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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对稀有多金属矿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微区化、微量化，作为其重要研究手段之一，电子探针定

量分析在微量元素测试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在微量测试过程中，除了增大测试束流，提高测试时间来降低

检出限以外，更要注意去除来自其他元素，特别是主量元素的干扰。在日常测试稀有多金属样品的过程中，

Ｓｉ、Ｔａ、Ｗ三个元素存在相互干扰，这种干扰对影响微量元素的测试结果，且因含量低不易被察觉，从而影响
最终结论的准确性。本文以ＳＰＩ标样公司的ＳｉＯ２、金属Ｔａ和Ｗ为研究对象，查明Ｓｉ、Ｔａ、Ｗ三者之间在不同
测试条件下的干扰关系并给出建议：硅酸盐测试中，Ｓｉ建议使用ＴＡＰ－Ｋα，Ｔａ和Ｗ建议使用ＬＩＦ－Ｌα；铌钽
矿测试中，Ｓｉ、Ｔａ、Ｗ建议分别使用ＰＥＴ－Ｋα、ＰＥＴ－Ｍα和ＴＡＰ－Ｍβ，并配合Ｔａ对Ｓｉ的干扰校正测试结果更
为准确。

关键词：稀有多金属矿床；硅；钽；钨；电子探针；谱线干扰

要点：

（１）电子探针测试过程中，Ｓｉ、Ｔａ、Ｗ三元素谱峰重叠，互相干扰。
（２）仅Ｓｉ为主量时，Ｔａ和Ｗ建议使用ＬＩＦ－Ｌα。仅Ｔａ为主量时，Ｓｉ建议使用ＰＥＴ－Ｋα并配合 Ｔａ对 Ｓｉ的

干扰校正，Ｗ建议使用ＴＡＰ－Ｍβ。仅Ｗ为主量时，Ｓｉ和Ｔａ建议使用ＰＥＴ－Ｋα和ＰＥＴ－Ｍα。
（３）Ｔａ和Ｗ均为主量时，Ｓｉ建议使用ＰＥＴ－Ｋα并配合Ｔａ对Ｓｉ的干扰校正，Ｗ和Ｔａ建议使用ＴＡＰ－Ｍβ和

ＰＥＴ－Ｍα。
中图分类号：Ｐ５７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电子探针作为矿物微区地球化学研究的重要技

术手段之一，为研究矿物中元素赋存状态、变化趋势

及矿物组合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１－３］，为研

究岩浆作用过程、矿物成因机制、成矿物质来源及矿

床形成过程提供依据［４－７］，是稀有多金属矿床地球

化学分析的重要手段之一［８－９］。不仅是微区，近些

年电子探针在微量元素分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１０－１６］。针对一些样品数量少、微米级的细小矿物

颗粒、环带分区细小复杂或者包裹体矿物连生体等

这些不满足激光剥蚀束斑大小的矿物的微量测试、

Ｕ－Ｔｈ－Ｐｂ定年测试，开始考虑选择用探针来尝试
分析［１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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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探针的测试其实是对已知浓度的标样进行

强度测试，建立元素浓度与计数强度的关系，然后经

过比较计算、数据校正得到目标元素的含量，是一种

比较分析法。在测试微量元素时，电子探针存在计

数强度低、峰背比低等不可回避的缺点［２１－２２］，来自

主量元素的干扰不仅会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而

且不易通过总量来直观地判断数据合理性，在进行

测试条件设置时容易被忽视，从而可能产生一些不

正确的数据和结论。采用波谱进行微量元素的定量

分析时，为了同时保证数据的准确度和精确度，除了

通过增加电压、电流和测试时间来增强微量元素的

计数强度，还需要从晶体选择、元素 Ｘ线系选择、上
下背景位置设置、标样选择、干扰校正、脉冲高度分

析器（ＰＨＡ）设置等各方面细致且专业地去设置仪
器参数，优化实验条件，避免元素之间的干扰［２３－２５］。

稀有金属花岗岩中铌、钽、钛、锆、钨、锡等元素

的化学性质相近似，这些元素经常以类质同象的形

式存在。例如：花岗岩类中铌和钽常呈类质同象体

分散在黑云母、角闪石、钛铁矿、金红石或磁铁矿中，

已有研究统计，６０％ ～８６％的铌和５０％ ～７２％的钽
分散在有“黑色仓库”之称的黑云母之中［２６－３０］；所

以在测试过程中经常会同时测试 Ｓｉ、Ｔａ、Ｗ三个元
素，而三者Ｘ射线能量相近，同一分光晶体谱峰位
置相邻，谱峰重叠。本文旨在查清 Ｓｉ、Ｔａ、Ｗ三者之
间的干扰关系，针对不同矿物种类，验证三元素分析

