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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ＧＢ／Ｔ２９５０２—２０１３《硫铁矿烧渣》，与 ＧＢ／Ｔ２９５０２—２０１３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更改了产品的范围，将“适用于硫铁矿经高温焙烧产生的烧渣，主要用于制造铁球团、炼铁”更

改为“适用于硫铁矿（或硫精矿、硫酸亚铁）经沸腾炉焙烧产出的含铁物料，用于钢铁行业的生

产配料，也可作为水泥生产用的铁质校正料”（见第１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１章）；

ｂ）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ＧＢ／Ｔ６７３０．８１和ＧＢ／Ｔ１０３２２．１，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ＧＢ／Ｔ６７３０．９、

ＧＢ／Ｔ２００７．１、ＧＢ／Ｔ２００７．２、ＧＢ／Ｔ２４６６、ＧＢ／Ｔ２４６７和 ＧＢ／Ｔ２４６８（见第２章，２０１３年版的

第２章）；

ｃ）　增加了“硫铁矿烧渣”的定义（见第３章）；

ｄ）　更改了全铁、砷质量分数技术指标，将一级品全铁质量分数不小于６０．０％更改为质量分数不小

于６２．０％，将一级品砷质量分数不大于０．０５％更改为质量分数不大于０．０３％，将二级品砷质量

分数不大于０．０８％更改为质量分数不大于０．０７％（见５．１，２０１３年版的３．２）；

ｅ）　更改了硫质量分数技术指标，将三级品中硫的质量分数不大于２．５％更改为质量分数不大于

２．０％（见５．１，２０１３年版的３．２）；

ｆ）　增加了铬、镉的技术指标（见５．１）；

ｇ）　增加了“同批产品的色泽应基本均匀，无较大的块状物”（见５．４）；

ｈ）　增加了砷、铬、镉的测定方法（见６．１）；

ｉ）　增加了外观质量的检验（见６．４）；

ｊ）　更改了检查与验收，将“每一交货批应由供方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更改为“产品应由供方或

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见７．１，２０１３年版的５．１）；

ｋ）　更改了检验项目，将“本标准规定水分、全铁、硫为出厂检验项目”更改为“每批硫铁矿烧渣应进

行化学成分、水分、粒度及外观质量的检验”；删除了“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型

式检验”（见７．３，２０１３年版的５．３）；

ｌ）　更改了取样与制样的执行标准，将 ＧＢ／Ｔ２００７．１、ＧＢ／Ｔ２００７．２更改为 ＧＢ／Ｔ１０３２２．１（见

７．４．１，２０１３年版的５．４．１、５．４．２）；

ｍ）　更改了产品贮存的要求，将“产品的贮存场地应为防腐蚀、防渗漏硬质地坪，场地四周应设置挡

水墙、排水沟和收集沉淀池”更改为“产品宜采用封闭库（或仓）贮存，要求贮存库（或仓）具有防

渗、抑尘、墙裙抗渗等防护措施，并避免淋雨和扬尘，落实好事故风险防范措施，防范对地下水、

地表水、周边空气等造成影响”（见８．２．３，２０１３年版的６．３．２）；

ｎ）　增加了随行文件（见８．３）。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４３）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广业云硫矿业有限公司、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硫酸厂、湖南恒

光化工有限公司、内蒙古临河新海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Ⅰ

犌犅／犜２９５０２—２０２×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左永伟、李崇、吕高平、吴炳智、李正贤、彭康、黄新强、郑学根、刘忠正、刘群、

廖康程、刘巧栾、任昌元、李昌伟、李文波、王天保、杨威、沈晋华、林天云、朱旭东。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１３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２９５０２—２０１３；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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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铁矿烧渣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硫铁矿烧渣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随行

文件及订货单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硫铁矿（或硫精矿、硫酸亚铁）经沸腾炉焙烧产出的含铁物料，用于钢铁行业的生产配

料，也可作为水泥生产用的铁质校正料。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６７３０．１０　铁矿石　硅含量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Ｔ６７３０．１８　铁矿石　磷含量测定　钼蓝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６７３０．３６　铁矿石　铜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ＧＢ／Ｔ６７３０．４５　铁矿石　砷含量的测定　砷化氢分离砷钼蓝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６７３０．５３　铁矿石　锌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ＧＢ／Ｔ６７３０．５４　铁矿石　铅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ＧＢ／Ｔ６７３０．５７　铁矿石　铬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ＧＢ／Ｔ６７３０．６１　铁矿石　碳和硫含量的测定　高频燃烧红外吸收法

ＧＢ／Ｔ６７３０．６５　铁矿石　全铁含量的测定　三氯化钛还原重铬酸钾滴定法（常规方法）

ＧＢ／Ｔ６７３０．８１　铁矿石　多种微量元素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１０３２２．１　铁矿石　取样和制样方法

ＧＢ／Ｔ１０３２２．５　铁矿石　交货批水分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１０３２２．７　铁矿石和直接还原铁　粒度分布的筛分测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硫铁矿烧渣　狆狌狉狆犾犲狅狉犲狊

硫铁矿（或硫精矿、硫酸亚铁）经沸腾炉焙烧脱硫产出的含铁物料。

４　产品分类

根据硫铁矿烧渣主要成分全铁的质量分数不同，分为３个品级，分别为一级品、二级品和三级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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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技术要求

