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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76—2008《水泥化学分析方法》,与GB/T176—2008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在范围中增加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见第1章,2008年版第1章)。
———将“在进行化学分析时,除另有说明外,应同时进行烧失量的测定”修改为“在进行化学分析时,

建议同时进行烧失量的测定”(见4.1,2008年版4.1)。
———增加了“除另有说明外,标准滴定溶液的有效期为3个月,如果超过3个月,重新进行标定”(见

4.8)。
———试样的制备“全部通过孔径为80μm方孔筛”改为“全部通过孔径为150μm方孔筛”。“用磁

铁吸去筛余物中的金属铁”修改为“如果试样制备过程中带入的金属铁可能影响相关的化学特

性的测定,用磁铁吸去筛余物中的金属铁”。在提示中增加“分析水泥和水泥熟料试样前,不需

要烘干试样”(见第5章,2008年版第7章)。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标定由“重铬酸钾标准滴定溶液”改为“碘酸钾标准滴定溶液”(见

6.1.85.2,2008年版5.84.2)。
———烧失量的测定分为“水泥烧失量的测定”和“矿渣硅酸盐水泥烧失量的测定”。在矿渣硅酸盐水

泥烧失量的测定中,对灼烧后试料中硫酸盐三氧化硫的测定方法做了具体规定(见6.3、6.4、

6.39,2008年版第8章)。
———“三氧化硫”修改为“硫酸盐三氧化硫”(见6.5、6.28、6.29、6.30,2008年版第10章、第30章、第

31章、第33章)。
———硫酸盐三氧化硫的测定———硫酸钡重量法(基准法)中,试样分解时间由“微沸(5±0.5)min”

修改为“微沸5min~10min”(见6.5,2008年版第10章)。
———不溶物的测定———盐酸-氢氧化钠处理中,在“用热的硝酸铵溶液充分洗涤残渣和滤纸至少

14次”后增加“每次等上次洗液漏完后再洗涤下次”(见6.6,2008年版第9章)。
———二氧化硅的测定———氯化铵重量法(基准法)中,二氧化硅沉淀的灼烧温度由“950℃~1000℃

的高温炉内灼烧60min”修改为“(1175±25)℃或950℃~1000℃的高温炉内灼烧1h〔有
争议时,以(1175±25)℃灼烧的结果为准〕”(见6.7,2008年版第11章)。

———三氧化二铁的测定,邻菲罗啉分光光度法修改为基准法,EDTA直接滴定法修改为代用法(见

6.8、6.21,2008年版第12章、第24章)。
———三氧化二铝的测定,增加了EDTA直接滴定铁铝合量作为基准法,EDTA直接滴定法修改为

代用法(见6.9、6.23,2008年版第13章)。
———氧化镁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基准法)中,增加了碳酸钠熔融试样的方法(见6.11.2.3)。
———氧化镁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基准法)氢氟酸-高氯酸分解试样中,增加了采用聚四

氟乙烯器皿分解试样(见6.11.2.1,2008年版15.2.1)。
———氧化钾和氧化钠的测定———火焰光度法(基准法)分解试样中,增加了采用聚四氟乙烯器皿分

解试样(见6.14.2,2008年版17.2)。
———二氧化碳的测定———碱石棉吸收重量法中,取消了分析步骤中“如果第二根U形管12的质量

变化连续超过0.0010g,应更换第一根 U形管11,并重新开始试验”(见6.18,2008年版第

22章)。
———增加了氧化锌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见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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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硅的测定———氟硅酸钾容量法(代用法)中,“加入10mL~15mL硝酸”修改为“加入

15mL硝酸”;“在30℃以下放置15min~20min”修改为“在10℃~26℃下放置15min~
20min”(见6.20,2008年版第23章)。

———三氧化二铁的测定———EDTA直接滴定法(代用法)中,“pH1.8~2.0”修改为“pH1.8”(见

6.21,2008年版第12章)。
———三氧化二铝的测定———硫酸铜返滴定法(代用法)中,增加了如果硫酸铜标准滴定溶液消耗量

小于10mL,增加EDTA标准滴定溶液的加入量重新试验(见6.24,2008年版第26章)。
———硫酸盐三氧化硫的测定———库仑滴定法(代用法)中,“试样中除硫化物(S2-)和硫酸盐外,还

