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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8666—2002《商品煤质量抽查和验收方法》。本标准与GB/T18666—2002相

比主要变化如下: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GB/T19494.1、GB/T19494.2、GB/T19494.3和GB/T25214(见

第2章); 
———采样方法中增加移动煤流采样时的规定(见4.3.2.4和5.3.2.4);
———煤炭质量评定中,增加了检验双方至少有一方未采用基本采样方案时的允许差(见4.4.2和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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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SAC/TC42)。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检测研究分院、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华电电力科学研

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立亭、杜晓光、李英华、张太平、段云龙、王兴无、李宏图、李小江。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866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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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煤质量抽查和验收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商品煤质量抽查和验收方法的术语定义、方法提要、检验项目、煤样的采取、制备和化

验、煤炭质量的评定和报告等。
本标准适用于商品煤质量监督抽查和验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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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11 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

GB/T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214 煤中全硫的测定方法

GB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475—2008 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法

GB/T19494.1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1部分:采样方法

GB/T19494.2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2部分:煤样的制备

GB/T19494.3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3部分:精密度测定和偏倚试验

GB/T25214 煤中全硫测定 红外光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检验值 inspectedvalue
检验单位按国家标准方法对被检验批煤进行采样、制样和化验所得的煤炭质量指标值。
注:如被检批煤划分为多个采样单元,检验值为各总样化验值的加权平均值。

3.2
报告值 reportedvalues
被检验单位出具的被检验批煤的质量指标值,包括被检验单位的测定值或贸易合同约定值、产品标

准(或规格)规定值。

3.3
质量指标允许差 toleranceofqualityparameter
被检验单位对一批煤的某一质量指标的报告值和检验单位对同一批煤的同一质量指标的检验值的

差值在规定概率下的极限值。

3.4
采样基数 baseforsampling
抽查或验收时,实施采样的批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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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品煤质量抽查方法

4.1 方法提要

煤炭质量抽查单位从被抽查批煤中采取一个或数个总样,然后进行制样和有关项目测定,以被抽查

单位的报告值(见3.2)与抽查单位的检验值(见3.1)进行比较,对被抽查批煤的质量进行评定。

4.2 检验项目

4.2.1 原煤、筛选煤和其他洗煤(包括非冶炼用精煤)

检验发热量(或灰分)和全硫。

4.2.2 冶炼用精煤

检验全水分、灰分和全硫。

4.3 煤样的采取、制备和化验

4.3.1 采样、制样和化验人员

采样、制样和化验人员应经过煤炭采样、制样和化验的专业技术培训,并持有有效的操作证书或岗

位合格证书。

4.3.2 煤样的采取

4.3.2.1 采样机械和工具

机械化采样器和人工采样工具应满足GB/T19494.1和 GB475—2008中规定的各项要求,且机械

化采样器能无实质性偏倚地收集子样,并被具有资质的单位严格按照GB/T19494.3规定进行的试验

所证明。
机械化采样器的最大允许偏倚值应尽可能小,且对抽查或验收批煤质量评定无实质性影响。

4.3.2.2 采样地点

煤样应从被抽查单位销售或待销煤炭中,在移动煤流或火车、汽车载煤中采取。一般不直接在煤堆

和轮船载煤中采取,而应在堆(装)煤和卸煤过程中、从转运煤流或小型转运工具如汽车载煤中采取。在

因采样条件所限只能从煤堆上采样的特殊情况下,可从煤堆上分层采取,也可从高度小于2m的煤堆

上直接采取。

4.3.2.3 采样基数

抽查煤样的采样基数一般为1000t或一个发运批量。在采样基数小于1000t时,至少应为一个

作业班的生产、堆存或运输量。在用被抽查单位的测定值进行质量评定时,抽查单位和被抽查单位的采

样批煤应相同。

4.3.2.4 采样方法

4.3.2.4.1 煤样按GB475—2008基本采样方案或GB/T19494.1规定采取。当采样基数小于和等于

1000t时,采取1个总样;大于1000t时,可采取1个或多个总样。当进行机械化采样时,采样方案的

采样精密度应符合GB/T19494.1的要求,并被具有资质的单位严格按照GB/T19494.3规定进行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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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所证明。

