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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1 ̆ ҹ ֜ ̔ ╕ ѿ ҹ№ Ȃ

E.9.2 ̔ 0.10 g ╕[C6H4SN(CH3)C:NNH2·HCl̆ MBTH]̆ⱴ ̆ẁԍ

100 mLΐ Ҭ̆ⱴ ┴ Ȃ — ҬḠ ̆ 3 dȂ
E.9.3 ̔ 5 mL̆ⱴ95 mL ̆ ҹ ̆ Ȃ

E.9.4 0.1 mol/L ̔ 9 mL ̆ ԍ Ҭ̆ 1 000 mLȂ
E.9.5 ̂ρ=10g/L̃̔ 1.0 g [NH4Fe(SO4)2·12H2O̷ 0.1 mol/L ̆

100 mLȂ
E.9.6 [c(1/2I2)=0.1000mol/L]̔ 40 g ̆ ԍ25 mL Ҭ̆ⱴֲ12.7 g Ȃ ῃ

̆ 1 000 mLȂ ῀ Ҭ̆ Ȃ

E.9.7 0.5 mol/L ̔ 28 mL ⱴ῀ Ҭ̆‛ ̆ 1 000 mLȂ
E.9.8 ף ‰ [c(Na2S2O3)=0.1mol/L]̔ ׆ ╕ ӯ ‰ ╕̆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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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601 └ ̆ ⌠0.000 1Ȃ
E.9.9 ̂5 g/L̃̔ 0.5 g ̆ ̆Ῥⱴ῀100 mL ̆

2 min͘3 min Ȃ‛ ̆ⱴֲ0.1 g 0.4 g Ḡ Ȃ

E.9.10 40 g/L ̔ 40 g ̆ ԍ Ҭ̆ 1 000 mLȂ
E.9.11 ‰ ̔ 2.8 mL ҹ36%͘38% ̆ ῀1 L Ҭ̆ⱴ ┴

Ȃ ҹ1 mg/mLȂῒ‰ ̔ 20.00 m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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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ⱴ῀1 mL ̂E.9.9̃ ᶏ ҹ ̆ 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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ԍ0.05 mL̆ ↕ Ȃ

1 2( ) 30.04
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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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 ‼ ∆

0 1 2 3 4 5 6 7 8

‰ /mL 0 0.10 0.20 0.40 0.60 0.80 1.00 1.50 2.00

/mL 5.00 4.90 4.80 4.60 4.40 4.20 4.00 3.50 3.00

/ug 0 0.10 0.20 0.40 0.60 0.80 1.00 1.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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ҹ2.8 μg̉ ᾣ Ȃ

E.17 ₴Ґ

Ҋ ҹ0.056 μg Ȃ

E.18

ԋ ῍ ᶏ̆ ẒᵞȂ ԋ Ҍ ̆ ᾢ

̆ԇץ Ȃ

E.19 ῴ

ҹ0.1ug/5mLȁ0.6ug/5mLȁ1.5ug/5mL ̆ ҹ5%ȁ5%ȁ3%ȂȂ

E.20

0.4ug/5mL͘1.0ug/5mL ̆ ⱴ ‰ ҹ93%͘101%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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