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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3年 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了 2023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

包含了本项目的制定计划。本项目计划批准文号为工信厅科〔2023〕18 号，项目编号为

2023-0396T-YS，下达的计划标准名称为《氟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第 6

部分：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 钼蓝分光光度法》。项目计划完成年限 2024 年 10 月。

（二）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

2.1 主要参加单位情况

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本标准主编单位，在标准编制过程中，积极主动

与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联系调研，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起草思路，牵头制定合适

的试验方案，认真开展试验研究，整理汇总试验验证数据，带领编制组成员单位认真细致修

改标准文本，征求多家企业的修改意见，按计划完成了标准的编制工作。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贵州路兴实业有限公司积极协助主编单位参加试验研究工

作，与标准主编负责人员主动沟通，探讨试验方案，为标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州铝业有限公司、贵州

省分析测试研究院、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也为试验方案提供了大量的检测

数据支持，同时，积极与主编人员沟通，对标准文本编写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为本次标准

修订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2.2 主要工作成员所负责的工作情况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单位 起草人 工作职责

中铝郑州有色金属

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编人员，负责标准的编写，试验方案的确定和

实施，验证样品的取样与收集，试验数据的汇总

与整理。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参编人员，参与验证样品的取样与收集，对标准

文本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负责试验验证工作及

验证报告的编写。

贵州路兴实业有限

公司

参编人员，参与验证样品的取样与收集，对标准

文本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负责试验验证工作及

验证报告的编写。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 参编人员，对标准文本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负



电有限责任公司 责试验验证工作及验证报告的编写。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

参编人员，对标准文本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负

责试验验证工作及验证报告的编写。

中铝中州铝业有限

公司

参编人员，对标准文本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负

责试验验证工作及验证报告的编写。

贵州省分析测试研

究院

参编人员，对标准文本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负

责试验验证工作及验证报告的编写。

陕西有色榆林新材

料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参编人员，对标准文本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负

责试验验证工作及验证报告的编写。

（三）主要工作过程

1、预研阶段：标准主编单位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组建了 YS/T 581.6-202X

《氟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第 6 部分：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 钼蓝分光光度

法》的起草项目组，项目组成员长期从事氟化铝的分析检测工作，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了

丰富的检测经验，也发现了现行标准 YS/T 581.6-2006 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

主编单位先后与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路兴实业有限公司等的技术人员深入讨论

标准的技术路线与方案，并根据讨论情况，由主编单位整理与撰写，形成标准起草思路。

2、立项阶段：2022 年 3 月有色金属标委会召开年会，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

司向全体委员会提交了 YS/T 581.6《氟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第 6部分：

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 钼蓝分光光度法》的标准项目建议书、标准草案，立项报告等材料，

全体委员会论证结论为同意行业标准立项。

2023年 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了 2023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

包含了本项目的制定计划，项目编号为 2023-0396T-YS，下达的计划标准名称为《氟化铝化

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第 6部分：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 钼蓝分光光度法》。

3、任务落实阶段

2023 年 2 月，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标准工作网络会议，多家单位的代

表参加会议，会议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如增加准确度验

证试验。会议决定由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贵州

路兴实业有限公司、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州

铝业有限公司、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 8 家单位

参与标准修订与试验验证工作。根据 2023 年 2 月会议任务落实情况，标准编制组及时修改



标准草案，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

1）根据国内外客户的检测需求，以满足我国铝行业的实际生产和使用的需要为原则，

提高标准的适用性。

2）以与实际相结合为原则，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

3）完全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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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对本部分进行

了编写。

三、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及主要试验和验证情况分析

在前期调研和长期实践经验累积的基础上，确立了本次标准修订的试验方案和技术路线。

与前版标准相比，本次修订主要内容是：修改了测定范围、称样量、熔样温度和测定条件等，

新旧标准在主要内容方面的变化见表 2。

表 2 新旧标准技术对比表

项目 新标准 旧标准 修改依据

测定范围 /

不适用于五氧化

二磷含量大于

0.02%氟化铝

验证五氧化二磷无干扰，扩大

了检测范围

称样量 0.5g 1g 熔样和提取更方便

熔样温度 850℃ 750℃
样品和熔剂完全熔融，测定结

果更准确。

显色剂 钼酸铵 钼酸钠
不需使用 pH 计调节酸度，简化

操作过程

主要试验和验证情况如下：

3.1 测定范围的确定

氟化铝中可能会有少量的磷、铁等，原标准规定方法不适用于五氧化二磷含量大于

0.02%氟化铝中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本试验探究了磷、铁含量对二氧化硅的测定干扰性。