测试条件的准确性，给出三元素条件设定建议。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样品

为了查明三元素之间的干扰关系，最好选择只

含其中一种元素的样品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本文研

究对象为ＳＰＩ公司标样中的石英（ＳｉＯ２）、金属Ｔａ和
金属Ｗ；作为标样其成分均一，含量参考值分别为：
ＳｉＯ２１００％，Ｔａ１００％，Ｗ１００％。
１．２　样品分析测试方法

Ｓｉ的Ｋα、Ｔａ的Ｍα、Ｗ的Ｍα线系Ｘ射线能量分
别为：１．７１０ｋｅＶ、１．７７５ｋｅＶ和１．７４０ｋｅＶ能量非常接
近。根据电子探针原理公式（１），对于同一晶体，Ｔａ
的Ｍα、Ｗ的Ｍα、Ｓｉ的Ｋα谱线位置也十分接近，如采
用ＴＡＰ晶体测量，三者的谱线位置分别为７８．８４ｍｍ、
７５．９１ｍｍ、７７．４７ｍｍ，相邻距离差均在３ｍｍ以内，元素
之间会有峰位叠加、相互干扰的风险［３１］（图１）。

Ｌ＝ｎλｄ （１）

图１　元素Ｓｉ、Ｔａ、Ｗ特征谱峰重叠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Ｐｅａｋｏｖｅｒｌａｐ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Ｓｉ，ＴａａｎｄＷ

式中：ｎ为衍射的等级，λ为 Ｘ射线波长，ｄ为分光
晶体晶面间距，Ｒ为罗兰圆半径。

本文以含单一元素的石英（ＳｉＯ２）、金属Ｔａ和金
属Ｗ为研究对象，对各元素采用不同的测试条件进
行分析，根据结果得到三者之间的干扰关系，给出合

适的测试方法选择，拟对稀有多金属矿床的电子探

针测试提供帮助。

本次实验是在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测试中

心进行。所用仪器型号为日本电子 ＪＥＯＬＪＸＡ－
８２３０型电子探针，配备５道波谱，具体配置信息见
表１。测试条件为：电压１５ｋＶ，电流２０ｎＡ，峰位采集
时间／背景采集时间：主量元素选择 １０／５ｓ，微量元
素选择３０／１５ｓ～６０／３０ｓ。测试元素为 Ｓｉ、Ｔａ、Ｗ，其
种一种元素作为单一主量元素时，不受其他两种元

素干扰，优先考虑计数强度高、误差波动小、检出限

低的ＴＡＰ晶体测试α线系。而作为微量元素，尽量
选择大罗兰圆大分光晶体（Ｌ型）来测试，同时满足
分辨率高和计数强度高［３２］。此外，Ｓｉ的 Ｋβ线系计
数太低，检出限太高，不作为选择之一进行实验。最

终确定作为微量测试时，Ｓｉ选择 ＴＡＰ－Ｋα、ＰＥＴ－
Ｋα，Ｔａ和Ｗ选择ＴＡＰ－Ｍα、ＴＡＰ－Ｍβ、ＰＥＴＬ－Ｍα、
ＰＥＴＬ－Ｍβ、ＬＩＦＬ－Ｌα进行实验。上下背景位置：三
元素峰位相邻很近，在默认±５ｍｍ的上下背景值可

表１　ＪＸＡ－８２３０型电子探针谱仪配置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１　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ＸＡ－８２３０ＥＰＭＡ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波谱道数 晶体类型 计数器类型 分光晶体
罗兰圆半径

（ｍｍ）
ＣＨ１ ＸＣＥ型 ＧＰＣ ＴＡＰ／ＬＤＥ１ １４０
ＣＨ２ ＸＣＥ型 ＧＰＣ ＴＡＰ／ＬＤＥ２ １４０
ＣＨ３ ＸＣＥ型 ＸＰＣ ＬＩＦ／ＰＥＴＪ １４０
ＣＨ４ Ｈ型 Ｈ－ＸＰＣ ＬＩＦＨ／ＰＥＴＨ １００
ＣＨ５ Ｌ型 ＸＰＣ ＬＩＦＬ／ＰＥＴＬ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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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在其他两个元素的峰位或者峰的拖尾处，由于

