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２０２３ ／ ０３９（０４）：１２１７１２３２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ｄｏｉ：１０． １８６５４ ／ １００００５６９ ／ ２０２３． ０４． １８
薛丁帅，李文君，王静等． ２０２３． 地质样品中钴、镍的分析进展．岩石学报，３９（０４）：１２１７ － １２３２，ｄｏｉ：１０． １８６５４ ／ １０００ － ０５６９ ／
２０２３． ０４． １８

地质样品中钴、镍的分析进展

薛丁帅１ 　 李文君１ 　 王静１ 　 贾丽辉１ 　 毛亚晶１ 　 苏本勋１，２

ＸＵＥ ＤｉｎｇＳｈｕａｉ１，ＬＩ ＷｅｎＪｕｎ１，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１，ＪＩＡ ＬｉＨｕｉ１，ＭＡＯ ＹａＪｉｎｇ１ ａｎｄ ＳＵ ＢｅｎＸｕｎ１，２

１ 中国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２１００１收稿，２０２２１２０１改回

Ｘｕｅ ＤＳ，Ｌｉ ＷＪ，Ｗａｎｇ Ｊ，Ｊｉａ ＬＨ，Ｍａｏ ＹＪ ａｎｄ Ｓｕ ＢＸ ２０２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ｏｂａｌｔ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３９（４）：１２１７ －１２３２，ｄｏｉ：１０． １８６５４ ／ １００００５６９ ／ ２０２３． ０４． １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ｅｍｉｓｔ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ｍｂｅｒｓｏｍ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ｉｍｐｌ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ｅ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ｗｏ ｓｅｔ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ｎａｍｅｌｙ ａｃｉｄ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ｋａｌｉ ｆｕｓ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ｌ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ｔｏｍ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ＡＳ），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ＩＣＰＯＥＳ），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ＸＲＦ），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ＩＣＰＭＳ）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ｂ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ＭＰＡ），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ＬＡＩＣＰＭＳ）ｆｏｒ
ｉｎｓｉｔｕ 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ｕｌｔｉ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ＭＣＩＣＰＭＳ）ｆｏｒ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ＡＳ ａｎｄ ＩＣＰＯＥＳ ／ ＩＣＰＭ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ｃｉｄ ｏｒ
ａｌｋａｌｉ ｔｏ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ｔｏ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ｃｕｍｂｅｒ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ＸＲ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ｓｅｓ ｆｕｓｅｄ
ｄｉｃｋｓ ｏｒ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ｐｏｗｄｅｒ ｐｅｌｌｅｔ ｆｏ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ｎｉｃｋｅ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ｉ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ａｇｍａ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ｎｉｃｋｅ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ｏｃｋ ｍａｔｒｉｘ，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ｃｋｅ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ｅｒ ｔｈａｎ ＥＭＰＡ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ｓｔｅｒ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ｃｏｓｔ 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ｌｏｏｋ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ｙ；ＡＡＳ；ＩＣＰＯＥＳ；ＸＲＦ；ＥＭＰＡ；（ＭＣ ａｎｄ ＬＡ）ＩＣＰＭＳ

摘　 要　 　 早在２０世纪初期，化学家就开展了比色法分析钴、镍的研究工作。由于比色法灵敏度不高且操作繁琐，人们开始
追求更高效的固体样品消解方法、更简便的操作以及更高灵敏度和高精度的分析技术。在样品分解方面，逐渐发展出了酸溶
和碱熔两套样品分解体系；在仪器分析方面，则发展出了原子吸收光谱法、等离子体光谱法、Ｘ射线荧光光谱法、等离子体质谱
法等更加高效简洁的仪器分析技术。随着地质科学的发展，电子探针和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微区原位分析技术，
以及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镍同位素分析技术也逐渐发展起来。在元素分析方面，原子吸收光谱法、等离子体光／质谱法一般
需要经过酸或者碱将样品分解为溶液状态，前处理流程较为繁琐；而Ｘ射线荧光光谱法采用熔片或者压片进行样品制备，前
处理方法简单高效，更加受到青睐。在同位素分析方面，镍同位素逐渐应用到钴镍矿床研究中，近年有望通过典型矿床剖析

 本文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２２ＹＦＣ２９０３５０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２０７３０２２）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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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多种成矿过程镍同位素的行为与分馏机制，如岩浆演化、热液蚀变、风化等。镍同位素的分离技术难度较高，因此，创新
镍同位素的分离过程和测试方法，并建立更加简便的分析流程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在微区分析方面，激光剥蚀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比电子探针的样品制备简单、分析速度快、成本低，更有发展潜力。本文总结了近百年来地质样品钴、镍分析方
法的演变与突破，对比了各类方法的优缺点，展望了地质样品钴、镍分析方法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样品前处理；比色法；原子吸收光谱；等离子体光谱；Ｘ射线荧光光谱；电子探针；（多接收和激光剥蚀）等离子体
质谱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５７５；Ｐ５９９

　 　 钴和镍均位于元素周期表第四周期第八副族，属过渡族
元素，具有亲铁性，在自然界中常与铁、铬、铜和铂族元素共
生（Ｍ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ｏｖｅｓ，２０１１）。这两种元素的离子半径与镁、
铁等金属阳离子的非常相近，它们多以类质同象替代形式赋
存在镁铁质矿物中。地球核幔分异过程中钴和镍均大量富
集在地核中，而在壳幔分异过程中二者均倾向于残留在地幔
中。因此，从岩石的角度表现为钴和镍含量从镁铁质岩石到
长英质岩石逐渐降低，矿物学上地幔矿物如橄榄石、辉石较
地壳矿物石英、长石等具有更高的钴、镍含量（王静等，
２０２０）。同时，这两种元素均具有亲硫性，它们在硫化物与硅
酸盐熔体间的分配系数分别高达５７０ ～ ８４０和２０ ～ ５８０（Ｌｉ
ａｎｄ Ａｕｄéｔａｔ，２０１５；Ｐａｔｔ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地壳中（尤其是诸
多矿床中）钴和镍的主要赋存形式为硫化物，其次为砷化物、
硫砷化物及其相似化合物（Ｈａｚ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另外，钴和
镍也可呈类质同象的方式替代其它矿物中的铁、镁、锰、铜
等，出现于白云石、针铁矿、褐铁矿和铬铁矿等矿物中（Ｈａｚ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与钴、镍相关的成矿作用及其共生或伴生元
素具有复杂多样性，成矿类型包括岩浆型、热液型、沉积变
沉积型和风化型等（苏本勋等，２０２３；张洪瑞等，２０２０；赵俊
兴等，２０１９）。钴和镍在这些高温到低温的不同地质过程中
表现为从共生到分离的地球化学行为，而其分离机制和关键
控制因素尚不明确，亟需对各种岩石和矿物中元素含量进行
高精度测定，以准确厘定其赋存状态、分配行为及其与氧逸
度、硫逸度、温度、压力、熔／流体组分等的相关关系，以便建
立元素行为的基本理论框架（苏本勋等，２０２３）。

钴和镍作为重要的关键金属，其分析测试手段已逐渐由
岩石到矿物、由全岩向微区原位发展。但多个过渡族元素如
铁、铬、铜、锌和镍均具有两个或多个同位素，大量同质异位
素的存在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元素含量的准确分析，这要求针
对不同类型岩石和不同类型矿物的元素分析建立不同或专
属的分析方法。本文系统回顾了钴、镍分析测试技术的发展
历史，从样品前处理再到仪器分析，从全岩分析进一步到微
区分析，从元素分析再到同位素分析，详细阐述了比色法、原
子吸收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Ｘ射线荧光光
谱、电子探针、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以及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等仪器的工作原理和
优劣势，以期对钴、镍分析方法的开发和应用提供更有益的
帮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些技术的建立和发展
也必将为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良好的技术

支撑。

１　 钴、镍的主要赋存状态与地球化学行为
简介

　 　 钴、镍的分布、赋存状态和含量与硅含量有一定相关性，
其总体趋势是钴、镍含量随着硅含量的升高而急剧降低（图
１；Ｕｎｋｓｏｖ ａｎｄ Ｌｏｄｏｃｈｎｉｋｏｖａ，１９６１）。但是，仅仅依赖与平均
值之间的关系，可能忽略了钴分布的广泛性，特别是对于花
岗岩。花岗岩中的钴含量与镁含量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钴
含量低至１ × １０ －６的花岗岩也绝非罕见，而当镁含量超过
１％时，其钴含量甚至可达１０ × １０ －６；对于玄武岩，钴的平均
含量为５０ × １０ －６（Ｃａｒｒ ａｎｄ Ｔｕｒｅｋｉａｎ，１９６１）。独立含钴矿物
在硅酸岩中较少，其通常与亚硫酸盐矿化相关，如林奈石和

图１　 硅酸岩中钴、镍含量与二氧化硅含量的相关图解
（据Ｊｅｆｆｅｒｙ，１９７５）
Ｆｉｇ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 ａｎｄ Ｎｉ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ｖｓ ＳｉＯ２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ｆｔｅｒ Ｊｅｆｆｅｒｙ，１９７５）

碲硫镍钴矿。钴、镍矿物的主要载体为一些硫化矿物，如黄
铁矿、闪锌矿、磁黄铁矿、镍黄铁矿、砷黄铁矿和其它一些含
砷矿物（Ｊｅｆｆｅｒｙ，１９７５）。含镍矿物还有针镍矿（ＮｉＳ）、砷镍矿
（Ｎｉ４Ｓ８）和稀有的砷化物、硫砷化物、锑化物。镍还出现在铁
（镍黄铁矿和硫铁镍矿）和钴（硫钴矿和碲硫镍钴矿）的硫化
矿物中（Ｊｅｆｆｅｒｙ，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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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钴、镍在不同类型硅酸岩中的含量（据Ｊｅｆｆｅｒｙ，１９７５）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 ａｎｄ Ｎｉ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ｆｔｅｒ
Ｊｅｆｆｅｒｙ，１９７５）

岩石类型 钴（× １０ －６） 镍（× １０ －６）
橄榄岩、纯橄岩 １３ ～ ２５６ １０００ ～ ３０００
辉长岩 ０． ２ ～ ３７０ ８００
苏长岩 — ３５０
安山岩 ０． １３ ～ １３０ １ ～ ２５０

玄武岩、辉绿岩 ０． １ ～ ３００ ５０ ～ ３００
正长岩、闪长岩 — １０ ～ ６０
花岗岩 — ２ ～ １０
流纹岩 ０． ０６ ～ ２０ ０． １ ～ ９０

图２　 硅酸岩中镍含量与氧化镁含量的相关图解（据
Ｊｅｆｆｅｒｙ，１９７５）
Ｆｉｇ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Ｎｉ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ｖｓ ＭｇＯ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ｆｔｅｒ Ｊｅｆｆｅｒｙ，１９７５）

在矿物中，镍离子具有取代镁离子的能力，导致这两种
金属具有密切的联系。镁倾向于富集在最早结晶的铁镁矿
物中，这些矿物和它们赋存的岩石也是镍含量最高的矿物。
因此，超镁铁质岩是钴、镍以及贵金属的重要载体。镍和镁
在硅酸岩中的关系如图２所示，镁含量高的岩石类型，镍含
量也相应的高。另外，由于镁质矿物结晶，镍在基性岩浆中
贫化，导致后继的岩石类型贫镍（表１）（Ｊｅｆｆｅｒｙ，１９７５）。首
先从岩浆中结晶出来的含铁矿物，其镍含量可达３００ × １０ －６，
而后结晶的矿物镍含量甚至低于２ × １０ －６。赋存镍的矿物主
要是橄榄石和尖晶石，其次为单斜辉石和斜方辉石。

２　 全岩样品的前处理方法

地质样品的钴、镍元素的含量分析，首先要了解目标元
素在样品中的赋存状态，再根据样品选择合理的分析方法。
特别是选择合理的前处理方式，包括：酸溶、碱熔，或者制备
成仪器分析所需要的形态。对于后续的全岩分析，无论是采

用比色法、原子吸收光谱法，还是等离子体光谱法、等离子体
质谱法都需要将固体样品转化为溶液，那么样品的分解就尤
为重要，可以说，选择正确的分解手段是样品成功分析的
前提。

２ １　 酸溶前处理
酸溶法是地质样品前处理最常用的分解方式，主要利用

酸的酸性、氧化还原性或配位性等性质，将固体样品转移到
溶液中（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ｘｗｅｌｌ，１９８１）。常用的酸主要为无机
酸，包括氢氟酸、硝酸、盐酸、高氯酸、硫酸等。氢氟酸是分解
硅酸岩样品最有效的无机酸，它可以破坏硅酸岩中的ＳｉＯ
键，在溶液中形成ＳｉＦ６ ２ －，并与多种元素生成可溶性的配合
物（Ｍａｋｉｓｈｉｍ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在敞口消解过程中，硅与氢氟
酸生成具有挥发性的ＳｉＦ４。由于氢氟酸易与钙、铝等元素形
成不溶氟化物（Ｍａｋｉｓｈｉｍ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因此，为了保证溶液
的完全溶解，氢氟酸一般与氧化性酸，如硝酸和高氯酸混合
使用。硝酸是样品分解中常用的氧化性酸，也是电感耦合等
离子质谱仪（ＩＣＰＭＳ）溶液进样最理想的酸介质，这是由于
硝酸进入质谱后不会产生新的多原子干扰，有效降低本底空
白（Ｔａｎ ａｎｄ Ｈｏｒｌｉｃｋ，１９８６）。盐酸是分解金属氧化物常用的
试剂，在分解过程中它具有一定的还原性和挥发性，且氯离
子与一些金属离子易形成配位键，尤其在分解铁、镁氧化物
方面的能力要优于硝酸。当盐酸与硝酸体积比３１混合后
形成具有强氧化性的王水，常用于分解硫化物。其中，硫化
物中的多数金属元素如镍、钴等，在王水介质中多以氯化物
或者氯配离子形式转移到溶液中。高氯酸是强氧化性的高
沸点酸，高氯酸与氢氟酸混合使用，可以增加反应混合物的
沸点从而提高酸溶解效率。高氯酸的加入还能有效溶解不
溶氟化物以及去除样品中的有机质。硫酸是具有脱水性的
中等氧化性酸，浓硫酸与硝酸组合能有效分解难溶矿物，如：
铬铁矿、锆石等。由于硫酸的沸点很高，在蒸样过程中很难
去除，容易在ＩＣＰＭＳ测试中会引起多原子离子干扰，所以在
利用ＩＣＰＭＳ作为检测手段时，并没有被广泛应用。

