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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任务来源：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干法

电石渣危害组分安全分离制备脱硫材料技术与示范》（2018YFC1901502）

课题、《湿法电石渣快速分离纯化及脱硫过程的结晶调控技术与示范》

（2020YFC1908805）课题及中国科学院绿色过程制造创新研究院自主部

署项目《百万吨级电石渣短程回用技术及产业化示范》（IAGM-2019-A09）

要求，由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单位负责制定本团体标准。 

背景与意义：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开展大宗固体废弃

物综合利用示范的通知》和《“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目标到2025

年，建设50个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示范基地大宗固废综合利用

率达到75%以上；努力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推动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石生产国和消费国，依托国内丰富的煤炭资

源优势，电石法PVC在中国PVC产业格局中占比较高。电石生产PVC过

程排放大量电石渣，通常情况下生产1t PVC大约排放电石渣1.5-1.9t，由

此产生电石渣浆约3亿吨/年（湿基，含水90%）。传统电石渣利用途径主

要是水泥生产等建材行业，但双高产业的产能限制导致电石渣在传统建

材领域的利用量受到较大影响，电石渣综合利用率较低，因此亟需拓展

电石渣的新用途。 

电石渣外观为灰白色粉末，微溶于水，呈碱性，主要成分是氢氧化

钙，pH值在12以上，电石渣的大量排放造成了土地浪费、地下水污染，

危害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采用电石渣代替石灰石制备电石渣基脱硫剂

进行烟气脱硫，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脱硫运行成本，而且还可以在根本

上解决电石渣的处理问题。同时，电石渣代替石灰石进行烟气脱硫还可

以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具有重大节能减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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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必要性：此标准的编制是基于电石渣固废的循环利用工艺，现

有标准中包含石灰石作为脱硫剂的相关标准，但鉴于石灰石和电石渣本

身物性区别较大，而且在制备脱硫剂过程中的处理和制备方法也不尽相

同，因此相应标准在应用于电石渣基脱硫剂的性能指标要求存在一定的

偏差；而另一方面，在文献和标准调研过程中，并未发现电石渣基氢氧

化钙脱硫剂的产品指标的明确标准和指标要求。截至目前，电石渣已经

在建工建材、化工产品、环境治理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资源综合利用，但

普遍存在电石渣杂质含量高、粒径分布不均一影响产品性能、损害设备

等问题。因此，制定以电石渣为原料的资源循环利用产品的技术和产品

指标标准十分必要。 

牵头单位：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协作单位：北京亘源环保有限公司、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中国

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主要起草人：李会泉、朱干宇、李少鹏、邢岗、杨悦、颜坤、王兴

国、孟子衡、常永生、崔炎召、陈艳、王秋剑、武文粉、刘鑫辉、彭宗

贵。  

二、工作主要过程 

（一）前期准备 

目前已在队伍组建、资料国标调研和技术储备三方面完成了前期准

备工作。 

1.队伍组建 

在队伍组建上，依托研究院所研究平台和科研开发实力，结合生产

企业和用户单位的实际需求，对标准所需的技术指标及相关要求进行实

验验证及编制工作。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为主要编制单位，北京

亘源环保有限公司、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

南分公司等单位参与了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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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听取电石渣资源化利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或单位及相关行

业内专业人士意见，还邀请了各类意愿单位加入标准编制队伍，使本标

准的编制更符合实际需求及使用现状。北京亘源环保有限公司是电石渣

的处理处置企业，拥有多种类的循环利用物理分选设备，主要进行电石

渣制备环保低碳脱硫剂的实际生产，对电石渣的原材料性质有较深刻的

认识，北京亘源环保有限公司的加入对标准原料侧的相关要求及指标编

制有较大帮助；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及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司在电石渣基脱硫剂相关产品的应用和市场相关的产品要求等方面