微量元素的峰背比低，峰值强度较背景强度并未高

出太多，即使因测量位置的微小偏差带来的微弱干

扰，也会对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３３］，因此在测试时

需要根据定性分析谱图对上下背景位置进行调整，

避免因背景扣除带来的偏差。

本次实验测试条件对应样品编号及选用的上下

背景位置见表２。

表２　样品编号及背景位置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ａｍｐ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样品编号

Ｓｉ Ｔａ Ｗ

晶体－线系
上背景

（Ｂｇ－）

下背景

（Ｂｇ＋）
晶体－线系

上背景

（Ｂｇ－）

下背景

（Ｂｇ＋）
晶体－线系

上背景

（Ｂｇ－）

下背景

（Ｂｇ＋）

Ｓｉ－Ａ ＴＡＰ－Ｋ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ＴＡＰ－Ｍα ８．１８ ５．００ ＴＡＰ－Ｍα ５．１９ ５．４２
Ｓｉ－Ｂ ＴＡＰ－Ｋ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ＴＡＰ－Ｍβ ５．００ ５．００ ＴＡＰ－Ｍβ ５．００ ７．３０
Ｓｉ－Ｃ ＴＡＰ－Ｋ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ＰＥＴＬ－Ｍα ８．４８ ５．００ ＰＥＴＬ－Ｍα ９．３１ １０．１３
Ｓｉ－Ｄ ＴＡＰ－Ｋ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ＰＥＴＬ－Ｍβ ５．００ ６．１４ ＰＥＴＬ－Ｍβ ５．００ ５．７４
Ｓｉ－Ｅ ＴＡＰ－Ｋ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ＬＩＦＬ－Ｌα ５．９６ ７．０９ ＬＩＦＬ－Ｌ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Ｔａ－Ａ ＴＡＰ－Ｋα ５．００ ６．４４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３０
Ｔａ－Ｂ ＴＡＰ－Ｋα ５．００ ６．４４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ＴＡＰ－Ｍβ ７．５２ ８．０３
Ｔａ－Ｃ ＴＡＰ－Ｋα ５．００ ６．４４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ＰＥＴＬ－Ｍα ５．００ ４．４５
Ｔａ－Ｄ ＴＡＰ－Ｋα ５．００ ６．４４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ＰＥＴＬ－Ｍβ ５．００ ３．９１
Ｔａ－Ｅ ＴＡＰ－Ｋα ５．００ ６．４４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ＬＩＦＬ－Ｌ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Ｔａ－Ｆ ＰＥＴＬ－Ｋα ９．９４ ９．４３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ＴＡＰ－Ｍβ ７．５０ ９．７６
Ｗ－Ａ ＴＡＰ－Ｋα ６．４４ ５．００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Ｗ－Ｂ ＴＡＰ－Ｋα ６．４４ ５．００ ＴＡＰ－Ｍβ ５．６５ ５．００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Ｗ－Ｃ ＴＡＰ－Ｋα ６．４４ ５．００ ＰＥＴＬ－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Ｗ－Ｄ ＴＡＰ－Ｋα ６．４４ ５．００ ＰＥＴＬ－Ｍβ ５．００ ５．００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Ｗ－Ｅ ＴＡＰ－Ｋα ６．４４ ５．００ ＬＩＦＬ－Ｌ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Ｗ－Ｆ ＰＥＴＬ－Ｋα ８．８７ ５．００ ＰＥＴＬ－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ＴＡＰ－Ｍα ５．００ ５．００

２　结果与讨论
按照上述各种测试条件，对三组样品进行测试

（表３），并将测试结果绘制成柱状图（图２）。
２．１　ＳｉＯ２测试结果分析

从ＳｉＯ２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Ｓｉ作为主量元素
时，Ｔａ和Ｗ采用Ａ、Ｂ、Ｃ、Ｄ四种条件都会存在不同程
度干扰。特别是在Ｂ测试条件下，由于干扰严重，干
扰产生较多的Ｔａ和Ｗ，会对Ｓｉ的ＺＡＦ校正系数存在
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Ｓｉ含量偏高。只有在Ｅ测试
条件下，也就是采用晶面间距更小的 ＬＩＦ晶体测试
Ｌα线系，可以将Ｓｉ与Ｔａ和Ｗ区分开来，Ｓｉ作为主量
元素不会对微量元素Ｔａ和Ｗ产生干扰。这对微区
原位测试花岗岩中含钨及含铌钽的硅酸盐矿物（如云