５．１　化学成分

硫铁矿烧渣的化学成分要求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硫铁矿烧渣的化学成分

品级

化学成分ａ（质量分数）／％

ＴＦｅ，

不小于

杂质含量，不大于

ＳｉＯ２ Ｓ Ｐ Ａｓ Ｃｕ Ｐｂ＋Ｚｎ Ｃｒ Ｃｄ

一级品 ６２．０ ６．０ 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２ 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０５０

二级品 ５８．０ １０．０ １．５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３ 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０５０

三级品 ５４．０ １２．０ ２．０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４ 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０５０

　　注：ＴＦｅ表示产品中全铁的含量。

　　
ａ 各组分含量均以干基计。

５．２　水分

硫铁矿烧渣的水分含量应不大于１８．０％ 。

５．３　粒度

硫铁矿烧渣经过０．０７５ｍｍ筛网筛分，筛下部分的重量比例应不小于６５％。

５．４　外观质量

硫铁矿烧渣不应含有外来杂物，同批产品的色泽应基本均匀，无块状物。

５．５　其他要求

若需方对硫铁矿烧渣的杂质元素和含量如有特殊要求，供需双方可在订货单中另行约定。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化学成分

６．１．１　铁含量的测定按照ＧＢ／Ｔ６７３０．６５的规定进行。

６．１．２　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按照ＧＢ／Ｔ６７３０．１０的规定进行。

６．１．３　硫含量的测定按照ＧＢ／Ｔ６７３０．６１的规定进行。

６．１．４　磷含量的测定按照ＧＢ／Ｔ６７３０．１８的规定进行。

６．１．５　砷含量的测定按照ＧＢ／Ｔ６７３０．４５和ＧＢ／Ｔ６７３０．８１的规定进行，其中重合测量范围内的测定以

ＧＢ／Ｔ６７３０．４５为仲裁方法。

６．１．６　镉含量的测定按照ＧＢ／Ｔ６７３０．８１的规定进行。

６．１．７　铜含量的测定按照ＧＢ／Ｔ６７３０．３６的规定进行。

６．１．８　锌含量的测定按照ＧＢ／Ｔ６７３０．５３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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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９　铅含量的测定按照ＧＢ／Ｔ６７３０．５４的规定进行。

６．１．１０　铬含量的测定按照ＧＢ／Ｔ６７３０．５７的规定进行。

６．２　水分

硫铁矿烧渣水分的测定按照ＧＢ／Ｔ１０３２２．５的规定进行。

６．３　粒度

硫铁矿烧渣粒度的测定按照ＧＢ／Ｔ１０３２２．７的规定进行。

６．４　外观质量

在自然光或贮存库的工作光照条件下目视检查。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和验收

７．１．１　产品应由供方或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

７．１．２　需方可对收到产品按本文件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不符时，应

在收到产品之日起１５ｄ内，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供需双方协商确

定仲裁检验机构，以仲裁检验结果为最终判定依据。

７．２　组批

硫铁矿烧渣应成批交货，每批应由同一品级的产品组成，每批重量不超过１０００ｔ。

７．３　检验项目

每批硫铁矿烧渣应进行化学成分、水分、粒度及外观质量的检验。

７．４　取样和制样

７．４．１　产品的取样和制样按ＧＢ／Ｔ１０３２２．１的规定进行。

７．４．２　将所取样品分成三份：一份为供方样；一份为需方样；一份为仲裁样（由供需双方签封认可的样

品），由供方保存，保存期为２个月。

７．５　检验结果的判定

７．５．１　分析结果按照ＧＢ／Ｔ８１７０中规定进行修约，并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判定。

７．５．２　同一批内发现不同品级混装，按全铁最低品位作为最终结果并定级。

７．５．３　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与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不符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７．５．４　水分分析结果与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不符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７．５．５　粒度分析结果与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不符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７．５．６　外观质量与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不符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８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随行文件

８．１　标志

每批产品应标有包含产品名称、品级、供方名称、供方地址、批号、净重信息的标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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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２．１　产品为散装，无包装要求。

８．２．２　产品可用车（船）运输，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雨淋、洒落、扬尘等情况。

８．２．３　产品宜采用封闭库（或仓）贮存，要求贮存库（或仓）具有防渗、抑尘、墙裙抗渗等防护措施，并避

免淋雨和扬尘，落实好事故风险防范措施，防范对地下水、地表水、周边空气等造成影响。

８．３　随行文件

每批产品应附有随行文件，其中除应包括供方信息、产品信息、本文件编号、出厂日期或包装日期

外，还宜包括下列内容。

ａ）　产品质量保证书：

●　产品的主要性能及技术参数；

●　产品特点；

●　对产品质量所负的责任；

●　产品获得的质量认证及供方技术监督部门检印的各项分析检验结果。

ｂ）　产品合格证：

●　检验项目及其结果或检验结论；

●　批量或批号；

●　检验日期；

●　检验员签名或盖章。

ｃ）　产品质量控制过程中的检验报告及成品检验报告。

ｄ）　产品使用说明：正确搬运、使用、贮存方法等。

ｅ）　其他。

９　订货单内容

需方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在订购本文件所列产品的订货单内，列出如下内容：

ａ）　产品名称；

ｂ）　产品品级；

ｃ）　杂质元素及含量的特殊要求；

ｄ）　交货批重量；

ｅ）　发货日期和发货地点；

ｆ）　本文件编号；

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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