有丰富经验，可承担产品应用调试落地及指标验证等工作。 

上述各单位通过明确的分工合作、有效的沟通机制以及资金和技术

的交流互补，对本标准的编制有着重要意义。 

2.资料国标调研 

目前，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产品在世界范围内

并没有广泛的研究报道或生产报道。关于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

化钙脱硫剂制备技术的研究集中于我国各高校及科研机构、企业等，表

明我国在电石渣资源化利用方面及相关技术、标准的需求较大。此外，

尚未发现有关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产品技术指标的标准，仅有部分

报道提出脱硫剂的相关产品指标。因此，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

化钙脱硫剂的相关产品技术指标标准推进不仅有助于规范要求脱硫剂

产品，同时有助于相应产品和技术在市场中的推广和应用。 

3.技术储备 

（1）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负责完成电石渣制备脱硫剂的旋

流/风选分离反应器模拟，研究分离过程中不同粒级、不同组成颗粒的分

离规律，分析不同设备参数及动态条件对颗粒组分运动、分离的影响，

研究多级组合高效分离的可行性；依据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对烟气

脱硫过程的影响规律，构建多级组合高效旋流/风选的系统流程及设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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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优化多级旋流反应器的组合和结构参数，形成电石渣杂质高效分离

的关键装备；考察并确定不同工艺参数对于多级组合高效分离系统中电

石渣的粒级分离的整体影响规律。 

（2）完成电石渣与石灰石脱硫的差异的研究。 

石灰石-石膏法脱硫工艺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工艺，但该过程会消耗

大量的原生石灰石等钙质矿物，因此寻找低成本、高效率的烟气脱硫剂

仍备受关注。目前脱硫剂的选择转向电石渣、大理石废料、磷矿、钢渣、

锰矿、赤泥等钙含量较高的固体废弃物，上述固废吸收剂具有成本低、

吸收能力强、选择性能好等优点，具有替代石灰石等原生矿物进行烟气

脱硫的潜力。虽然其中部分脱硫剂可以实现最终应用，但大多数仍停留

在实验室规模，如钢渣、磷矿、赤泥等固废成份较为复杂，长期使用容

易造成设备磨损，且易造成脱硫产物纯度不够，从而造成二次污染。大

理石废料则需要破碎后才能进一步应用，这将会大大提高原料成本，因

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相比之下电石渣不仅具有粒度细、杂质含量低、

价格低廉等优点，而且能够实现脱硫过程低碳排放，促进双碳目标的实

现，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通过对两者脱硫条件的研究，在最优工艺下电石渣法脱硫率比石灰

石法脱硫率高2.62%，电石渣法与石灰石法的实际脱硫率与预测脱硫率

误差分别为0.23%和0.08%，实验值与预测值相差<5%， 预测烟气脱硫

率能与实际值吻合较好，适用于烟气脱硫的实际应用。并且在脱硫过程

中石灰石法浆液消耗速度明显高于电石渣法，在相同时间内石灰石法浆

液消耗量约为电石渣法的2倍。因此，相比于石灰石，采用电石渣进行

脱硫更高效、节能、环保。 

（3）完成了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中各技术指

标分析方法的确定。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通过对不同地域、不同

工厂的电石渣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完成了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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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分析方法的试验和选取。参照T/CACE XXX-2022《电石渣基氢

氧化钙脱硫剂分析方法》中干燥差减法测定附着水含量；EDTA滴定法

测定氢氧化钙；EDTA滴定差减法测定氧化镁；EDTA直接滴定法测定三

氧化二铁；EDTA直接滴定法测定三氧化二铝的化学分析方法。考察了

GB/T 1345《水泥细度检验方法 筛析法》中筛析法测定细度。考察了GB/T 

5484《石膏化学分析方法》中硝酸银滴定法测定水溶性氯离子；氟硅酸

钾容量法测定二氧化硅；盐酸处理法测定酸不溶物的化学分析方法。结

果表明，GB/T 1345、GB/T 5484和T/CACE XXX-2022中规定的方法对于

测定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技术指标要求中各组分

含量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可以满足测定要求。 

（二）标准编制指导思想 

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团体标准的编制以《中国

循环经济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文件为指导，遵循《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团体标准