根据产品标准《GB/T 4292-2017 氟化铝》，五氧化二磷含量基本在 0.04%以内，三氧

化二铁含量基本在 0.10%以内。于一组 100mL 容量瓶中各加入 10.00mL 二氧化硅标准溶液

（10.00μg/mL）和 25mL 基体溶液，分别加入不同量的铁、磷标准溶液，以下按样品测定步

骤进行，在 815nm 处测定吸光度，测定数据见表 3。

表 3 磷、铁离子对二氧化硅的测定干扰试验数据

离子加入量（mg） 吸光度

P Fe 郑研院 多氟多 贵州路兴



/ / 0.366 0.434 0.402

0.050 / 0.368 0.434 0.404

/ 0.200 0.370 0.431 0.405

0.050 0.200 0.371 0.441 0.407

测定数据说明，在所测范围内，单独的铁或磷对二氧化硅的测定基本不造成影响；铁和

磷混合溶液会使二氧化硅测定吸光度略偏高，但影响很小，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3.2 熔样温度选择试验

此试验选择 3#氟化铝样品，分别在温度 750℃、800℃、850℃、900℃时熔融 30 分钟，

按样品测定步骤进行，测得结果如表 4。

表 4 3#氟化铝样品不同温度下熔解时的测定结果

熔样温度/℃ 郑研院测定结果/％ 多氟多测定结果/％ 贵州路兴测定结果/％

750 0.411 0.410 0.418

800 0.414 0.419 0.420

850 0.410 0.424 0.414

900 0.413 0.427 0.415

试验过程中发现：熔样温度低于 850℃时，熔剂熔融不完全。为了保证熔剂完全熔融，

熔样温度选择 850℃。复验单位结果一致。

3.3 硝酸加入量试验

溶液 pH 会影响测定结果。此试验选择 2#氟化铝样品，在 850℃熔融后，提取样品时分

别加入硝酸（1+1）20mL、25mL、30mL、35mL、40mL，按样品测定步骤进行，测得结果如表

5。

表 5 硝酸加入量对 2#氟化铝样品测定结果的影响

硝酸(1+1)加入量/mL 郑研院测定结果/％ 多氟多测定结果/％ 贵州路兴测定结果/％

20 0.223 0.224 0.230

25 0.232 0.236 0.237

30 0.228 0.237 0.235

35 0.231 0.240 0.240

40 0.244 0.239 0.243

硝酸（1+1）加入量在 25mL-35mL 之间，理论计算 pH 值为 0.8-1.0，在二氧化硅显色酸

度范围内，从表 5 可以看出：样品的测得数据接近，选择加入 30 mL 硝酸（1+1）溶液。

3.4 钼酸铵加入量试验

于一组 100mL 容量瓶中各加入 10.00mL 二氧化硅标准溶液（10.00μg/mL）和 25mL 基体

溶液，按样品测定步骤进行，其中分别加入 2mL、4mL、5mL、7mL、10mL 钼酸铵溶液（100g/L）

在 815nm 处测定数据如表 6。

表 6 钼酸铵对测定结果的影响测定数据



钼酸铵加入量（100g/L）

（mL）
吸光度（郑研院） 吸光度（多氟多） 吸光度（贵州路兴）

2 0.331 0.366 0.376

4 0.367 0.411 0.402

5 0.366 0.428 0.403

7 0.367 0.427 0.404

10 0.367 0.427 0.404

从表 6 可以看出：钼酸铵的量在 4mL-10mL 之间，样品的测得数据接近，选择加入 5 mL

钼酸铵溶液（100g/L）。

3.5 抗坏血酸加入量试验

于一组 100mL 容量瓶中各加入 10.00mL 二氧化硅标准溶液（10.00μg/mL）和 25mL 基体

溶液，按样品测定步骤进行，其中分别加入 2mL、5mL、7mL、10mL 抗坏血酸溶液（20g/L）

在 815nm 处测定数据如表 7。

表 7 抗坏血酸对测定结果的影响测定数据

抗坏血酸加入量（20g/L）

（mL）
吸光度（郑研院） 吸光度（多氟多） 吸光度（贵州路兴）

2 0.361 0.405 0.396

5 0.366 0.414 0.402

7 0.365 0.412 0.402

10 0.366 0.414 0.403

从表 7 可以看出：加入 5mL-10mL 的抗坏血酸溶液，样品的测得数据接近，选择加入 5 mL

抗坏血酸溶液（20g/L）。

3.6 显色反应时间选择试验

于一组 100mL 容量瓶中各加入 10.00mL 二氧化硅标准溶液（10.00μg/mL）和 25mL 基体

溶液，按样品测定步骤进行，其中加入钼酸铵后分别放置 5min、10min、15min、20min。在

815nm 处测定数据如表 8。

表 8 不同显色反应时间下的测定数据

显色反应时间/min 吸光度（郑研院） 吸光度（多氟多） 吸光度（贵州路兴）

5 0.362 0.428 0.397

10 0.365 0.421 0.403

15 0.366 0.422 0.404

20 0.366 0.425 0.404