酸消解法主要包括敞开酸消解法和高压密闭酸消解法，
以及微波消解法（Ｔａｙｌ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敞开酸溶法是指将
定量的地质样品放入敞口的容器内，加入混合酸，再放置于
电热板蒸干，重复多次直至完全消解。这种溶样法受到消解
试剂沸点温度的限制，无法充分溶解难溶矿物组分，并且在
整个敞口过程中，容易造成易挥发元素的损失和样品的污染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高压密闭酸溶法指在密闭条件下用
酸分解样品，使样品在高温高压下进行分解，这样更有利于
难溶组分的溶解（Ｂｅｒｎａｓ，１９６８；Ｑ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并且能有
效缩短消解时间，降低酸用量和污染，同时可以避免挥发元
素的损失。这种方法也是目前大多数实验室在地质样品消
解过程中常用的方法。此外，采用微波消解仪的微波消解法
也逐渐得到广泛应用。微波消解利用微波的穿透性和激活
反应能力加热密闭容器内的试剂和样品，可使容器内压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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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增加，从而大大提高了反应速率，缩短样品制备的时间。
对于地质样品，通常采用氢氟酸＋硝酸组合，或者氢氟酸＋
硝酸＋盐酸的混合酸组合进行消解，不仅可以溶解其它溶样
方法无法完全消解的难溶组分如尖晶石等，而且分解速度可
提高１个数量级（Ｂａｌａｒａｍ ａｎｄ Ｒａｏ，２００３）。

２ ２　 碱熔前处理
碱熔法会用到碱性熔剂，主要包括硼酸盐、碱金属碳酸

盐、碱金属氧化物和氢氧化物。碱熔的优点是分解能力强，
溶解温度高，有利于地质样品的完全分解。但是，其缺点也
非常的明显：碱不容易纯化，特别是在进行微量元素分析时，
碱性熔剂中的杂质可能引入分析误差。另外，碱介质还不能
与盛放样品的容器发生反应，引入容器壁上的杂质。最后，
当与现代仪器分析方法结合使用时，碱熔技术面临的问题是
所得消解溶液具有高盐含量、高总固体溶解度，容易堵塞进
样雾化器，造成雾化器性能不稳定，并导致高的背景信号和
散射光效应，发生严重的记忆效应（Ｂｕ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８；
Ｊａｒｖｉｓ，１９９０）。

硼砂和硼酸作为助熔剂其优点非常的突出，其较高的熔
融温度可以有效分解一些难熔矿物，特别是对一些含稀土的
矿物，锆石、铬铁矿都有很好的分解效果（Ｊｅｆｆｅｒｙ，１９５７）。样
品和硼酸盐熔体的混合物，很容易在稀盐酸中崩解，在加热
蒸发溶剂前，可加入甲醇，硼与甲醇易形成硼酸甲酯，有助于
除去基体中的硼。但是，它们并没有被广泛使用，主要是因
为在熔样过程中，该熔剂表现的极端粘稠，必须不停的用铂
金棒搅拌，从而增加了使用难度（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ｘｗｅｌｌ，
１９８１）。后续发展的四硼酸锂和偏硼酸锂，或者是它们二者
的混合物，应用最为广泛，比如应用于原子吸收光谱
（Ｉｎｇａｍｅｌｌｓ，１９７０）、等离子体光谱（Ｃａｎｔｉｌｌ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Ｘ
射线荧光光谱（ＸＲＦ）（Ｘｕ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等。硼酸锂盐有以
下几个优势：在氧化环境下，它们不破坏铂金器皿；它们几乎
可以分解所有的岩石和矿物，包括黄玉、尖晶石、金红石、锆
石等，并且很容易溶解在稀盐酸或稀硝酸当中（Ｗａｌｓｈ，
１９８０）；用它们制备的用于ＸＲＦ分析的玻璃片易于长时间保
存；最后，硼酸锂盐易于纯化，也可用于微量元素分析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ｒ，１９７６）。熔样用的坩埚可以是优质的石
墨坩埚（Ｃｒｅｍ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ｌｏｃｋｅｒ，１９７６），样品和硼酸盐熔体很
容易从石墨坩埚中倾倒出来用于分析（Ｖａｎ Ｌｏ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ｉｓｓｉｓ，１９６９）。但是，有学者建议不使用还原性的石墨坩
埚，而使用非还原性材料制成的铂坩埚，否则在高温熔样过
程中，钴会损失（Ｂｅｎ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ｒ，１９７１）。样品和硼酸锂
盐熔剂的比例通常在１３到１１０之间，当需要分析微量
元素时，需要适当降低稀释比例（Ｃｒｏｃｋ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

碱金属碳酸盐、碱金属氧化物和氢氧化物是最早发展的
助熔剂，包括碳酸钠、氢氧化钠、过氧化钠以及与钠盐等效的
钾盐（Ｓｈｅｌｌ，１９５４），还包括焦硫酸钾、碱性氟化物等（Ｓｈｅｌｌ，
１９５４）。碳酸钠熔融，常用的样品熔剂比为１３（酸性岩）到

１５（基性岩），当样品为橄榄岩时，比例可以增加至１１０。
通常，碳酸钠的熔融温度为９００ ～ １２００℃，主要采用铂坩埚进
行熔融。但是碳酸钠分解成的氧化钠容易侵蚀铂坩埚，在使
用时，要格外注意控制熔融温度。当目标样品是硫化或者砷
化镍钴矿时，常用碳酸钠和硝酸钾的混合熔剂（二者比例为
１２到１４），硝酸钾比例不能过多，以防止侵蚀铂坩埚或
者和砷化物反应过快。碳酸钠熔融后的熔块，如用水提取，
则溶液呈强碱性，两性元素多进入溶液，而钴镍留在沉淀中。
氢氧化钠是强碱性熔剂，难于纯化并且容易和坩埚反应，因
此，仅用于一些特定环境当中（Ｓｈａｐｉｒｏ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ｎｏｃｋ，１９５６）。
相比于碳酸钠，氢氧化钠需要的熔融温度较低，７００ ～ ８００℃，
甚至低至４００ ～ ４５０℃。由于银坩埚和金坩埚相比于铂坩埚，
对熔融碱金属的耐受力更强，当使用氢氧化钠熔融时，前者
应用更为普遍。但是由于银和金的熔点低于铂，因此，在使
用银坩埚和金坩埚时，要控制加热温度（Ｄｏｄｓｏｎ，１９６２），且
样品熔剂比一般为１１０，甚至更高。氢氧化钠熔融矿样后，
以水提取，钴、镍和稀土生成沉淀。过氧化钠是氧化性极强
的熔剂，可以轻易的分析锡石和铬铁矿，甚至铬尖晶石等
（Ｒｏｄｇｅｒｓ，１９７２）。当样品中含有尖晶石、锆石、砷化物、硫化
物及其类似物时，常用到过氧化钠熔剂。它几乎可以分解所
有的矿石，并氧化成高价态。但是这个熔剂很少单独使用，
是因为其腐蚀性太强，很难找到不被它腐蚀，又能在其中进
行样品分解的容器，因而通常与碳酸钠或者氢氧化钠混合使
用，以减弱其氧化性。特别是采用“镶边衬底”的方法，利用
碳酸钠在银、金和锆坩埚中打底，然后快速的在一个相对较
低的温度下进行样品分解（４８０ ± ２０℃）（Ｓｅｅｌｙｅ ａｎｄ Ｒａｆｔｅｒ，
１９５０）。如果必须要使用铂坩埚，就要特别注意，温度尽量不
要超过５４０℃（Ｃｒｅ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ｒｇｉｔｔ，１９７６），因为在６００ ～ ７００℃
熔融时，铂坩埚很容易熔穿。此方法中的样品熔剂比一般为
１３到１６。采用过氧化钠熔融，常常采用“烧结”的方式。
相较于“全熔”指的是样品粉末全部分解，而“烧结”，只是在
所加熔剂不足情况下将样品基体分解，方便待测元素溶解进
入后续加入的稀酸溶液中。对于矿石样品，由于含有硫化物
和还原性金属物质，在使用铂坩埚时，采用以上各种熔剂，包
括硼酸盐、碱金属碳酸盐、碱金属氧化物和氢氧化物时，都要
特别注意，需要将样品在马弗炉中灼烧进行预氧化，或者加
入氧化剂（如硝酸钾、硝酸铵）以维持氧化环境。钴、镍主要
赋存于超基性岩中，一般要用过氧化钠＋氢氧化钠在铂坩埚
中５１０ ± １０℃熔融，才能彻底分解样品（李连仲，１９９１）。过
氧化钠的熔融物极易用水浸出，并可使一些元素相互分离，
同样钴、镍定量留于沉淀中。通常情况下，熔剂侵蚀硅酸盐
岩石的有效性，按照Ｎａ２ＣＯ３ ＜ ＮａＯＨ ＜ Ｎａ２Ｏ２ 的顺序增加。
表２列出了各个熔剂的物理特性和应用（Ｐｏｔｔｓ，１９９２）。

３　 全岩样品钴、镍元素含量的分析方法

最早测定硅酸盐和其它岩石中钴的方法，主要采用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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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用于分解硅酸岩的不同熔剂和坩埚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ａｌｔ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ｆｌｕｘｅｓ ｔｏ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熔剂 熔点（℃） 坩埚
ＬｉＢＯ２ ８４５ 铂、铂黄、石墨
Ｌｉ２Ｂ４Ｏ７ ９３０ 铂、铂黄、石墨
Ｎａ２ＣＯ３ ８５１ 铂、镍
Ｋ２ＣＯ３ ８９１ 铂、镍
ＮａＯＨ ３１８ 锆、铂、金、银、镍
ＫＯＨ ３６０ 锆、铂、金、银、镍
Ｎａ２Ｂ４Ｏ７ ７４１ 锆
Ｎａ２Ｏ２ ４８０ 锆

离法，原理是基于钴、镍硫化矿物在碱溶液中的不溶解性，即
硫化钴、镍矿物与锰、锌的硫化物一起沉淀。然而，考虑到
钴、镍在硅酸岩中较低的含量，采用这种分离法获取的分析
结果的准确度让人存疑。后期发展的镍的重量法分析，是以
丁二酮肟为络合剂，将其与其他杂质元素分离。通常，重量
法只适合高镍含量（百分含量）样品的分析。而对于低至微
克每克级别的样品，则可采用丁二酮肟作为显色剂，采用比
色法对镍含量进行分析（Ｓａｎ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ｌｉｃｈ，１９３９）。随着科
学技术的进步，各种各样针对钴、镍的分析方法相继建立起
来。最先建立起来的是比色法和原子吸收法（ＡＡＳ），之后更
加简单、快速的多元素同时分析技术蓬勃发展，如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ＩＣＰＯＥＳ）、Ｘ射线荧光光谱法（ＸＲＦ）、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ＩＣＰＭＳ）等。全岩分析技术成熟
之后，微区分析技术也很快发展起来，如电子探针（ＥＭＰＡ）
和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ＬＡＩＣＰＭＳ）。

３ １　 比色法
比色法（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也称分光光度法，是通过测

定被测物质在特定波长处或一定波长范围内光的吸收度，对
该物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其主要原理是朗伯比
尔定律（ＢｅｅｒＬａｍｂｅｒｔ Ｌａｗ），即：当一束平行单色光垂直通过
某一均匀非散射的吸光物质时，其吸光度与吸光物质的浓度
及吸收层厚度成正比。比色法是以生成有色化合物的显色
反应为基础的，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选择适当的显色试剂
与待测组分反应，形成有色化合物，然后再比较或测量有色
化合物的颜色深度。比色法通常是单元素分析，因此，我们
下面分别对钴、镍两种元素的分析方法进行总结。

钴的比色法　 钴的比色法分析可以追溯至１９２１年，
Ｂｒａｌｅｙ ａｎｄ Ｈｏｂａｒｔ （１９２１）采用丁二酮肟做为显色剂，然而镍
也可以与丁二酮肟显色，因此当这两种元素共存时，限制了
其应用范围。除此之外，α亚硝基β萘酚（Ｊｏｎｅｓ，１９１８）、铁
氰化铵（ＤｅＧｒａｙ ａｎｄ Ｒｉｔｔｅｒｓｈａｕｓｅｎ，１９４２）、硫氰酸铵（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ｌｌ，１９４６）等显色剂也被开发。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ｌｌ （１９４６）报道的方法，硫氰酸铵和钴反应形成
的蓝色络合物可以被异戊醇从水相中萃取。这个方法主要
用于硫化矿物的分析，当被用来分析硅酸岩和碳酸岩时，灵

敏度稍显不足。钴还可以与双硫腙形成紫红色配合物，然后
利用氯仿或者四氯化碳萃取后进行分析（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ｎｄ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１９６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玄武岩及其类
似的岩石采用比色法分析其中的钴元素含量几乎不存在什
么困难，但是当分析对象是花岗岩或者是钴含量在１ × １０ －６
以下的岩石样品时，就需要格外谨慎小心。因此，分析化学
家也致力于寻找高选择性和高灵敏度的化合物，用于对钴的
比色分析。亚硝基Ｒ盐是分析化学家熟知的显色剂，其与钴
在酸性介质中，可以形成稳定的红色络合物。但是，亚硝基
Ｒ盐本身的颜色较为显著，会产生一个明显的背景吸收，需
要用硝酸或者溴淋洗掉过剩的显色剂。除此之外，亚硝基Ｒ
盐与钴的显色反应最好在柠檬酸磷酸硼酸的缓冲溶液中进
行，尽管镍或者铜会与双硫腙萃取剂形成有颜色的络合物，
但是这些络合物在滚烫的盐酸中会被分解掉，不干扰分析。
其步骤可以简单归结为：首先，采用氢氟酸、硝酸和高氯酸溶
解样品；其次，样品溶解并调节ｐＨ值后，将溶液转移至分液
漏斗，加入双硫腙和四氯化碳萃取后，钴双硫腙络合物转移
至四氯化碳相；多次萃取合并有机相后，蒸干四氯化碳，加入
硫酸、盐酸提取萃取分离出来的钴元素；再次，加入柠檬酸缓
冲溶液和亚硝基Ｒ盐进行显色。最后，利用分光光度计在
４７５ｎｍ处显色（ＭｃＫｅｌｖｅｙ，１９６１；Ｓｈｉｐ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ｉ，１９５６）。上
述步骤是一个典型的液液萃取流程，起到了分离浓缩的作
用。另外，采用离子交换树脂分离，再利用乙二胺四乙酸
（ＥＤＴＡ）和环己二胺四乙酸（ＣｙＤＴＡ）进行配位显色的工作也
有报道（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ｍｅｒＯｌｓｅｎ，１９６１）。由于比色法是一
个传统方法，其分析方法较多，还可以用其它显示剂，如７
碘８羟基喹啉５磺酸（Ｅｌｄａｗ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６）和二乙基二硫代
氨基甲酸酯（Ｃｈｉｌｔｏｎ，１９５３）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镍的比色法　 采用过硫酸和溴做为强氧化剂，镍和丁二
酮肟可形成深红色的络合物，可进一步用于比色法分析。许
多元素，特别是铁、铜元素会干扰分析测定，所以需要采用液
液萃取（Ｒａｄ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ｉｍａｌｄｉ，１９６１）或者离子交换（Ｅａ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ｖｅｒｉｎｇ，１９６３）提前进行分离。一般采用强碱性阴离子交换
树脂对镍进行分离，除去铁和其它干扰元素。铁、铜、钴、镉
和锌在强酸性条件下可保留在树脂柱上，而镍、铝、钛、钙、镁
以及碱金属元素不保留，从而实现分离（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１９５５）。
分离后的镍溶液，加入饱和溴水进行氧化，再加入丁二酮肟
进行显色。