管理规定（试行）》等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三）标准起草编制过程 

在本标准项目工作提出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负责牵头，

北京亘源环保有限公司、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分公司参与，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开展具体工作。标准编制

工作组的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2021.08-12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组织其他三家单位进行多

次讨论，明确本标准的编制方向与框架性内容，形成初稿； 

2021.12-2022.01申请立项； 

2022.01-2022.03 编制单位进行多轮材料修改，并征求国内冶金、固

废领域相关专家，形成标准草案； 

2022.03-06 完成整体标准撰写，发出征求意见稿； 



7  

2022.06-07 通过团体标准中期评审会并向社会公示； 

2022.07-08 形成标准送审稿，通过团体标准审查会； 

2022.08-09 形成标准报批稿，送审，发布。 

三、确定中循协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架构 

前言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等级和标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 

标志和随行文件 

包装、运输和贮存 

参考文献 

（二）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的术语和

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氢氧化钙为主要组分的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

该产品主要用于工业脱硫系统。 

（三）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确定了 2 个术语及其定义，如下所示。 

1、电石渣 calcium carbide slag 

电石水解获取乙炔气后的以氢氧化钙为主要成分的废渣。 

2、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 calcium carb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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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g-based calcium hydroxide desulfurizer for industrial wet desulfurization 

电石渣通过风选、旋流、浮选等多种物理、化学处理方法，进行杂

质分离和净化后，得到的氢氧化钙含量达到一定范围，并应用于工业湿

法烟气脱硫过程、吸收烟气中二氧化硫（SO2）的产品，也可称为电石

渣脱硫剂。 

（四）等级和标记 

1 等级 

按脱硫剂中氢氧化钙的含量，分为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 

2 标记 

脱硫剂按产品名称、等级和标准编号的顺序标记。 

示例：符合 T/CACE XXX-2022，等级为一级的脱硫剂标记为： 

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 一级 T/CACE 

XXX-2022 

（五）技术要求 

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规

定。 

表1 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的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1 附着水含量/% ≤30 

2 细度(80μm筛余)/% ≤10 

3 氢氧化钙(Ca(OH)2)含量/%   ≥92 ＜92，≥90 ＜90，≥88  

4 氧化镁(MgO)含量/% ≤0.2 

5 三氧化二铁(Fe2O3)含量/% ≤0.25 

6 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 ≤1.1 

7 二氧化硅(SiO2)含量/% ≤2.8 

8 酸不溶物含量/% ≤1.5 

9 水溶性氯离子(Cl
-
)% ≤0.06 

注：表中所列产品的附着水含量为湿基质量分数，其余指标均为干基质量分数。 

 

（六）试验方法 

本标准中的电石渣脱硫剂指标分析方法如下所示： 

附着水测定—干燥差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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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度的测定—筛析法 

氢氧化钙的测定—EDTA 滴定法 

氧化镁的测定—EDTA 滴定差减法 

三氧化二铁的测定—EDTA 直接滴定法 

三氧化二铝的测定—EDTA 直接滴定法 

二氧化硅的测定—氟硅酸钾容量法 

酸不溶物的测定—盐酸处理法 

水溶性氯离子的测定—硝酸盐滴定法 

（七）检验规则 

1 检验分类 

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按照表 2 要求，分别为：附着水含量、细度、氢氧化

钙(Ca(OH)2)、氧化镁(MgO)。 

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按照表 2 要求，为技术要求的全部内容。 

有下述情况之一时，应进行产品的型式检验： 

a) 初次生产时； 

b) 原料、工艺、设备有较大改变时； 

c) 产品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d) 正常生产时每 5 天进行一次。 

1.3 分类检验项目 

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分类检验项目符合表 2 规

定。 

表 2 分类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出厂

检验 

型 式

检验 

技术要求 实验

方法 一级 二级 三级 

附着水含量/% √ √ ≤3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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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度(80μm筛余)/% √ √ ≤10 6.3 