母、榍石等），研究花岗岩成矿能力控制、花岗岩与成

矿作用的关系都是值得注意的［３４－３５］。

２．２　金属Ｔａ测试结果分析
Ｔａ对Ｓｉ和Ｗ的干扰情况，从金属Ｔａ的测试结

果可以看出，Ｓｉ无论采用 ＴＡＰ还是 ＰＥＴＬ都无法避
免Ｔａ对Ｓｉ的干扰。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考虑采用
干扰更小的ＰＥＴＬ－Ｋα（Ｆ测试条件）并对其进行干
扰校正，进而扣除 Ｔａ对 Ｓｉ的干扰。而对于 Ｗ元
素，在Ａ、Ｃ、Ｅ、Ｆ四种测试条件下，都存在一定程度
的干扰，选择 Ｂ、Ｄ测试条件，则会避开 Ｔａ的干扰。
也就是说测试 Ｗ时，选择 Ｍβ线系，无论采用 ＴＡＰ
还是ＰＥＴＬ都可以做到不受 Ｔａ的干扰，建议采用计
数更高的ＴＡＰ－Ｍβ来测试。
２．３　金属Ｗ测试结果分析

从金属Ｗ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Ｗ作为主量元
素时，Ｓｉ选择ＴＡＰ－Ｋα进行测试存在一定的干扰，
选择ＰＥＴＬ－Ｋα能够很好地避免干扰。Ｔａ元素在
Ａ、Ｂ、Ｄ测试条件下都能测试到一定含量的 Ｔａ，在
Ｃ、Ｅ、Ｆ测试条件下不存在干扰情况。也就是说，Ｔａ
可以选择ＰＥＴＬ－Ｍα或者 ＬＩＦＬ－Ｌα进行测试可以
避免来自Ｗ对 Ｔａ的干扰，建议选择计数强度更高
的ＰＥＴＬ－Ｍα测试结果更为准确。

钽、钨两元素经常以类质同象的形式存在［２６］，

因此，无论是测试铌钽矿还是钨矿，测试中都要注意

它们之间互相干扰的问题，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

结果。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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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ＳＰＩ样品测试结果、误差和检出限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ＳＰＩ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编号

