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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铂矿中铂的含量处于超痕量水平，受检测限、空白值、杂质干扰及基体效应等因素影响，

铂的常规检测困难。近年来，随着检测技术进步及检测设备的更新，铂的检测方法也随着发展变化。

归纳了近年来铂的检测技术研究进展，分别对样品分布、分离与富集、样品分解及检测技术进行阐

述，并对铂的检测技术的发展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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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Platinum 
 

XIAO Hongxin, ZHUANG Aichun 

(Guangdong Industrial Analysis Testing Center, Guangzhou 510651, China) 

 

Abstract: Platinum in the ores belong to ultra trace level. Affected by the detection limit, the blank value, 

impurity interference and matrix effect factors, conventional detection of platinum is very difficult.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detection technology advancement and detection equipment updating, detection 

methods of platinum develop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platinum, respectively 

expounds distribution, separation and enrichment, decomposition and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sample were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of detecting technology of platinum wa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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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具有独特的物理性能及化学性质，广泛用于

科研及生产领域。纯铂具有良好的高温抗氧化性和

化学稳定性，易加工成形，铂合金常用于首饰与催

化网，铂化合物应用于化工、制药、炼油、汽车尾

气净化等领域。 

铂族金属在地壳中含量处于超痕量水平，常规

检测较为困难。我国铂矿资源比较贫乏，二次资源

回收成为铂的主要来源。铂的测定对铂的回收、贸

易及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最近几年铂的检测

技术研究进行综评，并对铂的检测技术的发展进行

展望。 

 

1 样品分布 
 

铂的样品最初集中铂原矿[1]、精矿[2]。随着铂

的广泛应用，含铂的样品扩展至各种的铂合金[3]、

铂化合物[4]、含铂催化剂[5]、含铂医药[6]、血清及组

织[7]、含铂溶液[8]及各种二次资源[9]等。这些样品对

铂提出了新的要求。 

 

2 样品分离与富集 

 

地质样品中铂含量很低，属于超痕量水平，赋

存状态存在含量不均匀、元素偏析现象，为了测定

结果更具有代表性，需要称取大量样品富集其中微

量铂，这样可以提高检测信号，降低检测限，同时

通过分离消除背景干扰、元素干扰、基体效应，分

离富集方法主要分为火法与湿法：火法有铅试金、

铋试金、锍镍试金、锡试金；湿法有沉淀、吸附、

离子交换、共沉淀、萃取、浮选及流动注射等分离

富集技术。铂的分离富集研究代表文献如表 1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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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铂的分离富集方法 

Tab.1 Separation enrichment method of platinum 

类别 分离富集方法 应用对象 检测方法 文献 

铅试金 阳极泥 ICP-AES 10 

锡试金 地质样品 ICP-MS 11 

铋试金 贫铂矿石 ICP-MS 12 

硫镍试金法 汽车催化剂 ICP-MS 13 

干法 

铋锑试金 铜镍矿 ICP-AES 14 

阳离子交换树脂 岩矿 
石墨炉原 

子吸收法 
15 

阴离子交换树脂 地质样品 ICP-MS 16 

真空蒸馏 废电路板贵金属冶余物料 ICP-AES 17 

碱熔-碲共沉淀 石油化工废催化剂不溶渣 ICP-AES 18 

改性木质素 铜精矿 ICP-AES 19 

流动注射在线 地球化学样品 电热原子吸收法 20 

聚氨酯泡塑富集硫脲解脱 地质样品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21 

KI-溴化十六烷基吡啶-水体系浮选 Ni-Pt/Al2O3 催化剂 分光光度法 22 

2-(4-羧基苯偶氮)苯并噻唑固相萃取 催化剂 分光光度法 23 

湿法 

活性炭 矿石 极谱法 24 

 

3 样品分解 

 

分解样品就是将铂全部转为离子状态存在于被

测溶液中。分解样品一般有酸溶与碱熔：酸溶分为

单酸、混合酸、酸+氧化剂、酸+络合剂等，对于难

溶样品，酸溶过程中采取微波溶样、高压溶样，或

者酸溶碱熔相结合分解样品。酸溶具有经济性、便

捷性以及空白值低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样品

的分解试验中，对于酸不能分解完全的试样，可采

用碱熔分解，碱熔就是通过将熔剂和试样相混，在

高温条件下，试样中的铂转变为易溶于水或酸的化

合物，但碱熔引进大量溶剂的阳离子和坩埚物质，

检测过程中需消除干扰或采取预先分离避免干扰。

含铂样品的分解技术研究代表文献表 2 所列。 

 

