 0.028 

0.40 0.055 

0.60 0.082 

0.80 0.107 

1.00 0.131 

 

 

图4 镁元素工作曲线 

镁元素工作曲线为：A=0.1306C+0.0002，相关系数 r=0.9997。 

3.5.2 方法的检测限 

按国际理论与应用化学家联合会（IUPAC）规定，用样品空白溶液在所选条件下测定其浓度值 11 次，

计算其含量，用标准偏差计算出该方法的检出限。结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方法检出限 

元素 空白溶液测定值/% 标准偏差/% 方法检出限/% 

Mg 

0.0004  0.0004  0.0000  0.0000  0.0008  

 0.0004  0.0000  0.0000  0.0004  

 0.0004  0.0000 

0.00026 0.00078 

Ca 

0.003  0.003  0.004  0.004  0.005   

0.003  0.004  0.005  0.005   

0.003  0.003 

0.0012 0.0036 

3.6 精密度试验 

平行抽取一个样品 11 份，分别用试样处理方法处理后进行测定，对 11 次测定结果进行数理统计，

计算出相对标准偏差。 

表 12 钙测定精密度试验-  

样品编号 钙测定结果/% 平均值/% SD% RSD/% 

1# 

0.213  0.210  0.189  0.192  0.195  

0.198  0.214  0.221  0.211  0.208  

0.209 

0.21 0.01 5.0 

y = 0.1306x + 0.002

R² = 0.9994

0.00
0.02
0.04
0.06
0.08
0.10
0.12
0.14

0 0.2 0.4 0.6 0.8 1 1.2

吸
光

度

浓度（μ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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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598  0.630  0.629  0.583  0.634  

0.579  0.624  0.630  0.624  0.643 
0.62 0.02 3.6 

3# 

0.918  0.924  0.891  0.875  0.924  

0.931  0.915  0.926  0.931  0.923  

0.927 

0.92 0.02 1.9 

4# 

1.391  1.389  1.297  1.359  1.374  

1.389  1.395  1.368  1.369  1.385  

1.372 

1.37 0.03 2.0 

5# 

2.384  2.415  2.406  2.397  2.426  

2.419  2.285  2.411  2.406  2.426  

2.417  

2.40 0.04 1.7 

6# 

1.519  1.504  1.498  1.513  1.506  

1.504  1.476  1.528  1.517  1.523  

1.489 

1.51 0.02 1.0 

 

表 13 镁测定精密度试验 

样品编号 镁测定结果/% 平均值/% SD% RSD/% 

1# 
0.054  0.054  0.053  0.052  0.050  0.058  

0.050  0.052  0.054  0.052  0.054 
0.053 0.002 4.2 

2# 
0.170  0.168  0.160  0.167  0.161  0.173  

0.179  0.170  0.170  0.165  0.175  
0.17 0.006 3.3 

3# 
0.957  0.976  0.955  0.955  0.936  0.935  

0.955  0.955  0.974  0.955  0.974   
0.95  0.01 1.4 

4# 
0.199  0.195  0.195  0.198  0.185  0.190  

0.210  0.198  0.196  0.209  0.198 
0.20 0.007 3.7 

5# 
2.141  2.160  2.150  2.091  2.138  2.155  

2.187  2.128  2.141  2.155  2.140  
2.14  0.02 1.1 

6# 
0.918  0.904  0.822  0.899  0.956  0.903  

0.875  0.886  0.936  0.876  0.855 
0.89  0.04 4.2 

3.7 加标回收试验 

采用标准加入法，选取高低浓度不一的两批样品，分别加入标准溶液，测定结果如表 14、表 15。 

表 14 钙加标回收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原含量/( ug/mL) 加入量/(ug/mL) 
Ca 测定值

/(ug/mL) 
回收率/% 

1# 3.90 

2.50 6.36 98.5 

4.00 8.11 102.2 

6.00 10.24 103.5 

3# 12.40 

6.00 18.63 103.8 

12.00 24.88 103.9 

18.00 31.13 104.0 

 

表 15 镁加标回收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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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编号 原含量/( ug/mL) 加入量/(ug/mL) 
Mg 测定值

/(ug/mL) 
回收率/% 

1# 0.96 

0.50 1.46 100.3  

1.00 2.00 104.0 

1.50 2.54 102.7 

3# 14.62 

10.00 29.23 96.1 

20.00 39.62 99.9 

30.00 48.46 96.1 

从表中可以看出：样品回收率在 96.11%-104.03%之间，证实方法的准确度较高。 

3.8 主要实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在完成相关条件试验后，各参编单位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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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精密度的要求，对 6 个水平样品中钙、镁元素的含量进行了测定。在汇总