分光光度计价廉物美，但是，由于采用了大量的化学试
剂，程序冗长、乏味、需要训练有素的操作者，特别是比色法
较低的灵敏度对于低含量元素分析已显得力不从心。因此，
在日益注重环保的背景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被其他方法
所替代。

３ ２　 原子吸收光谱法
１９５５年，澳大利亚的沃尔什首先提出原子吸收应用于化

学分析的概念，并于１９６０年和他的同事们设计制造出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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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原子吸收光谱仪（ａｔｏｍ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即
ＡＡＳ），这标志着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吸收光谱仪的诞生。其
原理与比色法一样，即朗伯比尔定律。有了原子吸收光谱
仪后，使得分析钴和镍的流程大大简化。在样品分解后，不
需要加入掩蔽剂和缓冲溶液，也不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显色
反应。甚至不需要进行液液萃取或者离子交换树脂分离，即
可对钴和镍进行分析（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

在硅酸盐岩石中，钴的最灵敏线在２４０ ７ｎｍ，其原子吸
收测定通常不受干扰（Ｌａｎｇｍｙｈｒ，１９７７）。只有当铁的含量
特别高时，铁会引起分子吸收，使钴的结果变高，可以采用基
体匹配的方法配制相应的标准曲线。镍的原子吸收测定相
对容易，采用２３２ ０ｎｍ最灵敏谐振线，２ｎｍ单色器狭缝宽度，
就可以提供足够的灵敏度（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１９６９）。但在碳酸盐
岩中，测定会受到溶解出的大量钙的分子吸收的干扰
（Ａｎｇｉｎｏ ａｎｄ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１９６７）。当待测样品中的钴含量非常低
时，分离富集则是非常必要的。待测元素经过分离后，既可
以与比色法联用，也可以和原子吸收光谱法等方法进行联
用。如采用液液萃取法，可以同时分离富集钴和镍
（áｒｍａｎｎｓｓｏｎ，１９７７）。也可以采用离子交换树脂进行分离，
分离后，钴和镍的测定不受基质效应的影响，而该分析流程
也能为准确测定钴提供普遍依据。Ｍａｚｚｕｏｏｔ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６）
建立了一种阴离子交换树脂和阳离子交换树脂相结合的分
离方式，可以实现钴和镍等多种元素的测量。但是，如果目
标元素仅仅是钴，这个流程稍显复杂。为此，Ｋｕｒｏｄａ ａｎｄ Ｓｅｋｉ
（１９７９）发展了一种简单的单柱阳离子交换树脂分离法，可以
用于硅酸岩样品中低含量钴的准确测定。对于镍，Ｖｉｃｔｏｒ
（１９８７）发展了一种两柱阳离子交换树脂的分离方法，该方法
用于岩石样品中微克含量的镍的分离和原子吸收光谱测定，
获得了满意的结果。最初，分析化学家主要采用的是批式分
析，样品处理和检测是分段进行的。后来，随着分析需求的
发展，越来越希望实现实时分析，为此，在线分析提上日程。
Ｓａｎｔ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提出了用１亚硝基２萘酚进行沉淀，连
续预浓缩火焰原子化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钴的方法。传统
的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其检出限在ｎ × １０ －６这一水平，而采
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其检出限可达ｎ × １０ －９，可用于痕
量样品分析（Ｋｒｙａｚｈｏ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３ ３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从外部向分析样品提供等离子体能量时，待测元素（原

子）被激发。当受激原子返回低能位置时，以光量子的形式
放出能量，就得到原子发射光谱。然后用光学光谱法测量发
射的光，这种方法称为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缩写
为ＩＣＰＯＥＳ），它是一种非常灵敏的样品元素识别和定量技
术。与其它元素分析技术（如原子吸收光谱法）相比，样品在
等离子体中被加热到７０００ ～ ８０００Ｋ，高温使化合物解离，有
效消除了化学干扰，其优势还包括线性动态范围宽、分析速

度快以及对基体更高的耐受力。其中，最大的优势是多元素
同时分析能力，这是比色法和原子吸收光谱法所不能比拟
的。ＩＣＰＯＥＳ是一种相对比较的分析方法，做分析测试之前
需要利用标准溶液建立分析曲线。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
是利用标准储备溶液合成，这需要考虑不同元素间的兼容性
和稳定性（Ｐｏｔｔｓ，１９９２）；另一种是利用直接溶解的岩石参考
物质，采用这种方法建立曲线的溶液和样品溶液有更好的基
体匹配性（Ｗａｌｓｈ，１９８０）。由于ＩＣＰＯＥＳ较高的灵敏度，用
其测定岩石样品中的钴和镍比较简单，当样品溶解并稀释到
一定体积后，即可直接上机分析。在样品消解过程中，加入
高沸点的高氯酸，可以赶走ＳｉＦ４，降低最终测试溶液的浓度
和粘度，降低由此引发的干扰（Ｕｃｈｉｄ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０）。由于较
高的电离温度，重质量元素将产生复杂的谱线，随之也带来
了干扰问题。当钴含量较低时，最好采用３４５ ３ｎｍ处的原子
线，而不是２２８ ６ｎｍ处的离子线，尽管前者的灵敏度较低，但
是后者受到的谱线干扰较为严重。基于同样的原因，镍选择
了３５１ ５ｎｍ谱线。如果除了测钴和镍外，还需要测硅和稀土
的话，采用偏硼酸锂碱熔样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Ｇｅｒｍａｎｉｑｕｅ （１９９４）测定了１４个日本地质调查局的参考物
质，在波长２２８ ６ｎｍ处，采用ＩＣＰＯＥＳ测钴的检出限为０ ５３
× １０ －６。根据Ｘｕ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的数据，采用偏硼酸锂碱熔
样，在波长２３１ ６ｎｍ处，ＩＣＰＯＥＳ测钴的检出限为１５ × １０ －６。

３ ４　 Ｘ射线荧光光谱
ＸＲＦ光谱分析法（ＸＲＦ）是利用初级Ｘ射线光子或其它

微观离子激发待测物质中的原子，使之产生荧光（次级Ｘ射
线）而进行物质成分分析和化学态研究的方法。其定量分析
的依据是Ｂｒａｇｇ定律和Ｍｏｓｅｌｅｙ定律。ＸＲＦ主要用于全岩样
品分析，通常分为两大类：波长色散Ｘ射线荧光（ＷＤＸＲＦ）
光谱仪和能量色散Ｘ射线荧光（ＥＤＸＲＦ）光谱仪（Ｉｃｈｉｙａｍ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ＷＤＸＲＦ在经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的发展，逐渐
商业化后，被许多实验室采用作为岩石分析的标准仪器技术
（Ｎｏｒｒｉｓｈ ａｎｄ Ｈｕｔｔｏｎ，１９６９）。特别是在Ｃｌａｉｓｓｅ （１９５７）发展
了熔片制样技术之后，ＸＲＦ熔片分析技术逐渐成为岩矿分析
实验室的主流技术。ＸＲＦ与ＩＣＰＯＥＳ相比，其最大的优势是
仪器高度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其缺点是灵敏度较差。钴和镍
在岩石样品中含量较低，适合用粉末压片法进行分析
（Ｅｎｚｗｅｉｌ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ｂｂ，１９９６；Ｖｅｒｍ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测定了海山磷矿中的主、次、微量元素，包括钴和
镍，相比于前人的工作，其将样品粉末从＜ ７４μｍ，进一步粉
碎到＜ ４０μｍ，提高了分析的准确度和精密度。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ｂ）进一步发展了粉末压片法，将压片机的压力从常规
的３０ｔ，提高到了１００ｔ，在此压力下，粉末样品发生相变，制备
的样品压片更加平滑，有利于减少矿物效应和颗粒效应的干
扰，提高准确度和精密度，其提供的钴和镍检出限分别为２ ７
× １０ －６和２ ０ × １０ －６。ＸＲＦ分析是一种表面分析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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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度和精密度严重依赖所制备样品的表面平整度和样
品粒度。在Ｃｌａｉｓｓｅ （１９５７）发展了硼酸盐熔融制样技术之
后，迎来了ＸＲＦ分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高潮。熔片法将样
品溶解分散到硼酸盐试剂当中，由于熔融作用，物相均一，粒
度影响消除，再加之通过熔剂稀释，基体效应下降，因此测量
精度和准确度较好。由于熔剂的稀释，信号强度降低导致检
出限变差。为了提高钴和镍的分析能力，提高样品和熔剂的
稀释比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稀释比为１１０（Ｙａｍａｓａｋｉ，
２０１４）、１５（Ｍｏｒｉ，２００７）、１１（Ｎａｋａｙａｍ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等。
根据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的研究，采用０ ６ｇ样品，１１０的稀
释比，镍的检出限在５ ６ × １０ －６。而Ｋｒｉｓｈ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采
用２ｇ样品，１５的稀释比分析主微量元素，镍的检出限在
２ ６ × １０ －６。当然，２ｇ的样品消耗量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对于
珍稀样品，显得过分奢侈。Ｘｕ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则尝试利用
３０ｍｇ样品，采用１１００的稀释比，对珍稀样品进行全岩分
析，镍的检出限为２７ ５ × １０ －６。

ＥＤＸＲＦ包括台式和便携式。ＥＤＸＲＦ最大的优点是几
乎不需要样品前处理，适合用于野外勘察测量，实现快速和
无损的现场分析。ＸＲＦ分析是极其依赖参考物质的，特别是
基体匹配的参考物质。对ＷＤＸＲＦ来说，参考物质非常广
泛，包括日本地质调查局、美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球物理和
地球化学勘探研究所等机构已经发展了各类全岩参考物质。
ＷＤＸＲＦ可以利用以上参考物质构筑分析曲线。而ＥＤＸＲＦ
面临的分析对象更为广泛，并且其分析方式以原位无损分析
为主，因此，参考物质也成为制约ＥＤＸＲＦ发展的最大瓶颈。
因此，科研人员需要根据研究需求开发相应的参考物质，并
且需要进行大量的谱线重叠校正工作（Ｒｏｗ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Ｑｕｉｎｉｏｕ ａｎｄ Ｌａｐｅｒｃｈｅ （２０１４）评估了采用便携式ＸＲＦ分析红
土矿中镍和铁的误差来源和样品处理方式。他们发现当样
品进行适当制备（干燥、粉碎和造粒）时，便携式ＸＲＦ的分析
结果可以与常规实验室的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样
品的化学成分、含水量和粒径不同是现场测量的潜在误差来
源。Ｃｒｏｆｆ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评估了松散粉末，压片和加入粘结
剂压片制样方法，对台式ＥＤＸＲＦ分析土壤样品的影响。数
据表明，加入粘结剂的样片可以获得更好的回收率，其中镍
的检出限为１ ９ × １０ －６。除了样品制备，基体校正对于ＥＤ
ＸＲＦ也是一项考验，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在此方面开展了很多
工作，他们利用便携式ＥＤＸＲＦ建立了一种基体校正方法，
通过对散射背景、康普顿峰和瑞利峰进行校正，可快速测量
不同岩石样品的目标元素含量。

除以上几种Ｘ射线光谱外，还有一种全反射射线荧光光
谱法（ＴＸＲＦ），它是在Ｘ荧光分析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
种高灵敏度的痕量元素分析技术。其主要特征是通过反射
技术去掉在通常Ｘ荧光分析中高能散射本底的影响，提高了
分析灵敏度，具有检出限低、样品用量少、微细颗粒无需完全
消化和多元素同时测定的优点（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部分研
究人员采用了酸消解的前处理方式（Ｂａｒｒｅｉｒｏ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Ｍａｌｔｓｅ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Ｍｕｉａ ａｎｄ Ｖａｎ Ｇｒｉｅｋｅｎ，１９９１）。然而，采
用酸消解将样品制备成溶液，然后再利用ＴＸＲＦ进行检测，
和ＩＣＰＭＳ相比，其优越性并没有发挥出来。因此，部分分析
化学家采用了将样品制备成悬浊液的前处理方式
（Ｃｈｅｒｋａｓｈｉ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Ｓｔｏｓｎａｃｈ，２００５；Ｔｏｗｅｔ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但是，制备成悬浊液主要面临样品均一性和样品制
备重现性的难题，因此，尽管ＴＸＲＦ发表了较多论文，却没有
在地质领域广泛应用。

３ 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ＩＣＰＭＳ）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展起来的新
的分析测试技术（Ｈｏｕｋ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０），它以独特的接口技术
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ＩＣＰ）的高温电离特性与四级杆质量分
析器（ＭＳ）的快速灵敏扫描的优点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元素
和同位素分析技术。相较于ＩＣＰＯＥＳ技术，其具有极低的检
出限、极宽的动态线性范围、谱线简单、干扰少、分析精度高、
分析速度快等多种优势。因此，自１９８３年首台商业化仪器
问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迅速成为微量元素分析测试
最常用的技术手段（靳新娣和朱和平，２０００）。