Ｓｉ Ｔａ Ｗ

含量

（％）
１σ误差
（％）

检出限

（μｇ／ｇ）
含量

（％）
１σ误差
（％）

检出限

（μｇ／ｇ）
含量

（％）
１σ误差
（％）

检出限

（μｇ／ｇ）

总量

（％）

Ｓｉ－Ａ－０１ １００．７１ ０．２３ １５８．００ ０．６７ ４．０１ １４７．００ １．１１ ２．６６ １４０．００ １０２．４９
Ｓｉ－Ａ－０２ ９９．６９ ０．２３ １６４．００ ０．６７ １．００ １４７．００ １．０７ ２．７８ １４６．００ １０１．４３
Ｓｉ－Ａ－０３ １００．３１ ０．２３ １５２．００ ０．７０ ３．８６ １４６．００ １．１７ ２．５６ １４１．００ １０２．１９
Ｓｉ－Ｂ－０１ １０３．７７ ０．２３ １６１．００ ７．５２ １．１４ ３９３．００ ６．３４ １．１７ ３２４．００ １１７．６２
Ｓｉ－Ｂ－０２ １０３．２２ ０．２３ １６６．００ ７．４１ １．１６ ４０５．００ ６．４６ １．１６ ３１７．００ １１７．０９
Ｓｉ－Ｂ－０３ １０２．７６ ０．２３ １５７．００ ７．４６ １．１５ ３９９．００ ６．２２ １．１９ ３２８．００ １１６．４４
Ｓｉ－Ｃ－０１ ９９．７４ ０．２３ １７１．００ ０．０７ ３４．１９ １６９．００ ０．１２ １７．６９ １３７．００ ９９．９４
Ｓｉ－Ｃ－０２ ９８．９４ ０．２３ １６９．００ ０．１２ ２０．９０ １５８．００ ０．１０ ２３．０８ １５５．００ ９９．１６
Ｓｉ－Ｃ－０３ ９９．６３ ０．２３ １６９．００ ０．１０ ２５．４０ １６０．００ ０．０９ ２４．２０ １４６．００ ９９．８１
Ｓｉ－Ｄ－０１ １００．８７ ０．２３ １６５．００ ０．９５ ９．９３ ８１３．００ ２．６７ ３．７６ ４８６．００ １０４．４９
Ｓｉ－Ｄ－０２ １００．７４ ０．２３ １６５．００ １．０５ ９．１７ ８０４．００ ２．７０ ３．７８ ５１４．００ １０４．４９
Ｓｉ－Ｄ－０３ １００．７３ ０．２３ １５６．００ ０．９４ １０．５０ ８７９．００ ２．５３ ３．９１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４．２１
Ｓｉ－Ｅ－０１ １００．５０ ０．２３ １５９．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７．００ ／ ５２４．９９ ２５４．００ １００．５１
Ｓｉ－Ｅ－０２ １００．３８ ０．２３ １５６．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７．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１００．３８
Ｓｉ－Ｅ－０３ １００．４５ ０．２３ １５７．００ ／ ３６６．４５ ２２３．００ ／ １０９．８７ １７８．００ １００．４８
Ｔａ－Ａ－０１ ０．６６ １．６３ ６８．００ １０１．０９ ０．２８ ３２３．００ １４．７０ ０．５６ ２０１．００ １１６．４４
Ｔａ－Ａ－０２ ０．７０ １．５６ ６９．００ １００．７５ ０．２８ ３２４．００ １４．８０ ０．５５ １９７．００ １１６．２５
Ｔａ－Ａ－０３ ０．６６ １．６２ ６８．００ １００．５８ ０．２９ ３１０．００ １４．７２ ０．５６ １９８．００ １１５．９６
Ｔａ－Ｂ－０１ ０．７６ １．４５ ６１．００ １００．９７ ０．２８ ３２６．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１．００ １０１．７３
Ｔａ－Ｂ－０２ ０．７４ １．４７ ６１．００ １００．５９ ０．２８ ３２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４６７．００ １０１．３３
Ｔａ－Ｂ－０３ ０．７５ １．４７ ６１．００ １００．６０ ０．２８ ３１７．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４６２．００ １０１．３５
Ｔａ－Ｃ－０１ ０．７８ １．４１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６６ ０．２８ ３１９．００ ３．１２ １．５５ １７９．００ １０４．５５
Ｔａ－Ｃ－０２ ０．８５ １．３３ ６１．００ １００．８０ ０．２９ ３２９．００ ２．７８ １．７７ ２０６．００ １０４．４３
Ｔａ－Ｃ－０３ ０．７８ １．４１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２４ ０．２９ ３２３．００ ３．０３ １．６３ １９３．００ １０４．０５
Ｔａ－Ｄ－０１ ０．７６ １．４５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９９ ０．２８ ３１９．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６．００ １０１．７５
Ｔａ－Ｄ－０２ ０．７５ １．４６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７４ ０．２８ ３２８．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１０１．５０
Ｔａ－Ｄ－０３ ０．７５ １．４７ ６０．００ １０１．２４ ０．２８ ３３１．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２．００ １０１．９９
Ｔａ－Ｅ－０１ ０．６６ １．６７ ６７．００ １００．６９ ０．２９ ３３１．００ ０．２３ １７．７０ ３９２．００ １０１．５８
Ｔａ－Ｅ－０２ ０．６７ １．６５ ６６．００ １００．６８ ０．２９ ３２７．００ ０．２７ １５．１３ ３９０．００ １０１．６２
Ｔａ－Ｅ－０３ ０．６９ １．６１ ６７．００ １０１．６４ ０．２８ ３２５．００ ０．１９ ２１．００ ３９２．００ １０２．５３
Ｔａ－Ｆ－０１ ０．１１ ７．７６ ５２．００ １００．９１ ０．２８ ３２９．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６．００ １０１．０２
Ｔａ－Ｆ－０２ ０．０９ ９．４４ ５６．００ １００．７９ ０．２８ ３２１．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５．００ １００．８８
Ｔａ－Ｆ－０３ ０．１０ ８．４４ ５６．００ １００．３９ ０．２８ ３２３．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５４７．００ １００．４９
Ｗ－Ａ－０１ ０．１２ ４．４４ ６４．００ ０．３０ ６．６７ １７６．００ ９９．０３ ０．２８ ３４５．００ ９９．４５
Ｗ－Ａ－０２ ０．１２ ４．５９ ６４．００ ０．３１ ６．４０ １７２．００ ９８．５２ ０．２９ ３３７．００ ９８．９４
Ｗ－Ａ－０３ ０．１２ ４．３５ ６３．００ ０．３１ ６．４０ １７５．００ ９９．０４ ０．２８ ３３３．００ ９９．４８
Ｗ－Ｂ－０１ ０．１２ ５．１３ ６５．００ １８．７７ ０．５６ ５１８．００ １０６．９９ ０．２９ ３４５．００ １２５．８７
Ｗ－Ｂ－０２ ０．１３ ４．５８ ６４．００ １８．６３ ０．５７ ５４４．００ １０７．５６ ０．２８ ３５２．００ １２６．３１
Ｗ－Ｂ－０３ ０．１３ ４．６１ ６４．００ １８．７１ ０．５６ ５３５．００ １０８．１４ ０．２８ ３３７．００ １２６．９７
Ｗ－Ｃ－０１ ０．１２ ４．５０ ６４．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 ９８．３７ ０．２９ ３３４．００ ９８．４９
Ｗ－Ｃ－０２ ０．１３ ４．２６ ６３．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５．００ ９９．５１ ０．２８ ３３２．００ ９９．６３
Ｗ－Ｃ－０３ ０．１２ ４．４６ ６３．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９．００ ９９．３８ ０．２８ ３３４．００ ９９．５０
Ｗ－Ｄ－０１ ０．１３ ４．２１ ６３．００ ２．４４ ４．３０ １０９３．００ １００．４３ ０．２８ ３４３．００ １０３．００
Ｗ－Ｄ－０２ ０．１２ ４．６２ ６５．００ ２．６７ ４．０５ １１０１．００ １０１．１３ ０．２８ ３３３．００ １０３．９２
Ｗ－Ｄ－０３ ０．１２ ４．４９ ６４．００ ２．５６ ４．１８ １１１０．００ ９９．９７ ０．２９ ３４７．００ １０２．６５
Ｗ－Ｅ－０１ ０．１２ ４．５２ ６５．００ ／ １０９．３７ ５１５．００ ９９．３２ ０．２８ ３３６．００ ９９．４８
Ｗ－Ｅ－０２ ０．１２ ４．５０ ６５．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９．００ ９９．９７ ０．２８ ３３７．００ １００．０９
Ｗ－Ｅ－０３ ０．１２ ４．４０ ６４．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６．００ ９９．７７ ０．２８ ３４３．００ ９９．９０
Ｗ－Ｆ－０１ ／ ８４．１６ ６７．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４．００ ９９．７１ ０．２８ ３３５．００ ９９．７２
Ｗ－Ｆ－０２ ／ １９７８．０６ ６７．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０．００ ９９．６４ ０．２８ ３４１．００ ９９．６４
Ｗ－Ｆ－０３ ／ １００．００ ６８．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９．００ ９９．８５ ０．２８ ３３７．００ ９９．８５