数据后，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GB/T 6379.2—2004《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对 3 家参编单

位的试验验证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并结合线性内插或外延法，得出不同含量梯度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 

表 16 焙烧钼精矿中钙、镁含量数据结果统计 

单位 
钙、镁水平

1 / % 

钙、镁水平

2 / % 

钙、镁水平

3 / % 

钙、镁水平

4 / % 

钙、镁

水平 5 

/ % 

钙、镁水平

6 / %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XXX 公司 - - - -   

XXX 公司 - - - -   

XXX 公司 - - - -   

XXX 公司 - - - -   

XXX 公司 - - - -   

3.9 重复性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测定值，在表 18 给出的平均值范围内，两个测试结果的

绝对差值不超过重复性限（r），超过重复性限（r）情况不超过 5%。重复性限（r）按表 17 数据采用线

性内插法或外延法求得。 

表 17 重复性限 

WCa、Mg%    

r/%    

3.10 再现性 

在再现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测定值，在表 18 给出的平均值范围内，两个测试结果的

绝对差值不超过再现性限（R），超过再现性限（R）情况不超过 5%。再现性限（R）按表 18 数据采用线

性内插法或外延法求得。 

表 18 再现性限 

WCa、Mg/%      

R/%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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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5.1 标准的必要性 

焙烧钼精矿又称三氧化钼或工业氧化钼，泛指钼精矿焙烧的焙砂。将钼精矿在 630℃～700℃下进行

氧化焙烧，便使硫化钼转化为工业三氧化钼。近年来，随着焙烧钼精矿产业不断发展，伴随加工产品要

求的不断提高及产品出口量的日益增加，国内外客户对焙烧钼精矿产品中的钼含量及杂质元素的要求越

来越高。而焙烧精矿产品没有化学分析方法国家标准，只能参照采用钼精矿化学分析方法或双方认可的

方法进行，其化学分析方法严重滞后于生产贸易的需求。为了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及应对可能出现的国

外贸易壁垒，满足焙烧钼精矿国家标准中主含量钼及杂质元素的控制要求的需要，特提出制定焙烧钼精

矿化学分析方法标准，该系列标准检测技术先进、实用，采用了许多高新仪器分析方法、覆盖现有的大

部分检测技术，包括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原子荧光光谱法、高频燃烧红外吸收法及光度法等。使焙烧

钼精矿国家标准分析方法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有利于保证分析结果的一致性，提高进出口贸易中产品

技术指标的互信度，并对焙烧钼精矿的生产、研制、使用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焙烧钼精矿主要用于炼钢、钼化工、陶瓷等领域。近几年国内各大钢铁企业普遍采用相对经济适用

焙烧钼精矿（块）作为炼钢添加剂。但是，没有与之配套的化学分析方法国家标准，造成质量异议频繁发

生，给生产和用户带来许多不便，金钼股份通过与太钢、武钢、宝钢等企业技术交流，联合研制了该产品

的化学分析方法。况且，我国大多实验室拥有了许多高新的分析仪器,涵盖了现有的大部分检测技术，包

括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原子荧光光谱

法、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高频燃烧红外吸收法、惰气熔融红外吸收法-热导法及光度法等。检测结果

准确度高、可靠、操作实用性强、分析速度更快，能够较好地满足有色金属工业快速发展对产品测定的

要求。本标准能够建立一套可靠的分析方法，准确测定焙烧钼精矿产品中的主元素和杂质元素的含量，

为焙烧钼精矿产品的质量控制及其产品交易提供可靠的依据。对提高钼产品生产企业生产效率、保证贸

易结算的准确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国外尚无测定焙烧钼精矿化学分析的标准方法。 

5.2 标准的预期作用 

本文件充分考虑了我国焙烧钼精矿生产企业和使用加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本文件颁布执行

后，有利于生产采用统一的分析方法开展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有利于市场公平交易环境的形成，具有较

大的社会效益。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6.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国外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 

6.2  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经查，国外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 

6.3  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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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没有冲突。 

本文件与现行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无重复交叉情况。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编制组严格按既定编制原则进行编写，本文件起草过程中未发生重大的分歧意见。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为行业标准，供相关组织参考采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规范了焙烧钼精矿中钙、镁元素含量的测定，有利用整个行业分析水平的提升。本文件发布

执行后，建议标准主管单位积极向生产厂家及国内外用户推广。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为新制定文件，无废止其它标准的建议。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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