氢氧化钙(Ca(OH)2)含量/% √ √ ≥92 ＜92,≥90 ＜90,≥88 6.4 

氧化镁(MgO)含量/% √ √ ≤0.2 6.5 

三氧化二铁(Fe2O3)含量/%  √ ≤0.25 6.6 

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  √ ≤1.1 6.7 

二氧化硅(SiO2)含量/%  √ ≤2.8 6.8 

酸不溶物含量/%  √ ≤1.5 6.9 

水溶性氯离子(Cl
-
)%  √ ≤0.06 6.10 

2 组批与取样 

2.1 组批 

对于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年产量小于 20 万 t

的生产单位，以 200 t 为一批；对于年产量 20 万 t~40 万 t 的生产单位，

以 500 t 为一批；对于年产量 40 万 t 以上的生产单位，以 1000t 为一批。

每一批量为一个编号，不足一批时以一批计。 

2.2 取样 

按 GB/T 2007.1 所规定的方法进行取样，每批量总取样量不应少于

2 kg。将样品分为两等份，一份作为试验样，一份作为备用样，密封保

存。 

2.3 判定规则 

若检验结果符合第 5 章的全部要求时，则判为该批产品合格。若有

两项（含两项）以上项目不符合要求，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若只有一

项项目不合格，则用备用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验。若复验合格，则该批

产品合格；如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八）标志和随行文件 

产品出厂时应附有产品检验合格证。合格证上应标明： 

a) 产品名称、生产厂名、厂址、生产日期； 

b) 产品标准和净重。 

（九）包装、运输和贮存 

1.1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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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一般采用袋装或散装供

应。 

1.2 运输 

干基脱硫剂产品采用罐装运输，湿基脱硫剂产品可采用罐装或其他

方式运输。在运输装载前应保持装载空间内环境清洁。 

1.3 贮存 

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贮存时应按生产工艺分

别存储，防止混入杂物。贮存期不超过 15d。 

四、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

效果 

试验分析及综述报告已经开展了如下相关工作： 

（1）已完成电石渣旋流/风选分离的研究，所制备电石渣基脱硫剂

的性能指标、氢氧化钙及杂质含量等均符合脱硫要求。  

（2）完成了电石渣中不同杂质对脱硫过程的影响研究及杂质指标

的确定。 

分别研究了电石渣中不同杂质对脱硫效率及脱硫石膏品质的影响。

在脱硫过程中，Al、Fe的加入使电石渣消溶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

Al、Fe使电石渣的消溶率分别下降了5.05%、4.50%。Al的加入使电石渣

浆液的初始pH降低，并且会消耗部分Ca(OH)2，同时生成的CaSO4会附

着在电石渣表面，减少了固液的有效接触面积，导致电石渣的最终消溶

率降低。Fe2(SO4)3在强碱性溶液中容易生成Fe(OH)3和CaSO4沉淀，都会

附着在电石渣颗粒表面减弱液固之间的传质作用，使电石渣消溶率降低，

脱除效果变差。在半水亚硫酸钙氧化结晶过程中，加入不同杂质后其粒

度分布更为分散，其中加入Si后的产物D50和含水率变化不大，对氧化

产物形貌影响也较小。加入Mg、Fe后产物粒度有略有减小，相应的含水

率提高了。加入Al后氧化速率呈减小趋势，氧化产物的粒度减小更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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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含水率提高，因此Al的存在可能会提高设备结垢的机率。 