表 2 样品分解方法 

Tab.2 Decomposition method sample 

类别 分解技术 检测方法 应用 文献 

0.1 g 样品+15 mL 硝酸(1+) ICP-AES 银合金 25 

0.3 g 样品+2.5 mL 盐酸+水合肼还原 氯铂酸按重量法 氧化铂 26 

10 g 样品+30 mL 盐酸+0.25 g 氯酸钾+ 

5.0 g 氯化钠+0.5 g 氟化氢铵 
分光光度法 地球化学样品 27 

单酸 

10 g 样品+80 mL 6 mol/L HCl+5.g KClO3 ICP-MS 地球化学勘探样品 28 

混合酸 0.1 g 样品+10mL 王水 ICP 光谱仪差减法 铂合金 29 

5~30 g 样品+80~100 mL (1+1)王水+ 

5~10 mL 氢氟酸 
极谱法 矿石 24 

10 g 样品+10 mL 盐酸，50 mL 王水+ 

10 mL 氢氟酸 
ICP-MS 铜精矿 30 

0.2 g 样品+4 mL 高氯酸+15 mL 氢氟酸 ICP-AES 基板玻璃 31 

酸溶 

常压 

10~20 g 样品+50 mL 盐酸+10 mL 双氧水 ICP－AES 地质样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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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Tab.2 Continued) 

类别 分解技术 检测方法 应用 文献 

高压 
10 g 样品+30 mL 盐酸+5.0 mL 双氧水水+ 

2.0 g 高氯酸钾 
ICP-MS 地质样品 33 

微波 
0.2 g 样品+5 mL HNO3+ 2 mL HF 或 5 mL HCl 

+2 mL HF 或 5 mL 王水+ 2 mL HF 
AAS 硅橡胶催化剂 34 酸溶 

卡洛斯 

管高压 
12 g 样品+25 mL HNO3+15 mL HCl ICP-MS 地质样品 35 

0.5 g 样品+4 g 过氧化钠 ICP-AES 废催化剂不溶渣 36 
单碱 

0.2 g 样品+5 g 锌粉+20 g 锌粒+4 g 过氧化钠 ICP-AES 砂铂矿 37 碱熔 

混合碱 0.2 g 样品+0.5 g 氢氧化钠+1.5 g 过氧化钠 ICP-MS 硫铁矿单矿物 38 

酸溶碱 

熔结合 

先酸溶， 

再碱熔不 

溶渣 

在微波条件下用酸溶并结合碱熔方法分解 

样品，使用 H3BO3 进行络合，减少了酸解 

的氟化物残余物,阳离子交换树脂分离富集 

ICP-MS 地质样品 39 

氯化法 
样品与 NaCl 充分混合,在氯气气氛下加热 

到 550~600℃，铂族元素变为易溶的氯化物 
ICP-MS 岩石 40 

卤化法 

氟化法 
样品与氟化物(BrF3 和 KBrF4)反应，氧化氟 

化过程，随后将氟化合物转化为氯化物 
ICP-MS 地球化学样品 41 

 

4 检测方法 

 

高含量铂的测定一般采用氯铂酸按重量法，也

可以使用滴定法测定，低含量的铂检测方法众多，

主要检测技术有：光度法、电化学法、原子吸收法、

中子活化法、发射光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与原子

发射光谱、质谱联用技术、X 荧光、液相色谱等。

铂的检测研究代表文献表 3 所列。 

 

表 3 铂的检测方法 

Tab.3 Detection method of platinum 

检测方法 测定条件 应用 文献 

重量法 氯铂酸铵重量法 水合肼还原 氧化铂 26 

EDTA 返滴定法 
加入过量的 EDTA，酸度 pH 值在 5~6， 

以二甲酚橙为指示剂，用酷酸锌滴定 
酸性镀铂溶液 42 

容量法 

电位滴定法 Pd、Pt 经 NaHCO3 分离 Pd-Pt 二元合金 43 

DbDo 光度法 真空蒸馏预富集 废电路板贵金属冶余物料 17 

分光光度法 
催化动力学光度法 

以酸性铬蓝 K 为指示剂，对铂在 

稀硫酸介质中催化溴酸钾氧化 

合成样品 

及含铂催化剂 
44 

空气-乙炔 微波消解样品，采用 CuSO4 作干扰抑制剂 硅橡胶催化剂 34 

电热 流动注射在线同时分离富集 地球化学样品 20 
原子吸收光谱法 

石墨炉 
采用 50%王水封闭溶样，氯化亚锡还原，聚氨 

酯泡塑富集，20 g/L 硫脲-20%盐酸溶液解脱 
地质样品 2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分析波长：214.424 nm 锡阳极泥 10 
发射光谱法 

电弧发射光谱法 铅试金富集 岩石及地球化学试样 45 

等离子体质谱法 锡试金富集，以 Lu 为内标元素 地质样品 11 

电化学法 催化极谱法 硫酸-氯化铵-六次甲基四胺-硫酸肼体系 矿石 24 

中子活化法 镍梳试金富集 地质样品 46 

X 射线荧光 激发电压为 60 kV、电流为 50 mA，黄铜滤光片 铂铑合金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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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Tab.3 Continued) 

检测方法 测定条件 应用 文献 

液相色谱法 
流动相为 75%甲醇，检测波长 254 nm， 

流速 1.0 mL/min，柱温 35℃ 
人血清 7 

化学发光法 在碱性介质中，鲁米诺-5-磺基水杨酸体系流动注射 地球化学样品 48 

 

 

5 展望 

 

近年来，铂的检测方法很多，灵敏度、选择性

不断提高，检测限逐渐降低。在铂的检测研究过程

中，应加强对铂的分离富集研究，提高回收率，加

强现代先进仪器测定铂的技术开发，发挥仪器的灵

敏度高，选择性强，线性好，速度快等优势，朝着

快、准、低、自动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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