ＩＣＰＭＳ利用待测元素质荷比，可以定性或定量检测待
测元素或元素标的物，因此待测元素质量数的选择非常重
要。钴元素只有一个同位素，其分析质量数为５９ａｍｕ；元素
镍有５个同位素，其中５８ Ｎｉ丰度最高（６８ ２７％），但容易受
到５８Ｆｅ同质异位素的干扰，因此综合考虑到高丰度和低干
扰，分析质量数通常设定为６０ａｍｕ，其丰度为２６ １０％。目
前，元素含量的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有外标法、标准加入法和
同位素稀释法。外标法是微量元素分析最常用的方法，根据
不同浓度的钴、镍标准溶液的元素信号建立工作曲线，通过
待测样品钴、镍信号线性回归获得其含量。外标法的工作曲
线受到样品基体的影响，为了缓解基体影响，通常会加入内
标元素如Ｉｎ、Ｒｈ、Ｒｅ等校正信号的漂移。Ｓｕｎ ａｎｄ Ｓｕｎ
（２００９）认为在超基性岩和硫化物的元素分析中，Ｒｅ作为内
标元素可以更有效降低Ｆｅ、Ｍｇ等基体元素的影响。标准加
入法是在样品中直接加入待测元素不同含量的标准溶液并
建立标准曲线的方法，可以有效消除基体效应的影响，但是
此法必须将样品分为多个等份并加入不同量的标准元素溶
液进行标准曲线绘制，因此样品需要较多分析量和较长分析
时间（Ｓａｘ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１９７９）。同位素稀释法针对多同
位素元素，在样品中加入待测元素的某一富集同位素，只需
测定样品中元素的同位素比值，通过元素的同位素比值的变
化量来实现元素含量的测定，能够有效地消除样品在前处理
过程的含量损失和仪器测量中基体效应的影响（Ｈｅｕｍａｎｎ，
１９９２）。钴由于只有一个同位素，所以无法采用同位素稀释
法；镍的测量可以通过加入６１ Ｎｉ稀释剂后测定６０ Ｎｉ ／ ６１ Ｎｉ比值
变化实现地质样品中镍元素含量的准确分析（Ｃｏｔｔａ ａｎｄ
Ｅｎｚｗｅｉｌｅｒ，２０１３）。对于普通硅酸岩样品，稀释后的消解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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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全岩钴镍仪器分析方法的检出限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样品 方法 方法检出限（× １０ －６）
钴 镍 参考文献

钢铁、土壤 比色法 ０． ０１（溶液中） — Ｓｈｉｐ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ｉ，１９５６
铜矿 比色法 — １００ 褚宁等，２０１２
岩石 原子吸收 ０． ３ — Ｓａｎｔ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
土壤 石墨炉原子吸收 — ０． ３ 仲慧，２０１７

多金属矿 等离子体光谱 ４． ５ ４． ８ 韩晓军，２０１２
岩石矿物 等离子体光谱 １． ０５ ４． ５ 王学伟等，２０１１
红土镍矿 等离子体光谱 — — 陈潮炎和张侠，２０１６
红土镍矿 等离子体光谱 １． ０ ０． ５ 王国新等，２０１１
岩石 Ｘ射线光谱 — ２． ６ Ｋｒｉｓｈ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土壤 Ｘ射线光谱 ２． ７ ２． ０ 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３ｂ
岩石 Ｘ射线光谱 — ２７． ５ Ｘｕ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岩石 高分辨等离子体质谱 １８． ７ × １０ －３ — 靳新娣和朱和平，２０００

海洋颗粒物 高分辨等离子体质谱 ０． ０２３ × １０ －３ ０． ３ × １０ －３ Ｂｏｗ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铁陨石 等离子体质谱 ０． ００７ × １０ －３ ０． ０３９ × １０ －３ Ｄｕ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ｅｌｏｕｓ，２０１４
硫化物 高分辨等离子体质谱 ０． ００７ × １０ －３ ０． ０３５ × １０ －３ 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注：—表示文中未给出相关数据

可以直接上机分析获得钴和镍含量（靳新娣和朱和平，
２０００）；对于超基性岩样品，尤其是镍含量高达１０００ｎ × １０ －６，
可以进一步加大样品消解溶液的稀释倍数，然后上机分析；
对于沉积型磁铁矿和黄铁矿样品，样品消解后大量铁存在与
消解溶液中，由于大量基体元素的干扰容易导致待测元素含
量偏低。为了获得此类样品中准确的钴和镍含量，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采用固相萃取法利用ＴＲＵ树脂将基体铁与其它过渡
族元素分离；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利用泡塑在盐酸介质中对铁的
强大吸附能力也实现了此类样品中钴和镍的准确分析。对
于超低含量钴、镍样品，钴、镍的分析容易受到无法忽略的同
质异位素的干扰，如４３ Ｃａ１６ Ｏ和２３ Ｎａ３６ Ａｒ对５９ Ｃｏ的干扰及
４４Ｃａ１６Ｏ对６０Ｎｉ的干扰，因此，Ｂｏｗ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利用高分辨
等离子体质谱（Ｅｌｅｍｅｎｔ １，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采用中分辨（分辨率
即ｍ ／ Δｍ ＝３０００）测定海洋颗粒物质中的５９ Ｃｏ和６０ Ｎｉ，可以有
效消除干扰，降低钴、镍的检出限低至ｐｇ，实现了超低含量
钴、镍的准确分析。

比色法、原子吸收光谱法、等离子体光谱法、Ｘ射线荧光
光谱和等离子体质谱法这五种常见仪器对全岩钴镍分析的
方法检出限总结在表３中。

由上文可知，地质样品全岩钴、镍的分析方法很多。而
对于一个未知的地质样品，如何着手对其全岩钴、镍含量进
行快速准确的分析，对于非分析化学出身的地质人员可能面
临选择上的困惑。因此，本文给出一个简单的方法选择流程
图（图３），希望能给相关工作人员一点帮助。

首先需要判断样品的基本特征，如果是硅酸岩样品，可
以优先选择ＸＲＦ熔片法。但是ＸＲＦ的缺点是灵敏度较差，
除了基性岩和超基性岩外，其它类型的岩石，如花岗岩中的
钴含量偏低，可能达不到分析的定量限，就必须采用酸溶样
的方式进行样品分解，再利用ＩＣＰＭＳ进行分析。如果是矿

图３　 全岩钴、镍含量分析简易流程图
Ｆｉｇ ３　 Ｓｉｍｐｌｅ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ｂｕｌｋ ｒｏｃｋ

石样品，由于样品中存在金属相，在高温熔融制样的过程中，
它们会和铂形成合金，损害ＸＲＦ前处理用到的铂金坩埚和
模具。这时，可以选择加入硝酸铵氧化剂，将样品转化为氧
化态，再进行ＸＲＦ熔片分析。对于硫化物样品，硫具有还原
性，它会毒化铂金器皿，这时可以直接采用酸溶样的前处理
方式，将样品转化为溶液状态，用ＡＡＳ、ＩＣＰＯＥＳ或者ＩＣＰＭＳ
进行分析。对于特别难分解的样品，如铬铁矿，需要用到碱
熔样的前处理方式。但是，碱熔的操作难度非常大，非专业
人士不能胜任。因此，非特殊样品，不推荐采用碱熔样的处
理方式。ＸＲＦ分析除了熔片法之外，还有压片法。但是，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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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部分国内外铜镍矿参考物质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ｏｍ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ｐｐｅｒｎｉｃｋｅｌ ｏｒ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编号 类型
钴 镍

质量分数
（× １０ －６）

质量分数
（× １０ －２）

ＧＢＷ０７１４５ 镍矿石 ４９ ０． １１
ＧＢＷ０７１４６ 镍矿石 １０４ ０． ３３
ＧＢＷ０７１４７ 镍矿石 ２６２ １． ０２
ＧＢＷ０７１４８ 镍精矿 １３００ ５． ９３
ＧＢＷ０７１４９ 镍精矿 ２０００ ９． ０１
ＧＢＷ０７２３３ 铜矿石 ７６ ９． ６
ＧＢＷ０７２３４ 铜矿石 １６． ９ ５． ６
ＧＢＷ０７２９６ 多金属结核 １７００ １． ５５

ＧＢＷ（Ｅ）０７０１０８ 镍矿石 ４２０ ５． ７１
ＧＢＷ（Ｅ）０７０１０９ 镍矿石 ４２０ １． １７
ＧＢＷ（Ｅ）０７０１１０ 镍矿石 １４０ ０． ８９２
ＧＢＷ（Ｅ）０７０１１１ 镍矿石 ４３０ １． ７
ＧＢＷ（Ｅ）０７０１１２ 镍矿石 ６５０ １． ８６
ＧＢＷ（Ｅ）０７０１１３ 镍矿石 ６００ １． ９７
ＧＢＷ（Ｅ）０７０１１４ 镍矿石 ５５０ ２． １８
ＧＢＷ（Ｅ）０７０１１５ 镍矿石 ４１０ ３． ９８
ＧＢＷ（Ｅ）０７０１１６ 镍矿石 ３３０ １． ３
ＯＲＥＡＳ ７４ｂ 科马提岩型硫化镍 ４９０ ３． ３８
ＯＲＥＡＳ ７８ 钴镍硫化矿 ２３． ７４ ２５． ７９
ＯＲＥＡＳ ８５ 镍铜钴岩浆矿石 １７８ ０． ３４４
ＯＲＥＡＳ １８４ 红土镍矿 ９０３ １． ０２
ＳＵ１ｂ 镍铜钴矿石 ６７２ １． ９５３
ＵＭ２ 超镁铁质岩型铜镍矿 １２０ ０． ２９

注：表示含量单位为１０ －２；ＧＢＷ系列来自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
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ＯＲＥＡＳ系列来自于澳大利亚ＯＲＥＡＳ公
司；ＳＵ１ｂ和ＵＭ２来自于加拿大矿物和能源技术中心

法面临许多难题，主要是样品的矿物效应和颗粒效应。由于
ＸＲＦ是一种相对比较的分析方法，如果想要获得准确的结
果，就必须发展一系列和待测样品具有相似组成的样品作为
参考物质。而发展参考物质，非常耗时费力，需要多家实验
室，多种方法联合定值，成本非常高昂。目前，国内外已经发
展了较多钴镍矿参考物质，本文列出部分常用的参考物质，
以方便读者查阅和参考（表４）。

４　 矿物原位镍、钴含量分析方法

４ １　 制靶
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和样品种类的差异，可分为光薄

片、岩石块及单矿物三种。光薄片主要由载玻片、岩石片、盖
玻片三部分组成，并由树胶胶结在一起。制作光薄片主要分
为以下几步：切片、真空吸附浸渍、磨削、载片、切除、研磨和
抛光。首先把准备好的岩石标本按需要的方位用切片机切
成薄板，如果岩石足够坚硬致密，可切成长宽均３ ～ ５ｃｍ的岩
石切片。接着用低粘度环氧树脂填补毛细孔以彻底清洁并

真空吸附浸渍，从而支撑样品材料。打磨样品后进行抛光，
使磨光面非常光滑完整，再用清水冲洗，并把烘箱温度调至
４７℃烘烤１２ｈ。将光面用树胶粘贴在载玻片上，固结后切割
样品，降低样品厚度，减少研磨时间。继续对样片的另一面
进行研磨，将玻璃片磨制成半透明。最后将已磨制平整、光
滑、半透明的试片放到玻璃板上，用指肚在８００号金刚砂上
摩擦至０ ０３ｍｍ厚左右，再清洗干净、烘干。在盖玻片上放
少量树胶，加热后盖在薄片上，注意要把里面的气泡全部赶
出，并放在干燥箱中烘干。为避免测试过程中打穿，制备薄
片时厚度应＞ ３０μｍ，一般探针片为５０μｍ，激光片为７０ ～
１００μｍ。岩石块制备相对简单，首先把准备好的岩石标本按
需要的方位用切片机切成薄板，然后对观测面进行抛光即
可。单矿物分析前需要先制备样品靶。制备样品靶时，先使
用环氧树脂灌注粘贴在双面胶上的单矿物颗粒，固化后再进
行抛光（王静等，２０２０）。通用靶直径为１英寸（２ ５４ｃｍ），厚
度５ｍｍ，每个靶放置未知样品４ ～ ８个左右，每个未知样品不
少于２０颗粒。

４ ２　 电子探针
电子探针全称为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Ｐｒｏｂｅ

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ＥＰＭＡ），主要用于研究物质表面的元素组成
及分布。它利用聚焦高能电子束轰击固体样品表面的微小
范围（微米级），激发样品组成元素的特征Ｘ射线，通过测定
Ｘ射线的强度并与标准样品进行对比，从而确定样品的化学
成分。从Ｃａｓｔｉｎｇ奠定电子探针分析技术的仪器、原理、实验
和定量计算的基础以来，电子探针作为一种原位微束技术在
２０世纪５０至６０年代蓬勃发展，７０年代中期已发展成为了
一项较为成熟的分析测量技术，并在此后的３０余年间得到
了广泛应用（Ｊｅｒｃｉｎｏｖｉｃ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Ｊ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李小
犁，２０２１；张迪等，２０１９）。