4.3.2.4.2 子样的分布除遵守GB475或GB/T19494.1的有关规定外还应遵守以下原则:

a) 在火车顶部采取煤样时,抽查煤样和非抽查煤样的子样应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并将可能重合的

采样点在最近的距离内错开;

b) 在汽车顶部采样时,根据每车子样数目,按a)项所述方法将抽查煤样和非抽查煤样的子样

错开;

c) 在移动煤流中采取煤样时,抽查煤样和非抽查煤样的子样应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子样的起始位

置应随机错开。

4.3.2.4.3 采样应由抽查单位至少两名人员进行,并参照附录A作好记录。

4.3.3 煤样的制备

4.3.3.1 制样设备应符合GB474或GB/T19494.2的要求。具有缩分功能的制样机械应无偏倚且精

密度符合要求,并被具有资质的单位严格按照GB/T19494.3规定进行的试验所证明。

4.3.3.2 煤样按GB474或GB/T19494.2进行制备。

4.3.3.3 离线制样或在实验室制样时,煤样缩分一般应使用二分器,煤样粒度过大或煤样过湿时,可按

GB474和GB/T19494.2规定的其他缩分方法进行缩分。

4.3.3.4 全水分煤样可在一般分析煤样的制备过程中分取。制样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免水分损失。

4.3.3.5 煤样可在采样后就地制成质量符合规定的较小粒度的试验室煤样,带回抽查单位进一步制成

分析用煤样。

4.3.3.6 在现场就地制样时,现场条件应满足GB474或GB/T19494.2的相应要求。

4.3.4 煤样的化验

4.3.4.1 全水分按GB/T211测定。

4.3.4.2 一般分析煤样的水分和灰分按GB/T212测定。

4.3.4.3 发热量按GB/T213测定。

4.3.4.4 全硫按GB/T214或GB/T25214测定。

4.4 煤炭质量的评定

4.4.1 质量评定指标

4.4.1.1 原煤、筛选煤和其他洗煤(包括非冶炼用精煤),以干基高位发热量(或干基灰分)和干基全硫作

为质量评定指标。

4.4.1.2 冶炼用精煤,以全水分、干基灰分和干基全硫作为质量评定指标。

4.4.2 质量评定指标允许差

4.4.2.1 被抽查单位采用GB475—2008基本采样方案

当被抽查单位采用GB475—2008基本采样方案时,商品煤质量抽查的各项质量评定指标允许差如

表1、表2和表3所示。

4.4.2.2 被抽查单位未采用GB475—2008基本采样方案

4.4.2.2.1 当被抽查单位采用GB475—2008专用采样方案或GB/T19494.1采样时,被抽查单位应提

供相应采样方案的采样精密度,抽查单位应予以确认。按式(1)计算合成采样精密度:

ph= p2
0+p2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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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ph———抽查单位和被抽查单位的合成采样精密度(Ad),以质量分数(%)表示;

p0 ———GB475—2008基本采样方案的精密度(Ad),以质量分数(%)表示;

pb———被抽查单位的预期采样精密度(Ad),以质量分数(%)表示。

4.4.2.2.2 当被抽查单位未采用GB475—2008基本采样方案时,商品煤质量抽查的灰分和发热量允许

差如表4所示。

4.4.3 质量评定

4.4.3.1 单项质量指标评定

4.4.3.1.1 按被抽查单位报告的测定值计价的商品煤的单项质量指标评定:被抽查单位的报告值和抽

查单位的检验值的差值,满足下述条件时,该项质量指标评定为合格;否则评为不合格:

a) 灰分(Ad):(报告值-检验值)≥表1或表4规定值;

b) 发热量(Qgr,d):(报告值-检验值)≤表1或表4规定值;

c) 全水分(Mt):(报告值-检验值)≥表2规定值;

d) 全硫(St,d):(报告值-检验值)≥表3规定值。

表1 灰分和发热量允许差

煤的品种
灰分(以检验值计)

