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铝矾土 矿粉全成分分析 石英矿粉检测

产品名称 陕西铝矾土 矿粉全成分分析 石英矿粉检测

公司名称 鉴联国检（广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件

规格参数 报告用途:质量检测
需要样品量:150克
检测周期:5-7个工作日

公司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岑村沙埔大街323号B-5栋

联系电话 15915704209 13620111183

产品详情

矿石检测

矿石一般分为贫矿石、普通矿石和富矿石。有时仅分为贫矿石和富矿石，这种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一
般每个工业部门和矿区都有各自的计算范围。按所含有用矿物性质和利用的特征分为有色金属矿、贵金
属矿、黑色金属矿、和非金属矿。

  检测项目及检测范围                              

  矿石分类 检测范围             检测项目
有色金属矿石分析 铜矿、铅矿、锌矿、钨矿、钼矿、锡矿、锑矿

、铋矿、钴矿、镍矿等
元素品位检测矿石定性半定量分析
矿石全元素定量分析

贵金属矿石分析 金矿、银矿、钯矿、铱矿、钌矿、锇矿、铂族
金属矿等

黑色金属矿石分析 铁矿、锰矿、铬矿、钒矿、钛矿等
非金属矿石分析 石英石、萤石、石墨、磷矿、硫矿等

    品位检测：矿石中有用成分（元素或矿物）重量和矿石重量之比称为矿石品位，金、铂等贵金
属矿石用克/吨表示，其他矿石常用百分数表示。常用矿石品位来衡量矿石的价值，但同时矿物中有害杂
质的多少也影响矿石价值。 

    矿石定性半定量分析：对于未知矿石，可采用定性半定量分析，初步判定该矿物为何种矿石。 
     

     分析方法：



     1、干法分析
所用的试样无须制成溶液，如微谱分析、焰色分析、原子发射光谱法、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法等。

     2、湿法分析  需将试样配成溶液，常用的溶剂有水、酸、碱溶液。不溶于上述溶剂的试样
可用碳酸钠、、liusuan钾等助熔剂使试样熔融分解，然后再溶于水或稀酸。

    矿石全元素定量分析：在定性分析完成之后，通过化学分析以及一系列仪器，对该矿样进行所
有元素含量的准确测定（包括矿物中有害杂质的含量测定及微量元素的含量测定）。

    分析方法：

   1、化学分析法

  （1）容量分析法：酸碱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络合滴定法，沉淀滴定法等。

  （2）重量分析法

   2、仪器分析法

  （1）色谱分析法：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

  （2）电化学分析法：伏安分析法，库仑分析法，电位分析法

  （3）光学分析法：原子吸收法，原子发射法，红外光谱法，紫外光谱法，吸光光度法，拉曼光谱法

    更多检测详情，欢迎来电咨询了解！

我司可为各位新老客户检测的油品有八大类19小类166种产品500多个参数，其中燃料油类18种（含车用、航空、船用、炉用和其它燃料），润滑油类42种（含内燃机油、齿轮油、液压油、变压器油等），润滑脂类40种，石蜡类17种（含石蜡、白油、和凡士林等），沥青类7种，溶剂油类6种，有机化工类35种（含醇、醚、酮、酸及酯、芳烃等）和煤产品，还可检测石脑油、汽油润滑油及重质油品的Fe、Ni、V、Cr、Pb、Al、Cu、Zn、Na、Ca、Mg、P、Si、Hg、As等元素，其中能按国际先进标准进行检测的参数有100多个。

       鉴联检测有良好的内部机制，优良的工作环境以及良好的激励机制，由一批高素质、高水平、高效率的人才组成，拥有完善的技术研发力量、专 业的实验设备和成熟的售后服务团队。在检验检测领域有着丰富经验，拥有许多种检测手段，覆盖金属材料、有机分析，无机分析，仪器分析等检测手段。熟悉现行的GB/ISO/JIS/STMA/EN/DIN/BS/GOST等国内外先进的技术标准，掌握着新的检测方法。并与多家检测认证机构保持长期紧密合作关系，由鉴联检测出具的检测报告得到众多国际机构认可，我们有能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检测问题的解决方案。

检验请资询本公司李工





行业资讯：

鄂尔多斯盆地处在华北地台*西部，与中国西部活动区相邻，是一个典型的叠合盆地。古

生代到早、中三叠世，为古地台盆地。在其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发育克拉通边缘沉降盆地

，在地台内部发育克拉通坳陷盆地。印支运动以后，晚三叠世一早白垩世，由于受到特提

斯喜马拉雅构造域或西部“锋线”的强烈控制，发展成为＂板内前陆”盆地，差异沉降明

显，并叠加在古地台盆地之上。在其西部边缘东经1070；以西的铁盖素庙大断裂以西，发

展成为中生代（三叠纪－侏罗纪）的“前渊”凹陷，其中，仅晚三叠世延长组即沉积了30

00多米的砂泥岩系叠加在克拉通边缘沉降盆地之上。到了燕山期，“前渊”凹陷向板内盆

地发生逆冲，使西部边缘地区发生强烈褶皱、断裂和形变，形成西缘断褶带。所以今构造

在横向上西部是一个断褶带，白垩系构造层在盆地内呈现为自东向西的、东缓西陡、东宽

西窄的极不对称的“箕状盆地”。侏罗系及其下伏各构造层，则呈现一个单调的西倾单斜

。在纵向上，则呈现为槽台构造体制控制下的古地台盆地与板块构造体制控制下的板内盆

地的叠加。

鄂尔多斯盆地是一个压性盆地。印支运动以来，由于受中国西部特提斯构造域右旋扭动和

中国东部以左旋扭动综合作用的影响，迫使鄂尔多斯盆地所在的地壳上部，在中生代发生

明显的向南滑动。这种特点，不仅导致盆地南部弧形构造的发生，也是鄂尔多斯盆地走向

既非北东，亦非北西，而呈南北向的主要原因。鄂尔多斯盆地的地壳厚度一般为35千米左

右。根据动力学分析，要使它的表面产生弯曲变形，只能是异常宽缓的而且没有任何方向

性的孤立的拱起和洼陷，很少可能出现面积几十平方公里和几十米幅度的局部构造，这是

此区局部构造极不发育的原因。

在加里东期形成的构造背景上，中央是一个隆起，西部是一个坳陷，东部则是一个较浅凹

陷。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孙肇才等提出的中央隆起，是由位于盆地南部的庆阳隆起

和北部的乌审旗隆起组成，中间以一个鞍部相接（位于靖边一带、北纬370；～380；附近



），呈近南北向展布。隆起顶部均缺失上寒武统、奥陶系冶里组和亮甲山组，南部还缺失

下马家沟组，而上马家沟组仅厚55～76米。由于隆起幅度小，相对宽度来说，变化梯度很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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