钴、镍常以高浓度富集或微量赋存于硫化物中，也可呈
微量元素存在于硅酸盐矿物中。目前矿物中钴、镍元素的原
位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电子探针（ＥＰＭＡ）和激光剥蚀等离子
体质谱（ＬＡＩＣＰＭＳ）。电子探针是分析固体物质表面元素
组成和分布的常用手段，具有高空间分辨率、无损、便捷等优
势。然而，电子探针通常以测试矿物主量元素为主，对微量
元素（＜ ０ １％）测试存在以下局限：（１）当元素含量为１００ｎ
× １０ －６级别甚至更低时，测试数据的准确度和精确度有待提
高；（２）由于缺乏匹配的微量元素监控标样，无法评估测试数
据的准确度和精确度；（３）分析时间延长导致分析效率降低，
二者无法兼顾。前人在测试硫化物／硅酸岩中钴、镍元素时，
常规测试条件如下：加速电压１５ ～ ２０ｋＶ，束流２０ ～ ３０ｎＡ，束
斑１μｍ，以（Ｎｉ，Ｆｅ）９ Ｓ８ 或者ＮｉＯ作为镍的标样，以ＣｏＡｓ３、
ＣｏＯ或者金属钴作为钴的标样，目前，尚无低含量钴、镍监控
标样。该方法具有谱峰易重叠、精度差、检出限高等缺点
（Ｒａｔｉé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Ｗｈｉｔ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随着新兴衍射晶体和高计数率波谱仪的使用、电子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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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稳定性的提高以及分析校正软件的开发等，电子探针微
量元素分析技术发展迅速。Ｚａ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在３０ｋＶ、８０ｎＡ
条件下测试金红石中１２个元素，成功将微量元素的检出限
将至２０ × １０ －６ ～ ８０ × １０ －６（１σ）。Ｍü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在
２０ｋＶ、２００ｎＡ测试条件下分析石英中钠、铝、钾、铁和钛五种
元素的含量，并获得１０ × １０ －６ ～ ６０ × １０ －６的检出限（１σ）。
对于硅酸盐中钴、镍元素，Ｓｏｂｏｌｅｖ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在２０ｋＶ、
２００ｎＡ条件下，将橄榄石钴、镍元素的检出限将至６ × １０ －６ ～
１５ × １０ －６（１σ）。Ｊ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研发了斜方辉石和
尖晶石微量元素标样，并建立了相关微量元素的分析方法，
将斜方辉石和尖晶石钴、镍检出限降至７ × １０ －６ ～ １８ × １０ －６
（１σ）。基于斜方辉石和尖晶石微量元素标样的开发，电子
探针分析相应矿物钴、镍元素的准确度达到了１０％（１σ）以
内。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ａ）开发了用于原位微量元素分析的单斜
辉石标样。然而，目前仍缺乏硫化物钴、镍的微量元素标样，
标样的开发是未来电子探针微量元素测试发展的重中之重
（Ｊ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４ ３　 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ＬＡＩＣＰＭＳ）是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发展最快的新型原位微区分析技术
（Ｇｒａｙ，１９８５）。它将激光剥蚀进样系统与ＩＣＰＭＳ分析检测
系统联用，突破了常规溶液进样的局限，消除了溶液进样带
来的一些多原子离子干扰问题，提高了进样效率。其原理是
将激光微束聚焦于样品表面使之熔蚀气化，由载气将剥蚀微
粒带到等离子体中离子化，经质谱系统按质荷比分离，最后
由检测器测定不同质荷比的离子（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２００１）。

ＬＡＩＣＰＭＳ具有原位、实时、快速的分析优势及灵敏度
高、检出限低（１０ －９）、空间分辨率高（５ ～ １０μｍ）（Ｇüｎ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ｔｔｅｎｄｏｒｆ，２００５）、多元素同时测定及可提供同位素比值信
息等特点，被广泛用于分析固体样品中的主、微量元素（Ｆｌｅ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Ｎｏ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尤其在稀土元素（Ｊａｒｖｉ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９３）、铂族元素（Ｊａｒｖｉ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及同位素
分析中具有非常大的优势。与电子探针相比，其检出限低了
５ ～ ７个数量级，更适合微量元素的分析。相比于离子探针，
ＬＡＩＣＰＭＳ样品制备简单、分析速度快、成本低。然而，在
ＬＡＩＣＰＭＳ原位微区分析过程中由于硫化物的激光剥蚀特
性与硅酸盐及氧化物不同，分析校准用的标准物质又极少，
严重阻碍了这一技术在硫化物矿物微区分析中的应用。部
分学者通过对激光器的能量密度、剥蚀频率、氦气流速以及
质谱仪的ＲＦ功率、采样深度、载气（氩气）流速等主要工作
参数进行优化，采用激光能量密度和剥蚀频率组合来讨论元
素分馏效应，通过ＩＣＰＭＳ工作参数的调谐及氩气和氦气的
匹配来提高分析信号的灵敏度及稳定性（Ｅｇｇｉｎ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使钴、镍相对标准偏差＜ １０％（魏均启等，２０１９）。元
素含量分析一般采用低分辨模式（ｍ ／△ｍ ＝ ３００）。激光剥蚀
束斑大小一般为３０ ～ １２０μｍ，能量密度为３ ～ １０Ｊ ／ ｃｍ２，剥蚀

频率为４ ～ ８Ｈｚ，可根据待测样品的不同设置相应的测试参
数。通过剥蚀ＮＩＳＴ ＳＲＭ ６１２优化质谱仪参数使得Ｕ ／ Ｔｈ比
值变化范围在０ ９５ ～ １ ０５之间，氧化物（ＴｈＯ ／ Ｔｈ）产率低于
０ ５％，而铀、钍达到最高灵敏度。测试样品时，每８ ～ １０个
点需插入一组标准物质，以对分析结果进行仪器质量分馏校
正。通常利用ＮＩＳＴ ＳＲＭ ６１０、ＵＳＧＳ ＧＳＤ１Ｇ、ＭＰＩＤＩＮＧ
ＳｔＨｓ６ ／ ８０Ｇ或ＭＡＳＳ１作为外标，硅、铝、钙、铁或硫作为内标
进行矫正，使用ＧＬＩＴＴＥＲ （Ｇｒｉｆｆ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
ＩＣＰＭＳＤａｔａＣａｌ（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或Ｉｏｌｉｔｅ（Ｐａ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软件进行元素含量计算。

５　 镍同位素分析

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ＭＣＩＣＰＭＳ）是一种对
液体和固体样本进行高精度同位素分析的技术，自１９９２年
引入市场以来，其发展迅速应用广泛。ＭＣＩＣＰＭＳ通过将
ＩＣＰ源的良好特性与微控制器阵列可达到的精度相结合，简
化了通常使用热电离质谱（ＴＩＭＳ）进行的测量（Ｄｏｕｔｈｉｔｔ，
２００８）。ＭＣＩＣＰＭＳ是同位素地球化学和宇宙化学的基本分
析技术，结合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源卓越的电离优势和扇形
磁场多接收质谱仪的精确测量性能，可用于地球科学、环境
生物学、生物化学、生态学和考古学等领域。

镍有５个稳定同位素，５８ Ｎｉ、６０ Ｎｉ、６１ Ｎｉ、６２ Ｎｉ、６４ Ｎｉ，丰度分
别为６８ ０７６９％、２６ ２２３１％、１ １３９９％、３ ６３４５％和０ ９２５６％
（Ｇｒａｍｌｉｃｈ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与其它稳定同位素体系类似，镍同
位素以δｎＮｉ表示，δｎＮｉ为样品ｎＮｉ ／ ５８ Ｎｉ比值（其中ｎ为６０、
６１、６２）相对于纯镍标准物质（ＮＩＳＴＳＲＭ ９８６）的同位素比值
偏差（公式１），常用δ６０Ｎｉ表示其比值，单位为‰。镍同位素
测试可使用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ＭＣＩＣＰＭＳ）。
由于质谱仪测试受到基质效应、多原子离子和带双电荷离子
等因素干扰，镍元素从地质样品中的分离提纯尤为重要，是
制约地质样品镍同位素分析的主要因素（Ｇａ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δｎＮｉ ＝［（ｎＮｉ ／ ５８Ｎｉ）ｓａｍｐｌｅ ／（ｎＮｉ ／ ５８Ｎｉ）ＳＲＭ９８６ － １］× １０００ （１）

相对铁、镁等元素，镍的含量较低，加之镍的化学性质与
钠、镁、钙等主量元素相似，因此，将镍从硅酸盐中分离较为
困难（Ｇａ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早期镍元素提取、纯化要使用昂贵
的特效树脂，需要有机试剂，且还要调节样品ｐＨ值至中性。
受这些因素限制，镍同位素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相对于铜、
锌、铁等同位素体系进展较慢（Ｂｅｕｎ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Ｇａ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率先对地球样品开展了镍同位素研究，建立了
“三柱法”提取硅酸盐中的镍，并在样品中加入双稀释剂监测
过柱和仪器测试过程可能产生的镍同位素分馏。“三柱法”
方法需要使用氨水、丁二酮肟（ＤＭＧ）、柠檬酸铵、氢氧化钠
等多种试剂，流程较为复杂，镍回收率在８５％ ～ ９５％之间。
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将前处理改进为“四步五柱”，该方法先后
使用ＡＧ５０ＷＸ８阳离子和ＡＧ１Ｘ８阴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后
可除去样品中绝大部分基质元素且镍损失小于８％。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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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样中镍含量为６００ × １０ －９ ～ ８００ × １０ －９，比以往所需样品
量有所降低，并且不需要使用ＤＭＧ，而以往镍提取过程主要
利用Ｎｉ２ ＋和ＤＭＧ之间的强络合（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Ｂｅｕｎ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创新了“两步法”分离技术，只需两步过柱ＡＧ１
Ｘ８（２００ ～ ４００目）即可从硅酸盐中提取镍。该方法利用阴离
子交换树脂在盐酸和乙酸介质中对不同元素的选择性吸附
作用，第一步先从溶液中提取镍和少量其它元素，第二步去
除提取含镍溶液中的杂质。该方法也不需要其它化学试剂
和有机物，更不需要调整溶液ｐＨ值，镍的回收率可达到
９６％以上，流程空白可以控制在０ ２５ × １０ －９以内，可以直接
采用样品标样间插法测量。

镍同位素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具有悠久的历史。早期
主要应用于铁陨石的研究（Ａｕｅｒｂａｃｈ，１９６７；Ｓｈｕｋｏｌｙｕｋｏｖ ａｎｄ
Ｌｕｇｍａｉｒ，１９９３）。由于６０ Ｆｅ 到６０ Ｎｉ 较短的半衰期（约
１ ４９Ｍａ）（Ｋｕｔｓｃｈｅｒ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镍同位素的非质量平衡分
馏可用于追踪太阳系的演化。２０００年以后，镍同位素的质量
分馏过程成为研究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环境科学、全球大氧
化事件的有力手段（Ａｒ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Ｒａｔｉé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２０１５年至今的研究基本厘定了地球主
要圈层岩石的镍同位素组成（图４）（Ｇａ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Ｋｌａｖ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在镁铁超镁铁岩相关
的镍钴矿床中，西澳科马提岩、加拿大肖德贝里和美国Ｅａｇｌｅ
和Ｔａｍａｒａｃｋ等矿床研究表明镍同位素在不同岩石和矿物存
在较大的分馏，镍的轻同位素倾向于在硫化物中富集（Ｇａｌｌ，
２０１１；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Ｒａｔｉé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对巴西Ｂａｒｒｏ
Ａｌｔｏ超基性岩风化剖面开展了镍同位素研究，发现从超镁铁
岩→赋矿红土带→粘土层的δ６０ Ｎｉ值从０ ２８‰逐渐变为
－ ０ ２９‰，认为红土中含镍矿物的生成伴随重镍同位素亏
损。上述研究表明镍同位素是示踪岩浆铜镍矿床成矿过程，
和评价风化程度与红土型镍矿潜力的重要手段。尽管镍同
位素分析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但其在成矿过程的分馏机制
与控制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６　 总结和展望

钴和镍是我国紧缺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广泛应用于飞机
发动机、燃气轮机、锂离子电池等领域。为了加快我国钴、镍
矿床的地质勘探及开发利用，满足经济建设需求，为更好查
明钴、镍的赋存状态、分布规律，进而揭示成矿机制，进行矿
产资源评估，有必要建立和完善钴、镍的分析技术。近几十
年来，国内外分析工作者在地质样品钴、镍分析的样品前处
理和仪器分析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在样品前处理方面，酸溶和碱熔法依然是主流的前处理
技术。酸溶法的优点是酸易纯化，本底低，适合微量元素分
析。碱熔法的优点是，碱的分解能力更强，熔融温度更高，有
利于地质样品的完全分解，但是本底较高。采用酸溶法，主
要利用氢氟酸、盐酸、硝酸、硫酸、高氯酸等无机酸及其组合。

图４　 已报道的地球上部分样品的镍同位素组成（据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Ｆｉｇ 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Ｎｉ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高压密闭酸溶法，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更有利于难溶组分的分
解，同时降低酸用量可有效降低污染，避免挥发元素的损失。
后续发展起来的微波消解技术，可使容器内压力增加，反应
温度提高，提高反应速率，缩短样品制备时间，越来越受到欢
迎。碱熔法主要采用硼酸盐、碱金属碳酸盐、碱金属氧化物
和氢氧化物及其组合进行样品分解。主要反应容器是银坩
埚、金坩埚和铂坩埚。其中，利用硼酸锂盐加铂坩埚的制样
组合，目前最为普及。

仪器分析方法需和样品前处理手段相对应，钴、镍的元
素分析方法包括比色法、原子吸收光谱法、等离子体光谱法、
Ｘ射线荧光光谱法、等离子体质谱法等。整体发展经历了从
单元素分析到多元素同时分析的过程。比色法由于灵敏度
不高，操作繁琐，已经逐渐被淘汰。等离子体光谱法和等离
子体质谱法相比于原子吸收光谱法，具有多元素同时分析和
线性范围宽的优势。Ｘ射线荧光光谱法相比于等离子体光
谱法和等离子体质谱法灵敏度差，但是具有样品前处理简单
的优势。当样品中钴、镍含量较高时，采用压片法和熔片法
极大地简化了前处理流程，提高了效率。样品前处理和仪器
分析技术是紧密结合的，相比于原子吸收光谱法、等离子体
光／质谱法采用的湿法溶样分析，Ｘ射线荧光光谱法的固体
样片制样更为简单快速。但是，后者需要大量的参考物质构
建分析曲线，并且要求待分析样品和参考物质尽量要基体匹
配，因此以应用需求为导向，发展能覆盖对应样品含量的钴、
镍样品的参考物质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相对全岩钴、镍分析，矿物微区局部的钴、镍信息能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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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为精细的信息变化，电子探针和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是实现微米尺度高空间分辨率分析的重要手段。
由于钴、镍经常在硫化物中富集，但是硫化物的剥蚀特性与
硅酸盐、氧化物不同，受到的干扰也较严重，尤其是极度缺乏
硫化物标准物质，严重阻碍了ＬＡＩＣＰＭＳ在硫化物矿物中的
广泛应用。因此，开发硫化物原位微量元素分析标样是未来
的工作之重。