Ad/%

允许差(报告值-检验值)

ΔAd/% ΔQgr,d/(MJ/kg)

原煤和筛选煤

20.00<Ad≤40.00

10.00≤Ad≤20.00

Ad<10.00

-2.82
-0.141Ad

-1.41

+1.12
+0.056Ad

+0.56

非冶炼用精煤 — -1.13

其他洗煤 — -2.12
按原煤、筛选煤计

冶炼用精煤 — -1.11 —

  注1:ΔAd 为灰分(干基)允许差。

注2:ΔQgr,d为发热量(干基高位)允许差。

表2 全水分允许差

煤的品种 允许差(报告值-检验值)/%

冶炼用精煤 -1.1

表3 全硫允许差

煤的品种 全硫(以检验值计)St,d/% 允许差(报告值-检验值)/%

冶炼用精煤
St,d<1.00

St,d≥1.00

-0.16
-0.16St,d

其他煤

St,d<1.00

1.00≤St,d≤2.00

2.00<St,d≤3.00

-0.17
-0.17St,d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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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被抽查单位未采用GB475—2008基本采样方案时,灰分和发热量允许差

煤的品种
允许差(报告值-检验值)

ΔAd/% ΔQgr,d/(MJ/kg)

原煤和筛选煤

非冶炼用精煤

其他洗煤

-ph +0.396ph

冶炼用精煤 -ph —

  注:以上允许差值的绝对值不能大于表1相应允许差的绝对值。

4.4.3.1.2 按贸易合同约定值或产品标准(或规格)规定值计价的商品煤的单项质量指标评定:以被抽

查单位报告的合同约定值或产品标准(或规格)规定值和抽查单位的检验值、按4.4.3.1.1规定进行评

定,但各项指标的实际允许差按式(2)修正:

T=T0/ 2 …………………………(2)

  式中:

T ———实际允许差,%或 MJ/kg;

T0———表1、表2、表3规定的允许差,%或 MJ/kg。
注:当合同约定值或产品标准(或规格)规定值为一数值范围时,全水分、灰分和全硫以其约定值或规定值的上限值

为被抽查单位报告值,发热量取下限值为报告值。

4.4.3.2 批煤质量评定

4.4.3.2.1 原煤、筛选煤和其他洗煤(包括非冶炼用精煤):以灰分计价者,干基灰分和干基全硫都合格,

该批煤质量评为合格;否则该批煤质量评为不合格。以发热量计价者,干基高位发热量和干基全硫都合

格,该批煤质量评为合格,否则该批煤质量评为不合格。

4.4.3.2.2 冶炼用精煤:全水分、灰分和全硫三项都合格,该批煤质量评为合格,否则该批煤质量评为不

合格。

4.5 抽查报告

抽查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抽查单位名称、地址;
———被抽查单位名称、地址;
———采样时间、地点、气候状况和人员;
———抽查产品品种、规格和数量;
———所依据的采样、制样标准和采用的采样、制样方案;
———相应的采样精密度和关键参数;
———样品数量、包括总样数量和质量、子样数量和质量;
———测定项目和依据标准;
———试验数据;
———质量评定结论;
———主要检验人员、审查人员、批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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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商品煤质量验收方法

5.1 方法提要

由买受方从收到的、出卖方发给的一批煤(采样基数)中采取一个或数个总样,然后进行制样和有关

项目测定,以出卖方的报告值和买受方的检验值进行比较,对该批煤质量进行评定。

5.2 检验项目

5.2.1 原煤、筛选煤和其他洗煤(包括非冶炼用精煤)