有其他状态的硫存在时,将给测定结果造成误差。”修改为“试样中含有大量的硫化物(S2-)或
其他状态的硫时,硫化物或其他状态的硫可能未完全被甲酸所分解,将给测定结果造成正误

差,如掺入大量矿渣的水泥”(见6.29,2008年版第33章)。
———硫酸盐三氧化硫的测定———离子交换法(代用法)中,增加了“本方法只作为企业生产控制用”

的规定(见6.30,2008年版第31章)。
———取消了三氧化硫的测定———铬酸钡分光光度法(代用法)(2008年版第32章)。
———增加了氯离子的测定———(自动)电位滴定法(代用法)(见6.31)。
———增加了氯离子的测定———离子色谱法(代用法)(见6.32)。
———取消了氯离子的测定———磷酸蒸馏-汞盐滴定法(代用法)(2008年版第35章)。
———游离氧化钙的测定———乙二醇法(代用法)中,取消了分析步骤中加热微沸4min后抽气过滤,

修改为加热微沸5min后立即滴定(见6.37,2008年版第39章)。
———增加了游离氧化钙的测定———乙二醇萃取-EDTA滴定法(代用法)(见6.38)。
———增加了矿渣硅酸盐水泥烧失量的测定———校正法(代用法)(见6.39)。
———增加了硅酸盐水泥生料全硫的测定(见6.40)。
———对水泥化学分析方法测定结果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进行了修改(见6.41,2008年版第

41章)。
———对X射线荧光分析方法中“校准曲线、方程的建立和验证”等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见第

7章,2008年版第40章)。
———增加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三氧化二铁、三氧化二铝、氧化镁、氧化钛、氧化钾、

氧化钠、一氧化锰、氧化锌、五氧化二磷、硫酸盐三氧化硫(见第8章)。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参考ISO29581-1:2009《水泥 试验方法 第1部分:湿法化学分析》编制,

与ISO29581-1:2009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水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4)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众材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中国建

材检验认证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广东省质量监督水泥检验站(广州)、天津津贝尔建筑工程试验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水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节能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北)、

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中新天津生态城环境与绿色

建筑实验中心有限公司、青海省建筑建材科学研究院、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产品质量检验所、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博爱金隅水泥有限公司、华
润水泥技术研发中心、云南省建筑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山东省水泥质量监督检验站、山东省产品

质量检验研究院、北京金隅水泥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建材产品质量检验院、天津市建筑材

料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黑龙江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站、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北京市建设

工程质量第一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省韶关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广东省清远市质量计量监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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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泥化学分析方法、X射线荧光分析方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对烧失量

(LOI)、SO3、不溶物(IR)、SiO2、Fe2O3、Al2O3、CaO、MgO、TiO2、Cl-、K2O、Na2O、S2-、MnO、P2O5、

CO2、ZnO、F-、游离氧化钙(fCaO)、SrO的测定。水泥化学分析方法又分为基准法和代用法。如果同

一成分列了多种测定方法,当有争议时以基准法为准。
本标准适用于通用硅酸盐水泥和制备上述水泥的熟料、生料及指定采用本标准的其他水泥和材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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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762 建材用石灰石、生石灰和熟石灰化学分析方法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12573 水泥取样方法

GB/T15000(所有部分) 标准样品工作导则

GSB08—1110 X射线荧光分析用水泥生料系列标准样品

GSB08—1355 水泥熟料成分分析标准样品

GSB08—1356 普通硅酸盐水泥成分分析标准样品

GSB08—1357 硅酸盐水泥成分分析标准样品

GSB08—2985 X射线荧光分析用水泥系列标准样品

3 术语和定义

GB/T15000(所有部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重复性条件 repeatabilityconditions
在同一试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相同设备,按相同的测定方法,并在短时间内从同一被测对象取

得相互独立测试结果的条件。

3.2 
再现性条件 reproducibilityconditions
在不同的试验室,由不同的操作者使用不同的设备,按相同的测定方法,从同一被测对象取得测试

结果的条件。

3.3 
重复性限 repeatabilitylimit
一个数值,在重复性条件(3.1)下,两次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此数的概率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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