镍同位素已经逐渐应用到钴镍矿床研究中，近年有望通
过典型矿床剖析明确多种成矿过程中镍同位素的行为与分
馏机制，如岩浆、热液蚀变、风化淋滤等。钴镍矿床中镍同位
素的深入研究，尤其是镍与其它同位素体系的联合，将为成
矿理论的深化与创新提供支撑。在此过程中，镍元素的分离
技术创新和新测试方法的建立将简化分析流程并有望提高
分析精度，碰撞反应池技术在镍同位素测试方面也有望取得
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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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６７６（１ － ２）：１５ － ２７
Ｂｒａｌｅｙ ＳＡ ａｎｄ Ｈｏｂａｒｔ ＦＢ． １９２１．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３
（３）：４８２ － ４８４

Ｂｕｒｍａｎ ＪＯ，Ｐｏｎｔｅｒ Ｃ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ｒｏｍ Ｋ． １９７８． Ｍｅｔａｂｏｒａｔｅ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５０（４）：６７９ － ６８０

Ｃａｎｔｉｌｌｏ ＡＹ，Ｓｉｎｅｘ ＳＡ ａｎｄ Ｈｅｌｚ ＧＲ． １９８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ｍｅｔａｂｏｒａｔ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ｌａｓｍａ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５６（１）：３３ －
３７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Ｉ ａｎｄ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 １９６１．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ｏｃｋｓ Ｇ１ａｎｄ
Ｗ１．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２２（２ － ４）：８７ － ９３

Ｃａｒｒ ＭＨ ａｎｄ Ｔｕｒｅｋｉａｎ ＫＫ． １９６１． Ｔｈ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２３（１ － ２）：９ － ６０

Ｃｈｅｎ ＣＹ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Ｘ． ２０１６．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ｉｒｏｎ，ｃｏｂａｌｔ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ｎ ｌａｔｅｒｉｔｅ ｎｉｃｋｅｌ ｏ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４（１０）：２９ － ３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ｒｋａｓｈｉｎａ ＴＹ，Ｐａｎｔｅｅｖａ ＳＶ ａｎｄ Ｐａｓｈｋｏｖａ ＧＶ． ２０１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Ｐａｒｔ Ｂ：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９９：５９ － ６６

Ｃｈｉｌｔｏｎ ＪＭ． １９５３．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ｃｏｂａｌｔ，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ａｓ ｄｉｅｔｈｙｌｄｉｔｈｉｏｃａｒｂａｍａｔｅ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５（８）：１２７４ － １２７５

Ｃｈｕ Ｎ，Ｊｉａｎｇ ＸＧ，Ｌｉ Ｗ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ＹＪ． ２０１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 ｉｎ
ｎｉｃｋｅｌ ｌａｔｅｒｉｔｅ ｏｒｅｓ ｂｙ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ｐｅｒｓｕｌｆａｔｅｄｉｍｅｔｙｌｇｌｙｏｘｉｍ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３１（３）：４７９ －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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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 － ５０

Ｃｒｅｍｅｒ Ｍ ａｎｄ Ｓｃｈｌｏｃｋｅｒ Ｊ． １９７６．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ｂｏｒａｔ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ｃｋ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 ｏｒ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ｓｔ，６１（３ － ４）：３１８ －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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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８２（１）：２０３ － ２０５

Ｃｒｏｃｋ ＪＧ，Ｌｉｃｈｔｅ Ｆ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ｅｍａｎ ＴＲ． １９８４．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ｙｔｔｒｉｕｍ ｆｒｏｍ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ｙ 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４５（１ － ２）：１４９ －
１６３

Ｃｒｏｆｆｉｅ ＭＥ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ＰＮ，Ｆｅｎｔｏｎ Ｏ，Ｆｅｎｅｌｏｎ Ａ，Ｍｅｔｚｇｅｒ Ｋ ａｎｄ Ｄａ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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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ｏｉ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１０（９）：１３０９

ＤｅＧｒａｙ ＲＪ ａｎｄ Ｒｉｔｔｅｒｓｈａｕｓｅｎ ＥＰ． １９４２．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４
（１１）：８５８ － ８５９

Ｄｏｄｓｏｎ ＥＭ． １９６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ｕｂｙ ａｎｄ ｓａｐｐｈｉｒｅ ｍａｓｅｒ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３４（８）：９６６ － ９７１

Ｄｏｕｔｈｉｔｔ ＣＢ．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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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７ － 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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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ｄｒｕｐｏｌｅ ＩＣＰ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２９
（１２）：２３７９ － ２３８７

Ｅａｓｔｏｎ ＡＪ ａｎｄ Ｌｏｖｅｒｉｎｇ ＪＦ． １９６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ｉｃ ｍｅｔｅｏｒｉｔｅｓ．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２７（７）：７５３ － 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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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２１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２０２３，３９（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ｙｓｘｂ． ａｃ． ｃ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５（５）：６６４ － 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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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ｒａｃｅｒ．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 － ２４５

Ｇａｌｌ 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Ｈ，Ｓｉｅｂｅｒｔ Ｃ ａｎｄ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Ａ． ２０１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ｓｓ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ｏｕｂｌｅ ｓｐｉ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ＣＩＣＰ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２７（１）：１３７ － １４５

Ｇａｌｌ 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ＨＭ，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ＡＮ ａｎｄ Ｋｅｒｒ ＡＣ． ２０１７．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ｔｌｅ．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１９９：
１９６ － ２０９

Ｇｅｒｍａｎｉｑｕｅ ＪＣ． １９９４． Ｍａｊｏｒ，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ＧＳＪ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Ｇｅ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１８（１）：９１ － １００

Ｇｒａｍｌｉｃｈ ＪＷ，Ｍａｃｈｌａｎ ＬＡ，Ｂａｒｎｅｓ ＩＬ ａｎｄ Ｐａｕｌｓｅｎ ＰＪ． １９８９．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ｎｄ ａｔｏｍｉｃ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ｎｉｃｋ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９４（６）：３４７ － ３５６

Ｇｒａｙ ＡＬ． １９８５． Ｓｏｌｉ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１０（５）：５５１ －
５５６

Ｇｒｉｆｆｉｎ ＷＬ，Ｐｏｗｅｌｌ ＷＪ，Ｐｅａｒｓｏｎ ＮＪ ａｎｄ Ｏ’Ｒｅｉｌｌｙ ＳＹ． ２００８． ＧＬＩＴＴＥＲ：
Ｄａｔ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ｆｏｒ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ＩＣＰＭＳ． Ｉｎ：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 Ｐ
（ｅｄ．）．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ＣＰ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３０８ － ３１１

Ｇüｎｔｈｅｒ Ｄ ａｎｄ Ｈａｔｔｅｎｄｏｒｆ Ｂ． ２００５． Ｓｏｌｉ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ＴｒＡ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４（３）：２５５ － ２６５

Ｈａｎ ＸＪ． ２０１２．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ｏｒ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ＣＰ．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６）：３１ － ３２，３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ａｚｅｎ ＲＭ，Ｈｙｓｔａｄ Ｇ，Ｇｏｌｄｅｎ ＪＪ，Ｈｕｍｍｅｒ ＤＲ，Ｌｉｕ Ｃ，Ｄｏｗｎｓ 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ＳＭ，Ｒａｌｐｈ Ｊ ａｎｄ Ｇｒｅｗ ＥＳ． ２０１７． Ｃｏｂａｌ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ｓｔ，１０２（１）：１０８ － １１６

Ｈｅｕｍａｎｎ ＫＧ． １９９２．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１１８ － １１９：５７５ －
５９２

Ｈｏｕｋ ＲＳ，Ｆａｓｓｅｌ ＶＡ，Ｆｌｅｓｃｈ ＧＤ，Ｓｖｅｃ ＨＪ，Ｇｒａｙ 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ＣＥ．
１９８０．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ａｒｇｏ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ｓ ａｎ 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５２（１４）：２２８３ － ２２８９

Ｉｃｈｉｙａｍａ Ｙ，Ｍｏｒｉｓｈｉｔａ Ｔ，Ｔａｍｕｒａ Ａ ａｎｄ Ａｒａｉ Ｓ． ２０１３．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 ｘｅｎｏｌｉｔｈｂｅａｒｉｎｇ ｂａｓａｌｔｉｃ ｔｏ ａｎｄｅｓｉｔｉｃ ｌａｖａ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ｈｉｒｉｂｅｓｈｉ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ｏｋｋａｉｄｏ，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７６：４８ － ５８

Ｉｎｇａｍｅｌｌｓ ＣＯ． １９７０．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ｍｅｔａｂｏｒａｔｅ ｆｌｕｘ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５２（２）：３２３ － ３３４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ｍｅｒＯｌｓｅｎ ＡＲ． １９６１． 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ｗｉｔｈ １， ２ｄｉａｍｉｎｏ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ｔｅｔｒａ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２５（５）：４７６ － ４８１

Ｊａｒｖｉｓ ＫＥ． １９９０．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ｗｌｅｖｅ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８３（１ － ２）：８９ － １０３

Ｊａｒｖｉｓ Ｋ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ＪＧ． １９９３．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ＬＡＩＣＰＭＳ）：Ａ ｒａｐｉ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０６（３ － ４）：

２５１ － ２６２
Ｊａｒｖｉｓ Ｋ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ＪＧ，Ｐａｒｒｙ ＳＪ ａｎｄ Ｂｅｒｔａｌａｎ Ｅ． １９９５．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ｇｒｏｕｐ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ｏｌｄ ｕｓｉｎｇ ＮｉＳ ｆｉｒｅ
ａｓｓａｙ ｗｉｔｈ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２４（１ － ２）：３７ －
４６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ＰＧ． １９５７． Ｎｏｔｅ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ｘｉｄ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ｂｙ ｆｕ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ｏｒａｘ． Ａｎａｌｙｓｔ，８２（９７０）：６６ － ６７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ＰＧ． １９７５．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Ｒｏｃ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Ｐｅｒｇａｍ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１５ － ３４７

Ｊｅｒｃｉｎｏｖｉｃ ＭＪ，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ＭＬ，Ａｌｌａｚ Ｊ ａｎｄ Ｄｏｎｏｖａｎ ＪＪ． ２０１１．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ｔ ｈｉｇ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ＰＭＡ．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７（Ｓｕｐｐｌ． ２）：５７６ － ５７７

Ｊｉａ ＬＨ，Ｍａｏ Ｑ，Ｓｕ Ｂ，Ｗｕ ＳＴ，Ｈｕａｎｇ ＬＬ，Ｙｕａｎ ＪＹ，Ｚｈａｎｇ Ｄ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Ｙ． ２０２１． ＭＫ１ ｏｒｔｈ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Ａ ｎｅｗ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ｉｎｓｉｔｕ 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１１（１２）：１３２１

Ｊｉａ ＬＨ，Ｃｈｅｎ Ｙ，Ｍａｏ Ｑ，Ｚｈａｎｇ Ｄ，Ｙｕａｎ ＪＹ，Ｌｉ ＸＧ，Ｗｕ ＳＴ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ＤＰ． ２０２２．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ｓｉｔｕ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ｅ３ ＋ ／∑ Ｆｅ ｉｎ ｓｐｉｎｅｌ ｕｓｉｎｇ ＥＰＭＡ．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４３（１）：４２ － ５２

Ｊｉｎ ＸＤ ａｎｄ Ｚｈｕ ＨＰ． ２０００．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４３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ｏｃｋ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ｙ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８（５）：５６３ － ５６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ＷＭ ａｎｄ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ＪＡ． １９８１．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Ｉｎｃ．，９５ － １０８
Ｊｏｎｅｓ ＥＧ． １９１８．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Ａｎａｌｙｓｔ，４３（５１０）：３１７ － ３１９
Ｋｌａｖｅｒ Ｍ，Ｉｏｎｏｖ ＤＡ，Ｔａｋａｚａｗａ Ｅ ａｎｄ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Ｔ．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ｎｏｎ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ｉｃ Ｎｉ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ｓ ｍａｎｔｌｅ．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２６８：４０５ － ４２１

Ｋｒｉｓｈｎａ ＡＫ，Ｋｈａｎｎａ ＴＣ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ｎ ＫＲ． ２０１６． Ｒａｐｉ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ｆｕｓｅｄ ｇｌａｓｓ ｄｉｓｃｓ ｕｓｉｎｇ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Ｐａｒｔ Ｂ：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１２２：１６５ － １７１

Ｋｒｙａｚｈｏｖ Ａ， Ｐａｎｏｖａ Ｓ，Ｋｏｌｐａｋｏｖａ Ｎ ａｎｄ Ｐｓｈｅｎｉｃｈｋｉｎ Ａ． ２０１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Ｐｂ，Ｎｉ ａｎｄ Ｃｏ ｉ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ｙ
ａｔｏｍ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 ｆｕｒｎ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０：４３７ － ４４０

Ｋｕｒｏｄａ Ｒ ａｎｄ Ｓｅｋｉ Ｔ． １９７９．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ｂｙ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ｏｍ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 Ｆｒｅｓｅｎｉｕｓ’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Ａｎａｌｙｔｉｓｃｈｅ Ｃｈｅｍｉｅ，
２９６（２）：１４６ － １４８

Ｋｕｔｓｃｈｅｒａ Ｗ，Ｂｉｌｌｑｕｉｓｔ ＰＪ，Ｆｒｅｋｅｒｓ Ｄ，Ｈｅｎｎｉｎｇ Ｗ，Ｊｅｎｓｅｎ ＫＪ，Ｘｉｕｚｅｎｇ
Ｍ，Ｐａｒｄｏ Ｒ，Ｐａｕｌ Ｍ，Ｒｅｈｍ ＫＥ，Ｓｍｉｔｈｅｒ ＲＫ，Ｙｎｔｅｍａ ＪＬ ａｎｄ
Ｍａｕｓｎｅｒ ＬＦ． １９８４． Ｈａｌｆｌｉｆｅ ｏｆ ６０ Ｆ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Ｂｅａｍ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ｔｏｍｓ，５（２）：４３０ － ４３５

Ｌａｎｇｍｙｈｒ ＦＪ． １９７７．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ｔｏｍ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ａｌａｎｔａ，２４（５）：２７７ － ２８２

Ｌｉ ＬＺ． １９９１．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 － １１０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 ＷＪ，Ｗａｎｇ ＣＬ，Ｇａｏ ＢＹ，Ｗａｎｇ ＹＴ，Ｊｉｎ ＸＤ，Ｚｈａｎｇ ＬＣ ａｎｄ Ｓａｋｙｉ
ＰＡ． ２０１６．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ｕｌｔｒａ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 ｍａｇｎｅｔｉｔｅ ａｎｄ ｐｙｒｉｔｅ ｂｙ ＨＲＩＣＰ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ｃ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２７：
２３７ － ２４６

