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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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云南建投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四川鑫统领混

凝土有限公司、重庆市中科大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德毅天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厦门艾思欧标准

砂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嘉华特种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三圣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高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华润水泥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四川利森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株洲宏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建工第八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河北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核建材有限公司、安徽冠诚电力器材有限公司、北京

建筑大学、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福州吉隆混凝土有限公司、厦门智欣建

材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御坤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万诺建设有限公司、山东铁正工程试验检测中

心有限公司、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瑞安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广东恒利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魏丽颖、刘晨、颜碧兰、赵顺增、杨继民、张大康、曾君、吕剑、杨文烈、郑旭、

闵江宁、宋少民、马兆模、马雪英、黎茜、李光明、李彦昌、王波、赵思源、谢任芝、李少强、陈国谦、陈军、

邓民慧、郭可、陈向哲、刘永奇、杨文、杜增强、张怀新、赵建勋、严建军、董芸、周敏、王声成、林国忠、

丁福林、林丽玲、吴承辉、张保岩、鲁爱民、矫恒信、吴德龙、仲以林、王国强、潘亚宏、温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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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石灰石粉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石灰石粉的术语和定义、组分与材料、技术要求、分级代

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出厂、交货与验收、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拌制砂浆和混凝土时作为掺合料的石灰石粉及水泥生产中作为混合材料的石灰

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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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１７５　通用硅酸盐水泥

ＧＢ／Ｔ１７６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ＧＢ／Ｔ１３４５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　筛析法

ＧＢ／Ｔ２４１９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ＧＢ／Ｔ５７６２　建材用石灰石、生石灰和熟石灰化学分析方法

ＧＢ／Ｔ８０７４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　勃氏法

ＧＢ／Ｔ９７７４　水泥包装袋

ＧＢ／Ｔ１２５７３　水泥取样方法

ＧＢ／Ｔ１７６７１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ＩＳＯ法）

ＧＢ／Ｔ２６７４８　水泥助磨剂

ＧＢ／Ｔ３５１５１　石灰石中总有机碳的测定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石灰石粉　犾犻犿犲狊狋狅狀犲狆狅狑犱犲狉

将石灰石粉磨至一定细度的粉体或石灰石机制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收尘粉。

４　组分与材料

４．１　石灰石

碳酸钙含量不小于７５％。

４．２　水泥助磨剂

符合ＧＢ／Ｔ２６７４８要求，加入量不超过石灰石质量的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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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技术要求

５．１　亚甲蓝值（犕犅值）

石灰石粉按 ＭＢ值分为Ⅰ级、Ⅱ级、Ⅲ级三个等级，Ⅰ级不大于０．５ｇ／ｋｇ，Ⅱ级不大于１．０ｇ／ｋｇ，

Ⅲ级不大于１．４ｇ／ｋｇ。

５．２　４５μ犿方孔筛筛余

石灰石粉按４５μｍ方孔筛筛余分为Ａ型和Ｂ型，Ａ型不大于１５％，Ｂ型不大于４５％。

５．３　流动度比

石灰石粉的流动度比不小于９５％。

５．４　碳酸钙含量

石灰石粉的碳酸钙含量不小于７５％。

５．５　抗压强度比

石灰石粉的７ｄ和２８ｄ抗压强度比不小于６０％。

５．６　含水量

石灰石粉的含水量不大于１．０％。

５．７　总有机碳含量（犜犗犆）

石灰石粉的总有机碳含量不大于０．５％。

５．８　碱含量（选择性指标）

碱含量按Ｎａ２Ｏ＋０．６５８Ｋ２Ｏ计算值表示。当石灰石粉应用过程中需要限制碱含量时，由供需双方

协商确定。

６　分级代号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的石灰石粉用“Ｌ”表示。

石灰石粉按 ＭＢ值和４５μｍ方孔筛筛余分别分级：按 ＭＢ值分为三个等级：Ⅰ级、Ⅱ级、Ⅲ级；按

４５μｍ方孔筛筛余分为Ａ型和Ｂ型。

示例：石灰石粉的 ＭＢ值为０．８，４５μｍ方孔筛筛余为１２％，则石灰石粉的分级代号为ＬⅡＡ。

７　试验方法

７．１　犕犅值

ＭＢ值按附录Ａ进行试验。

７．２　４５μ犿方孔筛筛余

４５μｍ方孔筛筛余按ＧＢ／Ｔ１３４５中水筛法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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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比表面积