从表 8 可以看出：加入钼酸铵后反应 10min～20min，样品的测得数据接近。为了保证

硅与钼酸盐反应完全，选择显色反应时间为 15～20min。

3.7 还原反应时间选择试验



于一组 100mL 容量瓶中各加入 10.00mL 二氧化硅标准溶液（10.00μg/mL）和 25mL 基体

溶液，按样品测定步骤进行，其中加入抗坏血酸后分别放置 5min、10min、15min、20min。

在 815nm 处测定数据如表 9。

表 9 不同还原反应时间下的测定数据

还原反应时间/min 吸光度（郑研院） 吸光度（多氟多） 吸光度（贵州路兴）

5 0.361 0.416 0.403

10 0.366 0.421 0.403

15 0.366 0.422 0.404

20 0.367 0.424 0.404

从表 9 可以看出：加入抗坏血酸后反应 10min～20min，样品的测得数据接近。为了保

证硅钼黄被完全还原，选择还原反应时间为 15min。

3.8 稳定性试验

于 100mL 容量瓶中加入 10.00mL 二氧化硅标准溶液（10.00μg/mL）和 25mL 基体溶液，

按样品测定步骤进行，在波长 815nm 处测定吸光度，溶液放置一段时间后，再次测定吸光度，

测定数据如表 10。

表 10 溶液稳定性试验测定数据

溶液放置时间/min 吸光度（郑研院） 吸光度（多氟多） 吸光度（贵州路兴）

15 0.366 0.422 0.404

40 0.366 0.422 0.405

90 0.367 0.424 0.406

从表 10 可以看出：溶液放置 1.5h 后吸光度基本保持不变，说明形成的硅钼蓝至少在

1.5h 内是稳定的。复验单位结果一致。

3.9 准确度验证试验

选取氟化铝有证标准样品 GAF 01 和 GAF 09，分别按样品测定步骤进行，在 815nm 处测

定吸光度，测定数据见表 11。

表 11 准确度验证试验数据

标准样

品

二氧化硅

含量（%）

标准值

验证单位
二氧化硅含量（%）

实测值

二氧化硅含

量（%）

实测平均值

实测值与

标准值之

差/%

允许差/%

（旧标准）

GAF 01 0.146

郑研院 0.149,0.151,0.150,0.152 0.150 0.004

0.015多氟多 0.143，0.141，0.144，0.144 0.143 0.003

贵州路兴 0.152，0.152，0.147，0.151 0.151 0.005

GAF 09 0.301

郑研院 0.294，0.298,0.287，0.287 0.292 0.009

0.040多氟多 0.304，0.310，0.297，0.314 0.306 0.005

贵州路兴 0.292，0.301，0.289，0.295 0.294 0.007

从表 11 可以看出，两个标准样品的检测数据与其标准值基本吻合，均满足允许差的要



求，说明此试验方法准确度较高。复验单位结果一致。

3.10 新旧方法对比试验

选取1#、2#、3#氟化铝样品，分别用新方法和YS/T 581.6-2006规定的旧方法，测定二

氧化硅含量，结果见表12。

表12 新旧方法对比数据

样品编号 方法 二氧化硅测定值/% 平均值/% 新旧方法差值/% 允许差/%

1#
新方法 0.012;0.010；0.011;0.011 0.011

0.001 0.004
旧方法 0.011;0.013；0.012;0.013 0.012

2#
新方法 0.23;0.23；0.22;0.23 0.23

0.01 0.025
旧方法 0.21;0.22；0.22;0.24 0.22

3#
新方法 0.42;0.41；0.41;0.42 0.42

0.01 0.040
旧方法 0.39;0.41；0.40;0.42 0.41

由试验结果可知，对氟化铝样品测定，两种方法均满足允许差的要求，新方法可用。

3.11 样品分析结果

选取不同含量的样品测定结果见表 13。

表 13 样品分析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平均值
标准偏

差

相对标

准偏差

1#样品 0.010 0.012 0.013 0.012 0.013 0.011 0.013 0.011 0.012 0.0119 0.0011 8.866

2#样品 0.232 0.225 0.228 0.221 0.220 0.227 0.224 0.231 0.228 0.2262 0.0041 1.820

3#样品 0.430 0.406 0.408 0.432 0.423 0.431 0.412 0.403 0.430 0.4194 0.0121 2.876

3.12 试验验证情况

本方法共选择 3 个样品，按照上述方法，测量各样品中二氧化硅含量，来考察方法精密

度情况。除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外，另有 7 家单位进行了方法精密度试验验证，包括多