Ｌｉ ＷＪ，Ｗａｎｇ Ｊ，Ｃｕｉ ＭＭ，Ｌｉｕ Ｘ，Ｊｉａ ＬＨ，Ｃｈｅｎ ＫＹ，Ｗｕ ＳＴ，Ｇａｏ ＢＹ，
Ｘｕｅ ＤＳ，Ｌｉｕ ＹＨ，Ｌｉ Ｃ，Ｌｕｏ Ｙ ａｎｄ Ｓｕ ＢＸ． ２０２３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ｌｉｎ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ｉｎ ｓｉｔｕ 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ｅ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７（１）：１９９ － ２１０

Ｌｉ ＸＬ． ２０２１．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ｂｅ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２７（３）：３０６ － ３１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 ＸＬ，Ｙｕ ＺＳ，Ｘｕ ＪＬ，Ｐａｎ ＹＳ，Ｂｏ Ｗ，Ｌｉｕ Ｂ，Ｚｈａｎｇ ＰＰ，Ｂａｉ ＪＦ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Ｑ． ２０２３ｂ．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ｏｗ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ｙｅｓｔｅｒ ｆｉｌｍ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ＸＲＦ ｏｆ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ＸＲａｙ

９２２１薛丁帅等：地质样品中钴、镍的分析进展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５２（１）：２ － １２
Ｌｉ Ｙ ａｎｄ Ａｕｄéｔａｔ Ａ． ２０１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ｍｅｌ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ｆｕｇａｃ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Ｖ，Ｍｎ，Ｃｏ，
Ｎｉ，Ｃｕ，Ｚｎ，Ａｓ，Ｍｏ，Ａｇ，Ｓｎ，Ｓｂ，Ｗ，Ａｕ，Ｐｂ，ａｎｄ Ｂｉ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ｍｅｌｔ．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１６２：２５ － ４５

Ｑｉ Ｌ，Ｈｕ Ｊ ａｎｄ Ｇｒｅｇｏｉｒｅ ＤＣ． ２０００．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ｂｙ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Ｔａｌａｎｔａ，
５１（３）：５０７ － ５１３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Ａ． １９５５．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ｎ
ｃｏｐｐｅｒ 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ｂａｌｔ． Ａｎａｌｙｓｔ，８０
（９５３）：５９５ － ５９８

Ｌｉｕ ＹＨ，Ｘｕｅ ＤＳ，Ｌｉ ＷＪ，Ｌｉ ＣＦ ａｎｄ Ｗａｎ Ｂ． ２０２０．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ｙ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ｔｅ
ｂｙ ＩＣＰＭＳ ａｎｄ ＩＣＰＯ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ｔｒｉｘ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Ｍｉｃ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５８：１０５２２１

Ｌｉｕ ＹＳ，Ｈｕ ＺＣ，Ｇａｏ Ｓ，Ｇüｎｔｈｅｒ Ｄ，Ｘｕ Ｊ，Ｇａｏ Ｃ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ＨＨ．
２００８． Ｉｎ ｓｉｔ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ｈｙｄｒｏｕ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ｂｙ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５７（１ － ２）：３４ － ４３

Ｍａｉｅｒ ＷＤ ａｎｄ Ｇｒｏｖｅｓ ＤＩ． ２０１１．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ＰＧＥ ａｎｄ ＮｉＣｕ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４６（８）：８４１ － ８５７

Ｍａｋｉｓｈｉｍａ Ａ，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Ｅ ａｎｄ Ｎａｋａｎｏ Ｔ． １９９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ｉｒｃｏｎｉｕｍ，ｎｉｏｂｉｕｍ，ｈａｆｎｉｕｍ ａｎｄ ｔａｎｔａｌｕｍ ａｔ ｎｇ·ｇ － １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ｙ ｄｉｒｅｃｔ ｎｅｂｕ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ＨＦ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ＦＩＩＣＰＭＳ． Ｇｅ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２３（１）：７ － ２０

Ｍａｋｉｓｈｉｍａ Ａ，Ｔａｎａｋａ Ｒ ａｎｄ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Ｅ． ２００９．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ＩＣＰＭ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ｆｌｕｏ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５（１０）：１１８１ － １１８７

Ｍａｌｔｓｅｖ ＡＳ，Ｉｖａｎｏｖ ＡＶ，Ｃｈｕｂａｒｏｖ ＶＭ，Ｐａｓｈｋｏｖａ ＧＶ，Ｐａｎｔｅｅｖａ ＳＶ ａｎｄ
Ｒｅｚｎｉｔｓｋｉｉ ＬＺ． ２０２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ｐａｔｉｔｅ ｂｙ ｔｏｔ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Ｔａｌａｎｔａ，２１４：１２０８７０

Ｍａｚｚｕｏｏｔｅｌｌｉ Ａ，Ｆｒａｃｈｅ Ｒ，Ｄａｄｏｎｅ Ａ ａｎｄ Ｂａｆｆｉ Ｆ． １９７６． 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ｏｍ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ｍａｊｏｒ，
ｍｉｎ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ｓ． Ｔａｌａｎｔａ，２３（１１ － １２）：８７９ －
８８２

ＭｃＫｅｌｖｅｙ ＶＥ． １９６１．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ｒｒｅ Ｓｈａｌ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１ － ４５

Ｍｏｒｉ Ｙ． ２００７．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ｕｓｉｎｇ ｇｌａｓｓ ｂｅａ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ｔａｋｙｕｓｈｕ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５）：
１ － １２

Ｍｕｉａ Ｌ ａｎｄ Ｖａｎ Ｇｒｉｅｋｅｎ Ｒ． １９９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ｙ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２５１（１ － ２）：１７７ － １８１

Ｍüｌｌｅｒ Ａ，Ｒｅｎé Ｍ，Ｂｅｈｒ ＨＪ ａｎｄ Ｋｒｏｎｚ Ａ． ２００３．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ｔｈｏｄ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ｇｎｅｏｕｓ ｑｕａｒｔｚ ｉｎ ｔｏｐａｚ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ｕｂ
Ｓｔｏｃｋ （Ｓｌａｖｋｏｖｓｋｙ Ｌｅｓ Ｍｔｓ．，Ｃｚｅ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７９（３）：１６７ － １９１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Ｔ，Ｏｋａ Ｈ，Ｍｏｒｉｋａｗａ Ｈ ａｎｄ Ｓａｔｏ Ｊ． １９９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ｂｅｒｙｌｌｉｕｍ，ｃｏｂａｌｔ，ｎｉｃｋｅｌ，ｃｏｐｐｅｒ，ｒｕｂｉｄｉｕｍ，ｃａｅｓｉｕｍ，
ｌｅａｄ ａｎｄ ｂｉｓｍｕｔｈ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ｂｙ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ｔｏｍ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１７（２）：１３１ － １３５

Ｎａｋａｙａｍａ Ｋ，Ｓｈｉｂａｔａ Ｙ ａｎｄ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Ｔ． ２００７． Ｇｌａｓｓ ｂｅａｄｓ ／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４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ｅｌｓ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ＸＲａ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３６（２）：１３０ － １４０

Ｎｏｒｍａｎ ＭＤ，Ｐｅａｒｓｏｎ ＮＪ，Ｓｈａｒｍａ Ａ ａｎｄ Ｇｒｉｆｆｉｎ ＷＬ． １９９６．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ｙ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ＩＣＰＭ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ＮＩＳＴ ｇｌａｓｓｅｓ． Ｇｅ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２０（２）：２４７ － ２６１

Ｎｏｒｒｉｓｈ Ｋ ａｎｄ Ｈｕｔｔｏｎ ＪＴ． １９６９． 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Ｘｒａ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３３（４）：４３１ － ４５３

Ｐａｔｏｎ Ｃ，Ｈｅｌｌｓｔｒｏｍ Ｊ，Ｐａｕｌ Ｂ，Ｗｏｏｄｈｅａｄ Ｊ ａｎｄ Ｈｅｒｇｔ Ｊ． ２０１１． Ｉｏｌｉｔｅ：

Ｆｒｅｅｗ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２６（１２）：２５０８ －
２５１８

Ｐａｔｔｅｎ Ｃ，Ｂａｒｎｅｓ ＳＪ，Ｍａｔｈｅｚ ＥＡ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ｅｒ ＦＥ． ２０１３．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ｌｃｏｐｈｉｌ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ｍｅｌ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ｌｉｑｕｉｄ：ＬＡＩＣＰ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ＲＢ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ｄｒｏｐｌｅｔ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５８：１７０ －
１８８

Ｐｏｔｔｓ ＰＪ． １９９２． 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４７ － ７６

Ｑｕｉｎｉｏｕ Ｔ ａｎｄ Ｌａｐｅｒｃｈｅ Ｖ． ２０１４．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ｅｌｄ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ｎｉｃｋｅｌ ａｎｄ ｉｒ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ｅｒｉｔｅ ｏｒｅ （Ｎｅｗ
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４
（３）：２４５ － ２５５

Ｒａｄｅｒ ＬＦ ａｎｄ Ｇｒｉｍａｌｄｉ ＦＳ． １９６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ｉｅｒｒｅ Ｓｈａｌ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１ － ４５

Ｒａｔｉé Ｇ，Ｊｏｕｖｉｎ Ｄ，Ｇａｒｎｉｅｒ Ｊ，Ｒｏｕｘｅｌ Ｏ，Ｍｉｓｋａ Ｓ，Ｇｕｉｍａｒｅｓ Ｅ，Ｃｒｕｚ
Ｖｉｅｉｒａ Ｌ，Ｓｉｖｒｙ Ｙ，Ｚｅｌａｎｏ Ｉ，ＭｏｎｔａｒｇｅｓＰｅｌｌｅｔｉｅｒ Ｅ，Ｔｈｉｌ Ｆ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ｎ Ｃ． ２０１５．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ｍａｆ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４０２：６８ － ７６

Ｒｏｄｇｅｒｓ ＫＡ． １９７２．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ｅ ｓｐｉｎｅｌ．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ｏｍ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３８
（２９９）：８８２ － ８８９

Ｒｏｗｅ Ｈ，Ｈｕｇｈｅｓ 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Ｋ．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ｎｄｈｅ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ＥＤ
ＸＲＦ） ｉｎ ｍｕｄｒｏｃｋ ｃｈｅｍ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２４ － ３２５：１２２ － １３１

Ｓａｎｄｅｌｌ Ｅ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ｌｉｃｈ ＲＷ． １９３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ｃｋ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ｂａｌｔ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１（６）：３０９ － ３１１

Ｓａｎｔｅｌｌｉ ＲＥ，Ｇａｌｌｅｇｏ Ｍ ａｎｄ Ｖａｌｃáｒｃｅｌ Ｍ． １９８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ａｔ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ｂｙ ａｔｏｍ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１
ｎｉｔｒｏｓｏ２ｎａｐｈｔｈｏ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４
（６）：５４７ － ５５０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ＮＪ， Ｂａｒｌｉｎｇ Ｊ， Ｈａｒｖｅｙ Ｊ ａｎｄ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ＡＮ． ２０２０．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ｔｌｅ
Ｐａｒｔ １：Ｕｌｔｒａｍａｆｉｃ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２８５：１２９ － １４９

Ｓａｘｂｅｒｇ ＢＥＨ ａｎｄ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ＢＲ． １９７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５１（７）：１０３１ － １０３８

Ｓｅｅｌｙｅ ＦＴ ａｎｄ Ｒａｆｔｅｒ ＴＡ． １９５０．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ｃｋｓ，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ｂｙ ｓｏｄｉｕｍ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ｕｓｉｎｇ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Ｎａｔｕｒｅ，１６５（４１９１）：３１７ － ３１７

Ｓｈａｐｉｒｏ Ｌ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ｎｏｃｋ ＷＷ． １９５６．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Ｓｈｅｌｌ ＨＲ． １９５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ｉｒ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ｏｄ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６（３）：５９１ － ５９３

Ｓｈｉｐｍａｎ ＷＨ ａｎｄ Ｌａｉ ＪＲ． １９５６．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ｉｃｒ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ＮｉｔｒｏｓｏＲ ｓａｌ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８（７）：１１５１ －
１１５２

Ｓｈｕｋｏｌｙｕｋｏｖ Ａ ａｎｄ Ｌｕｇｍａｉｒ ＧＷ． １９９３． Ｌｉｖｅ ｉｒｏｎ６０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ｏ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５９（５０９８）：１１３８ － １１４２

Ｓｍｉｔｈ ＪＭ，Ｒｉｐｌｅｙ ＥＭ，Ｌｉ Ｃ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ｙｌｅｎｋｉ ＬＥ． ２０２２． Ｃｕ ａｎｄ Ｎｉ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ｏｃｋｈｏｓｔｅｄ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ｓｕｌｆｉｄｅ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ｎｅａｒ
ｍｉｄ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ｒｉｆｔ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１７（１）：１９５ － ２１１

Ｓｏｂｏｌｅｖ ＡＶ，Ｈｏｆｍａｎｎ ＡＷ，Ｋｕｚｍｉｎ ＤＶ，Ｙａｘｌｅｙ ＧＭ，Ａｒｎｄｔ ＮＴ，Ｃｈｕｎｇ
ＳＬ，Ｄａｎｙｕｓｈｅｖｓｋｙ ＬＶ，Ｅｌｌｉｏｔｔ Ｔ，Ｆｒｅｙ ＦＡ，Ｇａｒｃｉａ ＭＯ，Ｇｕｒｅｎｋｏ
ＡＡ，Ｋａｍｅｎｅｔｓｋｙ ＶＳ，Ｋｅｒｒ ＡＣ，Ｋｒｉｖｏｌｕｔｓｋａｙａ ＮＡ，Ｍａｔｖｉｅｎｋｏｖ ＶＶ，
Ｎｉｋｏｇｏｓｉａｎ ＩＫ，Ｒｏｃｈｏｌｌ Ａ，Ｓｉｇｕｒｄｓｓｏｎ ＩＡ，Ｓｕｓｈｃｈｅｖｓｋａｙａ ＮＭ ａｎｄ
Ｔｅｋｌａｙ Ｍ．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ｃｒｕｓｔ 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ｍａｎｔｌ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ｍｅｌ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１６（５８２３）：４１２ － ４１７