比表面积按ＧＢ／Ｔ８０７４进行试验，空隙率取０．５３。

７．４　流动度比和抗压强度比

流动度比和抗压强度比按附录Ｂ进行试验。

７．５　碳酸钙含量

碳酸钙含量按ＧＢ／Ｔ５７６２测定ＣａＯ含量，再乘以１．７８５得到碳酸钙的含量。

７．６　含水量

含水量按附录Ｃ进行试验。

７．７　总有机碳含量

总有机碳含量按ＧＢ／Ｔ３５１５１进行试验。

７．８　碱含量

碱含量按ＧＢ／Ｔ１７６进行试验。

８　检验规则

８．１　组批及取样

８．１．１　组批

石灰石粉出厂前按同级别进行组批和取样。石灰石粉每２００ｔ为一批号，每一批号为一个取样单

元。当散装运输工具容量超过该厂规定出厂批号吨数时，允许该批号数量超过该厂规定出厂批号吨数。

８．１．２　取样方法

取样按ＧＢ／Ｔ１２５７３规定进行，取样应有代表性，可连续取样，也可以在２０个以上部位取等量样

品，总量至少１２ｋｇ。样品混合均匀，缩分出３ｋｇ石灰石粉样品，进行试验。

８．２　检验

８．２．１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和５．６规定的内容。

８．２．２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５．６和５．７规定的内容。当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

检验：

———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新产品试制或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正常生产时，每年检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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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判定规则

８．３．１　出厂检验

８．３．１．１　检验结果符合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和５．６技术要求的为合格品。

８．３．１．２　检验结果不符合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和５．６中任何一项技术要求的为不合格品。

８．３．２　型式检验

８．３．２．１　检验结果符合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５．６和５．７技术要求的为合格品。

８．３．２．２　检验结果不符合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５．６和５．７中任何一项技术要求的为不合格品。

８．４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内容应包括出厂批号、检验项目、比表面积、助磨剂主要成分和用量及合同约定的其他技

术要求。当用户要求时，生产者应在石灰石粉发出之日起７ｄ内寄发除２８ｄ抗压强度比以外的各项检

验结果，３２ｄ内补报２８ｄ抗压强度比的检验结果。

９　出厂、交货与验收

９．１　出厂

经确认石灰石粉各项技术指标及包装符合要求时方可出厂。

９．２　交货与验收

９．２．１　交货时石灰石粉质量验收可抽取实物样品以其检验结果为依据，也可以生产者同批号石灰石粉

的检验报告为依据。采取何种方法验收由买卖双方商定，并在合同或协议中注明。卖方有告知买方验

收方法的责任。当无书面合同或协议，或未在合同、协议中注明验收方法的，卖方应在发货票上注明“以

本厂同批号石灰石粉的检验报告为验收依据”字样。

９．２．２　以抽取实物样品的检验结果为验收依据时，买卖双方应在发货前或交货地共同取样和签封。按

ＧＢ／Ｔ１２５７３方法进行取样，取２４ｋｇ样品，缩分为两等份。其中，一份由卖方保存４０ｄ，另一份由买方

按本标准规定的项目和方法进行检验。

在４０ｄ以内，买方检验认为产品质量不符合本标准要求，而卖方又有异议时，则双方应将卖方保存

的另一份样品送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仲裁检验。

９．２．３　以生产者同批号石灰石粉的检验报告为验收依据时，在发货前或交货时买方在同批号石灰石粉

中取样，双方共同签封后由卖方保存９０ｄ，或认可卖方自行取样、签封并保存９０ｄ的同批号石灰石粉的

封存样。

９０ｄ内，买方对石灰石粉质量有疑问时，则买卖双方应将共同认可的样品送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

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仲裁检验。

１０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１０．１　包装

石灰石粉可以袋装或散装。袋装每袋净含量５０ｋｇ，且不应少于标志质量的９９％，随机抽取２０袋，

总量不应少于１０００ｋｇ（含包装袋），其他包装形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石灰石粉包装袋应符合ＧＢ／Ｔ９７７４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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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标志

包装袋上应清楚标明：执行标准、生产者名称、产品名称、分级代号、出厂批号、包装日期、净含量。

散装时应提交与袋装标志相同内容的卡片。

１０．３　运输与贮存

石灰石粉在运输与贮存时不得受潮和混入杂物，不同代号的石灰石粉在贮运中避免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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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石灰石粉 犕犅值的测定方法

