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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煤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炭分析实验室（国家煤炭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英华、张克芮、孙刚、王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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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成分分析和物理特性测量

标准物质研制导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炭成分分析和物理特性测量标准物质的制备、均匀性检验、稳定性检验、定值以及

不确定度评估程序和标准物质的包装、保存和标准物质证书的编写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煤炭成分分析和物理特性测量标准物质的研制和复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４７４　煤样的制备方法 （ＧＢ４７４—１９９６，ｅｑｖＩＳＯ１９８８：１９７５）

ＧＢ８１７０　数字修约规则

ＪＪＧ１００６—１９９４　一级标准物质

３　标准物质的制备

３．１　候选煤样的选择

３．１．１　候选煤样应适合预期用途，容易获得和复制，其基本特征（含量、煤种或基体成分等）与应用领域

日常被测对象相似，且待定特性量值有较长期的稳定性。复制候选煤样的品种和主要特性量值应与原

标准物质尽量相近。

３．１．２　系列煤炭成分分析和物理特性测量标准物质的候选煤样的待定量值应有合理的、满足使用要求

的含量梯度，尽可能覆盖较大的测量范围。

３．１．３　一般应从同一矿点的同一煤种或同一批商品煤中采取一种候选煤样；必要时也可由不同含量，

但煤种和基体都相似的两种煤样配制。

３．１．４　候选煤样应有足够的数量，以满足在有效期内的使用量和市场的需求。

３．１．５　候选煤样在制备前或制备到所需粒度前，应抽取１～２个试样进行待定特性量值的预检，若测定

值与预期目标值相近，可进行后续样品制备步骤；若测定值与预期目标值相差很大，应采取措施（重新采

取候选煤样，或配入相同基体的煤样）使候选煤样的待定特性量值与预期目标值相近。

３．２　样品制备

３．２．１　样品制备和分装应在符合ＧＢ４７４要求、且环境温度不超过３０℃、相对湿度不超过７５％的制样

室内进行。

３．２．２　根据所选煤样的性质和数量，以及待定量值的特性，选择合理的破碎、干燥、筛分、混和和缩分程

序。水分过高的煤样应适当干燥后制备；有粒度范围要求的样品应采取逐级破碎法制备。

３．２．３　样品粒度应符合待定量值测量方法的要求。

３．２．４　制备到合适粒度的煤样，应采取有效的掺合方式，如在球磨机中转动一定时间或反复堆掺若干

次而使其充分混匀，并在室温下放置足够的时间，达到空气干燥状态后再分装至最小包装单元。对于待

定特性量值受煤样氧化变质影响显著的样品，应尽可能在同一天内、最多不超过两天内完成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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