基于上述杂质对脱硫过程影响的研究，参考DB 13/T 2032-2014 烟

气脱硫（湿法）用石灰石粉、DB 50/T 378-2011烟气脱硫（湿法）石灰

石粉确定了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的技术指标。通过

多批次电石渣的组成系统分析，发现电石渣中基本仅含有极微量重金属

元素，在生产和应用过程中满足重金属影响的相关指标GB/T 15618-2018。

因此本标准中，在电石渣脱硫剂技术指标中未对重金属进行进一步的限

定和要求。 

（3）完成了电石渣中各个指标分析方法的确定。 

分别考察了T/CACE XXX-2022《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分析方

法》、GB/T 1345《水泥细度检验方法 筛析法》和GB/T 5484《石膏化

学分析方法》中干燥差减法测定附着水含量；EDTA滴定法测定氢氧化

钙；EDTA滴定差减法测定氧化镁；EDTA直接滴定法测定三氧化二铁；

EDTA直接滴定法测定三氧化二铝的化学分析方法；筛析法测定细度的

方法；硝酸盐滴定法测定水溶性氯离子；氟硅酸钾容量法测定二氧化硅；

盐酸处理法测定酸不溶物的化学分析方法。目前编制组已完成了电石渣

脱硫剂技术指标分析方法的确定，所测定实验数据稳定性较好，误差均

在要求范围内。 

对不同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脱硫剂分析验证的支撑数据汇总

如下表所示： 

表3 河南电石渣脱硫剂 

项目 
标准限制 

中科院过程所 
一级 二级 三级 

附着水含量/% ≤30 20.01 

细度(80μm筛余)/% ≤10 11.62 

氢氧化钙(Ca(OH)2)含量/% ≥92 
＜92，

≥90 

＜90，

≥88 
92.00 

氧化镁(MgO)含量/% ≤0.2 0.36 

三氧化二铁(Fe2O3)含量/% ≤0.25 0.21 

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 ≤1.1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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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硅(SiO2)含量/% ≤2.8 2.26 

酸不溶物含量/% ≤1.5 1.38 

水溶性氯离子(Cl
-
)% ≤0.06 0.03 

 

 

表4 青海电石渣脱硫剂 

项目 
标准限制 

中科院过程所 
一级 二级 三级 

附着水含量/% ≤30 0.44 

细度(80μm筛余)/% ≤10 18.34 

氢氧化钙(Ca(OH)2)含量/% 
≥92 

＜92，

≥90 

＜90，

≥88 

85.44 

氧化镁(MgO)含量/% ≤0.2 0.13 

三氧化二铁(Fe2O3)含量/% ≤0.25 0.47 

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 ≤1.1 1.00 

二氧化硅(SiO2)含量/% ≤2.8 3.63 

酸不溶物含量/% ≤1.5 1.53 

水溶性氯离子(Cl
-
)% ≤0.06 1.10 

 

表5 新疆电石渣脱硫剂 

项目 
标准限制 

中科院过程所 
一级 二级 三级 

附着水含量/% ≤30 2.05 

细度(80μm筛余)/% ≤10 11.70 

氢氧化钙(Ca(OH)2)含量/% ≥92 
＜92，

≥90 

＜90，

≥88 
88.72 

氧化镁(MgO)含量/% ≤0.2 0.06 

三氧化二铁(Fe2O3)含量/% ≤0.25 0.38 

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 ≤1.1 0.93 

二氧化硅(SiO2)含量/% ≤2.8 3.38 

酸不溶物含量/% ≤1.5 1.67 

水溶性氯离子(Cl
-
)% ≤0.06 0.04 

 

表6 安徽电石渣脱硫剂 

项目 
标准限制 

中科院过程所 
一级 二级 三级 

附着水含量/% ≤30 3.45 

细度(80μm筛余)/% ≤10 24.02 

氢氧化钙(Ca(OH)2)含量/% ≥92 
＜92，

≥90 

＜90，

≥88 
89.42 

氧化镁(MgO)含量/% ≤0.2 0.09 

三氧化二铁(Fe2O3)含量/% ≤0.25 0.40 

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 ≤1.1 0.76 

二氧化硅(SiO2)含量/% ≤2.8 1.84 

酸不溶物含量/% ≤1.5 1.44 

水溶性氯离子(Cl
-
)% ≤0.06 0.03 



14  

 