检验发热量(或灰分)和全硫。

5.2.2 冶炼用精煤

检验灰分和全硫。

5.3 煤样的采取、制备和化验

5.3.1 采样、制样和化验人员

见4.3.1。

5.3.2 煤样的采取

5.3.2.1 采样机械和工具

见4.3.2.1。

5.3.2.2 采样地点

煤样应从买受方收到的批煤中,在落地之前,在运输工具如皮带、火车、汽车以及轮船卸煤用的皮

带、汽车或其他小型运输工具载煤中采取。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从驳船载煤中采取。在发生质量纠纷的

情况下,应从单独堆放的煤堆中,用迁移煤堆并在迁移过程中采样的方式采取。在特殊情况下,可从煤

堆上分层(层高不大于2m)采取,也可从高度小于2m的煤堆上直接采取。

5.3.2.3 采样基数

验收煤样的采样基数应为买受方收到的、出卖方发给的一批煤量(包括分数次或数日抵达买受方的

同一批煤炭)。

5.3.2.4 采样方法

5.3.2.4.1 煤样按GB475或GB/T19494.1规定采取。当采样基数小于或等于1000t时,采取1个总

样;大于1000t时,可采取1个或数个总样。当进行机械化采样时,采样方案的采样精密度应符合要求

并被权威性的试验所证明。

5.3.2.4.2 子样的分布除遵守GB475或GB/T19494.1的有关规定外,还宜遵守以下原则:

a) 在火车顶部采取煤样时,买受方采样和出卖方采样的子样应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并将可能重合

的采样点在最近的距离内错开;

b) 在汽车顶部采样时,根据每车子样数目、按5.3.2.4.2中a)项所述方法将买受方采样和出卖方

采样的子样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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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移动煤流中采取煤样时,买受方采样和出卖方采样的子样应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子样的起始

位置应随机错开。

5.3.2.4.3 采样应由验收单位至少两名人员进行,并参照附录A作好记录。

5.3.3 煤样的制备

5.3.3.1 制样设备应符合GB474或GB/T19494.2的要求。具有缩分功能的制样机械应无偏倚且精

密度符合要求并被具备资质的单位认可。

5.3.3.2 煤样按GB474和GB/T19494.2进行制备。

5.3.3.3 离线制样或在实验室制样时,煤样缩分一般应使用二分器,煤样粒度过大或煤样过湿时,可按

GB474或GB/T19494.2规定的其他缩分方法进行缩分。

5.3.3.4 煤样可在采样后就地制成质量符合规定的较小粒度的试验室煤样,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制成分

析用煤样。

5.3.3.5 在现场就地制样时,现场条件应满足GB474或GB/T19494.2的相应要求。

5.3.4 煤样的化验

5.3.4.1 一般分析煤样的水分和灰分按GB/T212测定。

5.3.4.2 发热量按GB/T213测定。

5.3.4.3 全硫按GB/T214或GB/T25214测定。

5.4 煤炭质量的评定

5.4.1 质量评定指标

5.4.1.1 原煤、筛选煤和其他洗煤(包括非冶炼用精煤),以干基高位发热量(或干基灰分)和干基全硫作

为质量评定指标。

5.4.1.2 冶炼用精煤,以干基灰分和干基全硫作为质量评定指标。

5.4.2 质量评定指标允许差

5.4.2.1 当买受方和出卖方均采用GB475—2008基本采样方案采样时,商品煤质量验收的各项质量评

定指标允许差如表1和表3所示。

5.4.2.2 当买受方和出卖方中,至少一方未采用GB475—2008基本采样方案采样时,按式(3)计算合成

采样精密度:

ph= p2
a+p2

b …………………………(3)