氟多、贵州路兴、霍煤鸿骏、中州铝业、南山铝业、贵州分析测试院和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

复验数据的汇总情况见表 14 和表 15。

表 14 氟化铝样品复验数据汇总表

单位

名称
数据汇总

1#(SiO2) 2#( SiO2) 3#( SiO2)

(%) (%) (%)

郑研院
平均值 0.0119 0.2262 0.4194

标准偏差 0.0011 0.0041 0.0121



多氟多
平均值 0.0113 0.2402 0.4237

标准偏差 0.0010 0.0040 0.0114

贵州路兴
平均值 0.0114 0.2263 0.4233

标准偏差 0.0008 0.0042 0.0096

霍煤鸿骏
平均值 0.0116 0.2262 0.4210

标准偏差 0.0010 0.0071 0.0034

中州铝业
平均值 0.0126 0.2180 0.4132

标准偏差 0.0009 0.0040 0.0078

南山铝业
平均值 0.0104 0.2227 0.4018

标准偏差 0.0009 0.0068 0.0087

贵州测试院
平均值 0.0117 0.2323 0.4099

标准偏差 0.0012 0.0057 0.0112

陕西榆林新材料
平均值 0.0113 0.2218 0.4127

标准偏差 0.0010 0.0033 0.0036

八家平均值 0.01149 0.2267 0.4156

重复性限 0.003 0.02 0.03

再现性限 0.004 0.03 0.04



表 15 氟化铝样品复验数据汇总表

1 2 3 4 5 6 7 8 9
平均值

/％

标准偏差

/％

相对标准偏差

/％

1#样品

郑研院 0.010 0.012 0.013 0.012 0.013 0.011 0.013 0.011 0.012 0.0119 0.0011 8.866

多氟多 0.010 0.011 0.010 0.012 0.011 0.011 0.012 0.013 0.012 0.0113 0.0010 8.824

贵州路兴 0.011 0.011 0.010 0.010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0.0114 0.0008 7.207

霍煤鸿骏 0.012 0.011 0.011 0.013 0.011 0.010 0.012 0.011 0.013 0.0116 0.0010 8.773

中州铝业 0.011 0.013 0.012 0.013 0.012 0.013 0.013 0.012 0.014 0.0126 0.0009 7.024

南山铝业 0.009 0.011 0.010 0.010 0.011 0.012 0.010 0.011 0.010 0.0104 0.0009 8.444

贵州测试院 0.012 0.010 0.013 0.010 0.011 0.011 0.012 0.011 0.012 0.0113 0.0010 8.824

陕西榆林新材料 0.011 0.010 0.013 0.010 0.011 0.012 0.012 0.011 0.012 0.0113 0.0010 8.824

2#样品

郑研院 0.232 0.225 0.228 0.221 0.220 0.227 0.224 0.231 0.228 0.2262 0.0041 1.820

多氟多 0.244 0.240 0.238 0.240 0.233 0.243 0.244 0.236 0.244 0.2402 0.0040 1.649

贵州路兴 0.231 0.227 0.219 0.228 0.225 0.223 0.223 0.232 0.229 0.2263 0.0042 1.861

霍煤鸿骏 0.237 0.226 0.236 0.217 0.224 0.230 0.219 0.227 0.220 0.2262 0.0071 3.155

中州铝业 0.217 0.213 0.220 0.211 0.217 0.221 0.224 0.220 0.219 0.2180 0.0040 1.849

南山铝业 0.230 0.225 0.212 0.214 0.216 0.227 0.224 0.228 0.228 0.2227 0.0068 3.054

贵州测试院 0.227 0.231 0.239 0.230 0.242 0.229 0.238 0.227 0.228 0.2323 0.0057 2.473

陕西榆林新材料 0.228 0.220 0.224 0.217 0.219 0.221 0.224 0.220 0.223 0.2218 0.0033 1.492