注：“／”表示低于检出限。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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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测试结果柱状图
Ｆｉｇ．２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ＳｉＯ２；ｂ—ｍｅｔａｌＴａ；ｃ—ｍｅｔａｌＷ）

３　结论
本次研究针对日常测试中遇到的 Ｓｉ、Ｔａ、Ｗ元

素谱峰位置重叠问题，以ＳＰＩ标样公司的ＳｉＯ２、金属
Ｔａ和Ｗ为研究对象，仔细梳理了三者之间的干扰
关系。在实际的电子探针测试过程中，待测矿物很

少为单一主量矿物，大多数样品都要比本文研究对

象的成分复杂得多，需要透彻理解元素干扰、谱峰重

叠的原理以及谱峰剥离的方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以保证测试数据的准确性。例如，当 Ｔａ和 Ｗ
都有一定含量时，建议Ｓｉ使用 ＰＥＴ－Ｋα配合 Ｔａ对
Ｓｉ的干扰校正，Ｗ采用ＴＡＰ－Ｍβ，Ｔａ选择ＰＥＴ－Ｍα

进行测试更为合理。

本文只讨论元素之间干扰问题，对于采用电压

１５ｋＶ、电流２０ｎＡ、主量元素计数时间１０／５ｓ、微量元
素计数时间３０／１５ｓ～６０／３０ｓ是否合适，需要根据矿
物中Ｓｉ、Ｔａ、Ｗ元素的不同含量来具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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