表7 沈阳电石渣脱硫剂 

项目 
标准限制 

中科院过程所 
一级 二级 三级 

附着水含量/% ≤30 27.02 

细度(80μm筛余)/% ≤10 13.77 

氢氧化钙(Ca(OH)2)含量/% ≥92 
＜92，

≥90 

＜90，

≥88 
91.18 

氧化镁(MgO)含量/% ≤0.2 0.12 

三氧化二铁(Fe2O3)含量/% ≤0.25 0.38 

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 ≤1.1 0.61 

二氧化硅(SiO2)含量/% ≤2.8 2.58 

酸不溶物含量/% ≤1.5 1.81 

水溶性氯离子(Cl
-
)% ≤0.06 0.02 

技术经济论证：本标准中的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

剂技术指标及分析方法可以其有效控制脱硫剂的产品性能，实现了对电

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的品质把控及钙质资源节约。本技术经济性优异，

电石渣中氢氧化钙含量在80%以上，通过分析电石渣成分对其进行资源

化利用。1 t电石渣约产生0.8 t氢氧化钙，整体成本收益计算，1吨电石渣

可以获得收益约105元。按照我国每年电石渣浆产量3亿吨（含水90%）

计算，由此带来的效益约为31.5亿元。 

预期的经济效果：国内目前还没有发布相关的工业湿法脱硫用电石

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产品技术指标相关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可补充完

善产品标准体系，有助于实现产业互通。推广应用后可指导大宗固废电

石渣的资源化利用，减少电石渣堆存对环境的污染，避免电石渣中大宗

钙基资源的浪费。同时通过电石渣的资源化利用，可有效减少原生石灰

石矿物的开采和消耗，从而有助于相关产业的双碳目标实现。 

五、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未采用和参考国际标准。 

六、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依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遵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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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团体

标准管理规定（试行）》等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进行编制，按照 GB/T 

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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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起草编制过程中参考如下标准： 

DB 13/T 2032 烟气脱硫（湿法）用石灰石粉； 

DL/T 1483 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系统化学及物理特性试验方

法； 

YB/T 5279 冶金用石灰石。 

目前暂无工业脱硫（湿法）用电石渣基脱硫剂产品指标相关标准，

电石渣基脱硫剂标准引用以下标准中的方法起草： 

GB/T 1345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 筛析法； 

GB/T 2007.1 散装矿产品取样、制样通则  手工取样方法； 

GB/T 5484 石膏化学分析方法； 

GB/T 24777 化学品理化及其危险性检测实验室安全要求； 

T/CACE XXX-2022 电石渣基氢氧化钙脱硫剂分析方法。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解决过程、依据和结果 

标准通过立项论证、中期评估等阶段，暂无重大分歧意见。假如后

期存在重大分歧意见，需经专家充分论证分歧意见合理性，假如分歧有

必要验证，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采用仲裁方法重新测定，参考仲裁方法

测定结果确定测试指标数据等。 

八、贯彻中循协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建议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固废资源

化”重点专项《干法电石渣危害组分安全分离制备脱硫材料技术与示范》

（2018YFC1901502）课题、《湿法电石渣快速分离纯化及脱硫过程的结

晶调控技术与示范》（2020YFC1908805）课题及中国科学院绿色过程制

造创新研究院自主部署项目《百万吨级电石渣短程回用技术及产业化示



16  

范》（IAGM-2019-A09）要求，加强标准的宣贯与推广，进一步加快与

企业和相关环保等部门衔接，及时共享，进行具体实施指导，推动标准

配套制度和设施运行，提升标准作用。 

九、标准发行范围和数量的建议 

建议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领域推行。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