犃．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石灰石粉 ＭＢ值的测定方法，适用于石灰石粉 ＭＢ值的测定。

犃．２　试验仪器设备

犃．２．１　烘箱

温度控制范围为（１０５±５）℃。

犃．２．２　天平

犃．２．２．１　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

犃．２．２．２　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０１ｇ。

犃．２．３　移液管

犃．２．３．１　容量为５ｍＬ。

犃．２．３．２　容量为２ｍＬ。

犃．２．４　搅拌器

搅拌器应为三片或四片式转速可调的叶轮搅拌器，最高转速应达到（６００±６０）ｒ／ｍｉｎ，直径应为

（７５±１０）ｍｍ。

犃．２．５　秒表

分度值不大于１ｓ。

犃．２．６　玻璃容量瓶

容量为１Ｌ。

犃．２．７　滤纸

快速定量滤纸。

犃．２．８　烧杯

容量应为１０００ｍＬ。

犃．２．９　玻璃棒

直径８ｍｍ，长３０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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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３　亚甲蓝溶液

犃．３．１　将亚甲蓝粉末（分析纯）在（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备用。

犃．３．２　称取烘干后的亚甲蓝粉末１０ｇ，精确至０．０１ｇ。

犃．３．３　在烧杯中注入约６００ｍＬ蒸馏水，加温到３５℃～４０℃。将亚甲蓝粉末（Ａ．３．２）倒入烧杯中，用

搅拌器（Ａ．２．４）持续搅拌４０ｍｉｎ，直至粉末完全溶解，并冷却至室温。

犃．３．４　将溶液倒入１Ｌ容量瓶（Ａ．２．６）中，用蒸馏水淋洗烧杯等，使所有亚甲蓝溶液全部移入容量瓶，

加蒸馏水至容量瓶１Ｌ刻度。振荡容量瓶以保证亚甲蓝粉末完全溶解。

犃．３．５　将容量瓶中的溶液移入深色储藏瓶中，避光保存。在瓶上标明制备日期、失效日期（亚甲蓝溶液

保质期不宜超过２８ｄ）。

犃．４　样品制备

石灰石粉样品缩分至２００ｇ，粉磨至比表面积达到５００ｍ
２／ｋｇ。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

重，冷却至室温。

犃．５　测定步骤

犃．５．１　称取５０ｇ石灰石粉样品，精确至０．１ｇ。将样品倒入盛有（５００±５）ｍＬ蒸馏水的烧杯中，用搅拌

器以（６００±６０）ｒ／ｍｉｎ转速搅拌５ｍｉｎ，形成悬浮液，然后以（４００±４０）ｒ／ｍｉｎ转速持续搅拌，直至试验

结束。

犃．５．２　在悬浮液中用５ｍＬ移液管（Ａ．２．３．１）加入５ｍＬ亚甲蓝溶液，搅拌器以（４００±４０）ｒ／ｍｉｎ转速搅

拌至少１ｍｉｎ后，用玻璃棒蘸取一滴悬浮液，滴于滤纸（Ａ．２．７）上，也称为蘸染试验。所取悬浮液滴应使

沉淀物直径在８ｍｍ～１２ｍｍ。滤纸置于空烧杯杯口或其他合适的支撑物上，滤纸表面不与任何其他

物质接触。若滤纸上的沉淀物周围未出现色晕，再加入５ｍＬ亚甲蓝溶液，继续搅拌１ｍｉｎ，再用玻璃棒

蘸取一滴悬浮液，滴于滤纸上。若沉淀物周围仍未出现色晕，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沉淀物周围出现约

１ｍｍ宽的稳定浅蓝色晕。

犃．５．３　继续搅拌，不再加入亚甲蓝溶液，用秒表（Ａ．２．５）计时，每１ｍｉｎ用玻璃棒蘸取一滴悬浮液，滴于

滤纸上。若色晕在４ｍｉｎ内消失，再加入５ｍＬ亚甲蓝溶液；若色晕在第５ｍｉｎ消失，再用２ｍＬ移液管

（Ａ．２．３．２）加入２ｍＬ亚甲蓝溶液。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均应继续进行搅拌，并用玻璃棒蘸取一滴悬浮液