3#样品

郑研院 0.430 0.406 0.408 0.432 0.423 0.431 0.412 0.403 0.430 0.4194 0.0121 2.876

多氟多 0.411 0.412 0.436 0.420 0.429 0.444 0.425 0.424 0.412 0.4237 0.0114 2.694

贵州路兴 0.413 0.421 0.413 0.418 0.429 0.414 0.431 0.438 0.433 0.4233 0.0096 2.263

霍煤鸿骏 0.420 0.424 0.416 0.421 0.426 0.422 0.419 0.424 0.417 0.4210 0.0034 0.797

中州铝业 0.409 0.407 0.407 0.419 0.414 0.405 0.413 0.415 0.43 0.4132 0.0078 1.878

南山铝业 0.397 0.403 0.398 0.404 0.401 0.410 0.419 0.392 0.392 0.4018 0.0087 2.155

贵州测试院 0.403 0.395 0.421 0.425 0.404 0.410 0.395 0.418 0.418 0.4099 0.0112 2.740

陕西榆林新材料 0.414 0.408 0.410 0.410 0.413 0.409 0.416 0.416 0.418 0.4127 0.0036 0.865

从复验结果统计情况来看，各单位之间的元素测量值吻合较好。



3.13 试验结论

通过一系列的试验可知：采用钼蓝分光光度法进行氟化铝中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是可行

的，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实验均表明本文所述方法具有良好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一）项目的必要性简述

氟化铝作为电解铝生产中主要的原材料，其质量直接关系到电解铝工业中电解效率大小、

吨铝能耗和电解铝产品质量优劣。二氧化硅是氟化铝产品的杂质元素，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

内，这是保证铝的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必须能够定量准确检测氟化铝中二氧化硅含量。

目前在进行氟化铝分析时，操作过程复杂，测定条件不易掌握，因此十分有必要建立一种能

够准确测量氟化铝中二氧化硅含量的分析方法。

目前相应的 ISO 国际标准为 ISO 2369-1972 《工业氟化铝化学分析方法 钼蓝光度法

测硅量》，我国相对应的标准为 YS/T 581.6-2006《氟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

法 第 6 部分 钼蓝分光光度法测定二氧化硅含量》，该标准实施距今已十年有余，主要存在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原标准需称取试样 1g、碳酸钠 12g 和硼酸 4g，称样量和熔剂加入量太大，熔样和

提取困难；

（2）原标准熔样温度为 750℃±25℃，然而碳酸钠的熔点为 850℃，在原标准条件下，

空白熔融不完全，且试样常也有熔融不完全的情况。

（3）钼酸钠溶液显碱性，原标准用钼酸钠将硅显色，需加酸调节 pH 在适当的范围（用

pH 计检查），操作过程比较复杂。

综上所述，十分有必要对现行标准进行修订，进一步完善技术路线，全面提升标准质量

水平。

（二）项目的可行性简述

目前，氟化铝中二氧化硅的测定都采用硅钼酸盐分光光度法，显色使用钼酸钠，由于钼

酸钠有较强的碱性，必须将溶液调整到合适的酸度，操作过程溶液易被污染，分析误差较大，

并且过程繁琐。

本次修订对现有标准技术路线中的缺陷进行了完善，简化了分析步骤，检测方案在技术

路线上较为成熟。经多年试验证明方法切实可行。



（三）标准的先进性、创新性、标准实施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和现行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相比，提高了熔样温度，将显色剂由钼酸钠改为钼酸铵，

简化了操作过程，修订后的标准操作更为简单，条件更易掌握，经过了多年生产实践验证，

方法的准确度高，重现性好，共存元素基本不干扰测定。

修订后的标准整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协调

配套情况。

本标准属于有色金属标准体系。本标准完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在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等方面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标准的格式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完全执行了现

行的国家标准和有关法规，符合 GB/T 1.1的有关要求。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根据标准化法和有关规定，建议该标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组织措施：建议相关部门组织贯彻本标准的实施，采取有效措施向氟化铝的生产厂

家和使用单位以及有关的检测机构宣贯本标准。建议本标准尽快发布，各相关单位及科研院

所尽快开始执行本标准。建议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轻金属标准化委员会组织贯彻本标准

的相关活动，利用各种条件，如工作组活动、标委会管理及活动、标准化技术期刊刊登、相

关官网上发布等。

2、技术措施：通过专家培训、技术交流等措施进行宣贯执行。对于标准使用过程中容

易出现的疑问，起草单位有义务进行必要的解释。

3.过渡办法：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在本标准发布实施之日起，代替 YS/T 581.6-2006《氟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

定方法 第 6 部分 钼蓝分光光度法测定二氧化硅含量》。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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