  式中:

ph———买受方和出卖方的合成采样精密度(Ad),以质量分数(%)表示;

pa ———买受方采用的采样精密度(Ad),以质量分数(%)表示;

pb———出卖方采用的采样精密度(Ad),以质量分数(%)表示。
此时,商品煤质量验收的灰分和发热量允许差如表4所示。

5.4.3 质量评定

5.4.3.1 单项质量指标评定

5.4.3.1.1 出卖方提供测定值的商品煤的单项质量指标评定:当买受方和出卖方分别对同一批煤采样、
制样和化验时,如出卖方的报告值(测定值)和买受方的检验值满足下述条件,则该质量指标评为合格;
否则评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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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灰分(Ad):(报告值-检验值)≥表1或表4规定值;

b) 发热量(Qgr,d):(报告值-检验值)≤表1或表4规定值;

c) 全硫(St,d):(报告值-检验值)≥表3规定值。

5.4.3.1.2 有贸易合同约定值或产品标准(或规格)规定的商品煤质量指标评定:以合同约定值或产品

标准(或规格)规定值和买受方检验值、按5.4.3.1.1规定进行评定,但各项指标的实际允许差按式(2)
修正。

5.4.3.1.3 既有出卖方的测定值、又有贸易合同约定值或产品标准(或规格)规定值的商品煤的单项质

量指标,应按5.4.3.1.1或5.4.3.1.2进行评定。
注:当合同约定值或产品标准(或规格)规定值为一数值范围时,灰分和全硫取合同约定值或规定值的上限值为出

卖方报告值,发热量取下限值为报告值。

5.4.3.2 批煤质量评定

5.4.3.2.1 原煤、筛选煤和其他洗煤(包括非冶炼用精煤):以灰分计价者,干基灰分和干基全硫都合格,
该批煤质量评为合格;否则该批煤质量评为不合格。以发热量计价者,干基高位发热量和干基全硫都合

格,该批煤质量评为合格,否则该批煤质量评为不合格。

5.4.3.2.2 冶炼用精煤:干基灰分和干基全硫都合格,该批煤质量评为合格;否则该批煤质量评为不合格。

5.4.3.3 批煤质量验收结果争议解决方法

当买受方的检验值和出卖方的报告值不一致(二者的差值超过5.4.3.1.1或5.4.3.1.2规定的允许

差)并发生争议时,先协商解决。如协商不一致,应改用下述两种方法之一进行验收检验并以检验结果

作为最终结论,在此情况下,买受方应将收到的该批煤单独存放:

a) 双方共同对买受方收到的批煤进行采样、制样和化验,并以共同检验结果进行验收;

b) 双方请共同认可的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对买受方收到的批煤进行采样、制样和化验并以此

检验结果验收。

5.4.4 其他

除5.2规定的检测项目外,贸易双方也可根据有关工业用煤技术条件约定其他检测项目,并按合同

规定进行质量评定。

5.5 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买受方名称、地址;
———出卖方名称、地址;
———验收实验室名称、地址;
———采样时间、地点、气候状况和人员;
———产品品种、规格和数量;
———所依据的采样、制样标准和采用的采样、制样方案;
———相应的采样精密度和关键参数;
———样品数量、包括总样数量和质量、子样数量和质量;
———测定项目和依据标准;
———试验数据;
———质量评定结论;
———主要检验人员、审查人员、批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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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现场采制样记录

编号: 执行标准:

被采样单位:

采样地点: 气候状况:

采样时间: 煤种/品种:

批号: 批量/t: 标称最大粒度/mm:

采样方式(煤流/火车/汽车/煤堆/驳船):

采样单元数/个: 采样单元号: 采样单元/t:

子样质量/kg: 子样个数/个: 总样质量/kg:

子样采样部位(表面/0.2m以下/0.4m以下/全深度/深部分层/煤流上/煤流落头等):

子样分布方式: 缩分方式:

采制样设备:

煤样粒度/mm: 煤样质量/kg:

其他:如车皮号、煤堆草图、子样布置及有无喷水等

采样人员:
(签字)

被抽样方代表: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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