滴于滤纸上观察色晕，直至色晕可持续５ｍｉｎ。

犃．５．４　记录色晕可持续５ｍｉｎ时所加入的亚甲蓝溶液总体积，精确至１ｍＬ。

犃．５．５　石灰石粉的 ＭＢ值按式（Ａ．１）计算，精确至０．０１ｇ／ｋｇ。

ＭＢ＝
犞×１０×０．２５

犌
…………………………（Ａ．１）

　　式中：

ＭＢ———石灰石粉的亚甲蓝值，单位为克每千克（ｇ／ｋｇ）；

犞 ———所加入的亚甲蓝溶液的总量，单位为毫升（ｍＬ）；

犌 ———石灰石粉样品质量，单位为克（ｇ）；

１０ ———用于将每千克样品消耗的亚甲蓝溶液体积换算成亚甲蓝质量的系数；

０．２５———换算系数。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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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石灰石粉抗压强度比及流动度比的测定方法

犅．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石灰石粉抗压强度比及流动度比的测定方法。

犅．２　材料

犅．２．１　对比水泥

符合ＧＢ１７５规定的强度等级为４２．５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

犅．２．２　试验样品

对比水泥和被测石灰石粉按质量比７∶３混合。

犅．２．３　标准砂

符合ＧＳＢ０８１３３７规定的水泥强度检验用ＩＳＯ标准砂。

犅．２．４　水

洁净的饮用水。

犅．３　试验步骤及结果计算

犅．３．１　胶砂配合比

胶砂配比如表Ｂ．１所示。

表犅．１　流动度比和抗压强度比试验胶砂配比

胶砂种类
对比水泥

ｇ

石灰石粉

ｇ

中国ＩＳＯ标准砂

ｇ

水

ｍＬ

对比胶砂 ４５０ ０ １３５０ ２２５

试验胶砂 ３１５ １３５ １３５０ ２２５

犅．３．２　石灰石粉流动度比试验及计算

按ＧＢ／Ｔ２４１９分别测定对比胶砂和试验胶砂的流动度，石灰石粉的流动度比按式（Ｂ．１）计算，计算

结果保留至整数。

犉＝
犔×１００

犔ｍ

…………………………（Ｂ．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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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犉 ———石灰石粉流动度比，％；

犔ｍ———对比胶砂流动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 ———试验胶砂流动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犅．３．３　石灰石粉抗压强度比试验及计算

按ＧＢ／Ｔ１７６７１分别测定对比胶砂和试验胶砂的７ｄ、２８ｄ抗压强度。

石灰石粉７ｄ抗压强度比按式（Ｂ．２）计算，计算结果保留至整数：

犃７＝
犚７×１００

犚０７
…………………………（Ｂ．２）

　　式中：

犃７ ———石灰石粉７ｄ抗压强度比，％；

犚０７———对比胶砂７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犚７ ———试验胶砂７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石灰石粉２８ｄ抗压强度比按式（Ｂ．３）计算，计算结果保留至整数：

犃２８＝
犚２８×１００

犚０２８
…………………………（Ｂ．３）

　　式中：

犃２８ ———石灰石粉２８ｄ抗压强度比，％；

犚０２８———对比胶砂２８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犚２８ ———试验胶砂２８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９

犌犅／犜３５１６４—２０１７



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石灰石粉含水量试验方法

犆．１　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石灰石粉含水量的测定。

犆．２　仪器设备

天平量程不小于５０ｇ，最小分度值不大于０．０１ｇ。

犆．３　试验步骤

犆．３．１　将蒸发皿在烘箱（Ａ．２．１）中烘干至恒重，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重（犿０）。

犆．３．２　将约５０ｇ的石灰石粉样品倒入蒸发皿中称量（犿１），精确至０．０１ｇ。

犆．３．３　将石灰石粉样品与蒸发皿一起放入１０５℃～１１０℃烘箱内烘至恒重，取出放在干燥器中冷却至

室温后称量（犿２），精确至０．０１ｇ。

犆．４　结果计算

含水量按式（Ｃ．１）计算，结果保留至０．１％。

犠 ＝
（犿１－犿２）×１００

犿１－犿０

…………………………（Ｃ．１）

　　式中：

犠 ———含水量，％；

犿０———蒸发皿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１———烘干前样品与蒸发皿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烘干后样品与蒸发皿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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