Ｓｔｏｓｎａｃｈ Ｈ． ２００５．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ｂｅｎｃｈｔｏｐ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Ｐｏｗｄｅｒ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２０
（２）：１４１ － １４５

Ｓｕ ＢＸ，Ｑｉｎ ＫＺ，Ｊｉａｎｇ ＳＹ，Ｃａｏ ＭＪ，Ｚｈａｎｇ ＺＣ，Ｚｈａｎｇ ＨＬ，Ｘｕｅ ＧＱ，
Ｚｈｏｕ ＴＦ ａｎｄ Ｍｏ ＪＰ． ２０２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０３２１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２０２３，３９（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ｙｓｘｂ． ａｃ． ｃｎ



ｉｓｓｕｅ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ｉ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３９（４）：９６８ － ９８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ｕｎ ＹＬ ａｎｄ Ｓｕｎ Ｍ． ２００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ｔｒａｃｅ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ｕｌｔｒａｍａｆｉｃ ａｎｄ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ｙ ｑｕａｄｒｕｐｏｌ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２４（２）：２３２ － ２３６

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 ＰＪ． ２００１． Ｌａｓｅｒ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ＣＰ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ｔａｒｉｏ：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Ｔａｎ ＳＨ ａｎｄ Ｈｏｒｌｉｃｋ Ｇ． １９８６．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４０（４）：
４４５ － ４６０

Ｔａｙｌｏｒ ＶＦ，Ｔｏｍｓ 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ｅｒｉｃｈ ＨＰ． ２００２． Ａｃｉｄ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ｏｐｅｎｖｅｓｓｅｌ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３７２（２）：３６０ －
３６５

Ｔｏｗｅｔｔ ＥＫ，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ＫＤ ａｎｄ Ｃａｄｉｓｃｈ Ｇ． ２０１３．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ｏｔａｌ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ＴＸＲ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４６３ －
４６４：３７４ － ３８８

Ｕｃｈｉｄａ Ｈ，Ｕｃｈｉｄａ Ｔ ａｎｄ Ｉｉｄａ Ｃ． １９８０．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ｂｙ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１１６（２）：４３３ － ４３７

Ｕｎｋｓｏｖ ＶＡ ａｎｄ Ｌｏｄｏｃｈｎｉｋｏｖａ ＮＶ． １９６１．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ｎ ｉｇｎｅｏｕｓ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ｃｒｕｓｔ．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ｋｈｉｍｉｙａ），９：７３２

Ｖａｎ Ｌｏｏｎ ＪＣ ａｎｄ Ｐａｒｉｓｓｉｓ ＣＭ． １９６９．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ｍｅｔａｂｏｒａｔ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ｔｏｍ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ｔ，９４（１１２５）：１０５７ － １０６２

Ｖｅｒｍａ ＳＰ， Ｂｅｓｃｈ Ｔ， Ｇｕｅｖａｒａ Ｍ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ｌｚＤｏｂｒｉｃｈ Ｂ． １９９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ｅｌｖｅ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ｙｓｅｖｅｎ ａｎｄ ｔｅｎ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ｙｔｈｒｅ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ｙ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Ｇｅ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１６（２）：３０１ －
３０９

Ｖｉｃｔｏｒ ＡＨ． １９８７．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ｙ 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ａｔｏｍ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Ｇｅ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１１（２）：１８７ － １９２

Ｗａｌｓｈ ＪＮ． １９８０．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ｍｉｎ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Ｐａｒｔ Ｂ：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３５
（２）：１０７ － １１１

Ｗａｎｇ ＧＸ，Ｘｕ ＹＹ，Ｗａｎｇ Ｈ，Ｌｉｕ Ｆ，Ｗｕ Ｃ ａｎｄ Ｈｕ Ｑ． ２０１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Ｃｏ ａｎｄ Ｃｕ ｉｎ ｌａｔｅｒｉｔｅｎｉｃｋｅｌ ｏｒｅｓ ｂｙ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ａｔｏｍｉｃ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３０（５）：５７２ － ５７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 Ｊ，Ｓｕ ＢＸ，Ｔａｎｇ ＧＱ，Ｇａｏ ＢＹ，Ｗｕ ＳＴ ａｎｄ Ｌｉ Ｊ． ２０２０． Ｏｌｉｖｉｎｅ，
ｃｌｉｎ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 ａｎｄ ｏｒｔｈ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Ｌｉ ａｎｄ Ｏ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ｉｎｓｉｔｕ 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３６（４）：１２７４ － １２８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 Ｍ，Ｇｕ Ｙ，Ｌｕ Ｈ，Ｇｅ ＬＱ，Ｚｈａｎｇ ＱＸ ａｎｄ Ｚｅｎｇ ＧＱ． ２０２２． Ｍａｔｒｉｘ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ｒｏｃｋ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ａｎ ｉｎ ｓｉｔｕ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Ｐａｒｔ Ｂ：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１９３：
１０６４３８

Ｗａｎｇ ＳＪ，Ｒｕｄｎｉｃｋ ＲＬ，Ｇａｓｃｈｎｉｇ ＲＭ，Ｗａｎｇ Ｈ ａｎｄ Ｗａｓｙｌｅｎｋｉ ＬＥ．
２０１９． Ｍｅｔｈａ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２（４）：２９６ － ３００

Ｗａｎｇ ＸＨ，Ｌｉ ＧＨ，Ｚｈａｎｇ Ｑ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ＹＭ． ２００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 ｍｉｎ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ｉｔｅ ｂｙ ＸＲＦ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Ｇｅ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８（１）：８１
－ ８８

Ｗａｎｇ ＸＷ，Ｚｈｏｕ ＪＸ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ＱＸ．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ＣＰＯ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 ＆ Ｃｏ ｏｆ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０（２）：２００ － ２０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ｒｄ ＦＮ，Ｎａｋａｇａｗａ ＨＭ，Ｈａｒｍｓ ＴＦ ａｎｄ Ｖａｎ Ｓｉｃｋｌｅ ＧＨ． １９６９． Ａｔｏｍ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ｅｆｕｌ ｉ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１ －
４９

Ｗｅｉ ＪＱ，Ｇｕｉ ＢＹ，Ｚｈｕ Ｄ，Ｗａｎｇ Ｆ，Ｌｕ Ｌ ａｎｄ Ｐａｎ ＳＹ． ２０１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ｔ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ｙｒｉ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３３（４）：５８７ － ５９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ｈｉｔｅ Ｊ，Ｇａｍｍｏｎｓ ＣＨ ａｎｄ Ｚｉｅｇ ＧＡ． ２０１４． Ｐａｒ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ｕｔｔｅ ｓｈａｌｅｈｏｓｔｅｄ ｃｏｐｐｅ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Ｂｅｌｔ Ｂａｓｉｎ，
Ｍｏｎｔａｎａ，ＵＳＡ．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４９（３）：３３５ － ３５１

Ｗｕ ＧＬ，Ｚｈｕ ＪＭ，Ｗａｎｇ ＸＬ，Ｈａｎ ＧＬ，Ｔａｎ ＤＣ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ＳＪ． ２０１９． Ａ
ｎｏｖｅｌ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ｉ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ｂｙ ｄｏｕｂｌｅ ｓｐｉｋｅ ＭＣＩＣＰ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３４（８）：１６３９ － １６５１

Ｘｕｅ ＤＳ，Ｓｕ ＢＸ，Ｚｈａｎｇ ＤＰ，Ｌｉｕ ＹＨ，Ｇｕｏ ＪＪ，Ｇｕｏ Ｑ，Ｓｕｎ ＪＦ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ＳＹ． ２０２０．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１００ ｄｉｌｕｔｅｄ ｆｕｓｅｄ ｇｌａｓｓ
ｂｅａｄｓ ｆｏｒ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３５（１２）：２８２６ － ２８３３

Ｘｕｅ ＤＳ，Ｔｉａｎ ＨＣ，Ｚｈａｎｇ ＤＰ，Ｌｉｕ ＹＨ，Ｓｕｎ ＪＦ，Ｗｕ ＳＴ，Ｌｉｕ ＳＫ，Ｇｕｏ Ｓ
ａｎｄ Ｗａｎ Ｂ． ２０２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３５ ｄｉｌｕｔｅｄ ｆｕｓｅｄ
ｇｌａｓｓ ｄｉｓｋｓ ｗｉｔｈ １０ｍｇ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Ｘ
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ｒｏｃｋ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Ｐａｒｔ Ｂ：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１９３：１０６４３３

Ｙａｍａｓａｋｉ Ｔ． ２０１４． ＸＲＦ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ｕｓｉｎｇ １
１０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ｇｌａｓｓ ｂｅａｄ ａｎｄ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６５（７ －
８）：９７ － １０３

Ｙａｎｇ ＴＢ，Ｆａｎ ＸＹ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ＪＧ．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７（８）：１ － １２

Ｙｏｕｎｇ ＲＳ ａｎｄ Ｈａｌｌ ＡＪ． １９４６．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ｔｈｉｏｃｙａｎ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８（４）：２６４ － ２６６

Ｚａｃｋ Ｔ，Ｋｒｏｎｚ Ａ，Ｆｏｌｅｙ ＳＦ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ｓ Ｔ． ２００２．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ｕｔｉ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ｃｌｏｇ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ｇａｒｎｅｔ ｍｉｃａ
ｓｃｈｉｓｔ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８４（１ － ２）：９７ － １２２

Ｚｈａｎｇ Ｄ，Ｃｈｅｎ Ｙ，Ｍａｏ Ｑ，Ｓｕ Ｂ，Ｊｉａ ＬＨ ａｎｄ Ｇｕｏ Ｓ． ２０１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ｐｒｏｂｅ 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３５（１）：２６１ － ２７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 ＤＰ，Ｘｕｅ ＤＳ，Ｌｉｕ ＹＨ，Ｗａｎ Ｂ，Ｇｕｏ Ｑ ａｎｄ Ｇｕｏ ＪＪ． ２０２０．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ｉｘ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ｆｕｓ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Ｘ
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Ｓｅｎｓｏｒｓ，２０（１８）：５３２５

Ｚｈａｎｇ ＨＲ，Ｈｏｕ ＺＱ，Ｙａｎｇ ＺＭ，Ｓｏｎｇ ＹＣ，Ｌｉｕ ＹＣ ａｎｄ Ｃｈａｉ Ｐ． ２０２０． Ａ
ｎｅｗ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ｂａｌ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ｅｔｈｙａｎ ｃｏｂａｌｔｒｉｃｈ ｂｅｌ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３９（３）：５０１ － ５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ｏ Ｊ，Ｌｉａｎｇ ＪＬ，Ｌｏｎｇ ＸＰ，Ｌｉ Ｊ，Ｘｉａｎｇ ＱＲ，Ｚｈａｎｇ ＪＣ ａｎｄ Ｈａｏ ＪＬ．
２０１８．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ｍｂｏｉｄａｌ ｐｙ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ｒｌｉｎｓｔｙｌｅ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１０２：４２６ － ４３６

Ｚｈａｏ ＪＸ，Ｌｉ ＧＭ，Ｑｉｎ ＫＺ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Ｍ． ２０１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ｂａｌ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６４
（２４）：２４８４ － ２５０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ｏｎｇ Ｈ． ２０１７．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ｎ ｓｏｉｌ ｂｙ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 ｆｕｒｎａｃｅ
ａｔｏｍ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７（２）：１６６ － １６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附中文参考文献
陈潮炎，张侠． ２０１６． 红土镍矿中的钙、镁、铁、钴、镍等含量测定． 中

国资源综合利用，３４（１０）：２９ － ３０
褚宁，蒋晓光，李卫刚，王艳君． ２０１２． 过硫酸铵丁二酮肟光度法测

定红土镍矿中的镍． 岩矿测试，３１（３）：４７９ － ４８３

１３２１薛丁帅等：地质样品中钴、镍的分析进展



韩晓军． ２０１２． ＩＣＰ测定多金属矿样品中７种元素的研究． 中国非金
属矿工业导刊，（６）：３１ － ３２，３６

靳新娣，朱和平． ２０００． 岩石样品中４３种元素的高分辨等离子质谱
测定． 分析化学，２８（５）：５６３ － ５６７

李连仲． １９９１． 岩石矿物分析． 第３版． 北京：地质出版社，１ － １１０３
李小犁． ２０２１． 电子探针微量元素分析的一些思考． 高校地质学报，
２７（３）：３０６ － ３１６

苏本勋，秦克章，蒋少涌，曹明坚，张招崇，张宏罗，薛国强，周涛
发，莫江平． ２０２３． 我国钴镍矿床的成矿规律、科学问题、勘查
技术瓶颈与研究展望． 岩石学报，３９（４）：９６８ － ９８０

王国新，许玉宇，王慧，刘烽，吴骋，胡清． ２０１１．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法测定红土镍矿中镍钴铜． 岩矿测试，３０（５）：５７２
－ ５７５

王静，苏本勋，唐国强，高炳宇，吴石头，李娇． ２０２０． 橄榄石、单斜
辉石和斜方辉石锂、氧同位素原位微区分析标准物质及其微量

元素特征． 岩石学报，３６（４）：１２７４ － １２８４
王学伟，周家喜，陈庆仙． ２０１１． ＩＣＰＯＥＳ法测定岩石矿物中镍和钴

的方法改进． 云南地质，３０（２）：２００ － ２０３
魏均启，桂博艺，朱丹，王芳，鲁力，潘诗洋． ２０１９． 激光剥蚀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工作参数优化及在黄铁矿原位分析中的
应用． 资源环境与工程，３３（４）：５８７ － ５９２

张迪，陈意，毛骞，苏斌，贾丽辉，郭顺． ２０１９． 电子探针分析技术
进展及面临的挑战． 岩石学报，３５（１）：２６１ － ２７４

张洪瑞，侯增谦，杨志明，宋玉财，刘英超，柴鹏． ２０２０． 钴矿床类
型划分初探及其对特提斯钴矿带的指示意义． 矿床地质，３９
（９）：５０１ － ５１０

赵俊兴，李光明，秦克章，唐冬梅． ２０１９． 富含钴矿床研究进展与问
题分析． 科学通报，６４（２４）：２４８４ － ２５００

仲慧． ２０１７． 悬浮液直接进样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土壤中的
镍．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２７（２）：１６６ － １６８

２３２１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２０２３，３９（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ｙｓｘｂ． ａｃ． 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