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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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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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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工业用无机碱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用无机碱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样品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以及安全。 

本文件适用于以环己酮装置皂化废碱液经碱回收锅炉焚烧处理产生的碱渣和碱灰为加工原料生产

的工业用无机碱。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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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09  工业用氢氧化钠 

GB/T 210—2022  工业碳酸钠 

GB/T 536  液体无水氨 

GB/T 4209  工业硅酸钠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74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1212  化纤用氢氧化钠 

GB/T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5  水质  苯并（α）芘的测定  乙酰化滤纸层析荧光分光光度法 

GB/T 30903  无机化工产品 杂质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 

GB/T 35924  固体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热重法 

GB/T 36514  碱回收锅炉 

HG/T 2568  工业偏硅酸钠 

HG/T 3696.1  无机化工产品 化学分析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第1部分：标准滴定溶液的

制备 

HG/T 3696.2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的制备第2 部分：杂质标准溶液的

制备 

HG/T 3696.3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的制备第3 部分：制剂及制品的制

备 

HG/T 4315  工业速溶粉状硅酸钠 

HG/T 5353  工业氨水 

HG/T 5746  工业正硅酸钠 

HJ/T 343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汞滴定法（试行） 

HJ 501—2009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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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700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2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1147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JC/T 2477  预制混凝土用外加剂 

JT/T 523  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外加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碱回收锅炉 alkali recovery boiler 

以废液为燃料，通过燃烧方式回收废液中的含碱无机物和热能的锅炉。俗称固碱炉。 

[来源：GB/T 36514—2018，3.1] 

3.2  

混凝土外加剂 concrete admixtures 

是一种在混凝土搅拌之前或拌制过程中加入的、用以改善新拌混凝土和（或）硬化混凝土性能的材

料。 

[来源：GB/T 8075—2005，2，有修改] 

3.3  

高温段 high temperature section of boiler 

固碱炉燃烧室出口及出口上游，燃烧所产生的烟气温度处于≥1100℃的区间段。 

[来源：GB 18484—2020，3.7，有修改] 

3.4  

烟气停留时间 flue gas residence time 

燃烧所产生的烟气处于高温段（≥1100 ℃）的持续时间，可通过焚烧炉高温段有效容积和烟气流

量的比值计算。 

3.5  

燃烧效率 combustion efficiency（CE） 

烟道排出气体中二氧化碳浓度与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浓度之和的百分比。 

注： 计算公式见附录。 

4 基本要求 

4.1 原料要求 

4.1.1 皂化过程中使用的氢氧化钠应符合 GB/T 209 等相关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要求；形成的皂化废

液应满足 GB/T 36514 规定的燃烧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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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废气脱硝使用的氨水（液氨）应符合 GB/T 536、HG/T 5353 等国家、行业以及团体标准要求。 

4.2 碱回收锅炉要求 

碱回收锅炉相关要求应符合GB/T 36514规定的要求。 

4.3 锅炉燃烧工艺要求 

锅炉高温段的烟气温度不低于1100 ℃，烟气停留时间不低于2.0 s，燃烧效率不低于99.9%。 

4.4 产品用途限制 

无机碱产品限于工业领域使用，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食品及其加工、饲料等行业领域。用于下列产

品生产原辅料时，其产品应符合相关国家、行业或团体标准要求。 

a) 用于生产硅酸钠的，其硅酸钠产品应符合 GB/T 4209、HG/T 2568、HG/T 4315、HG/T 5746 等

相关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的要求； 

b) 用于生产氢氧化钠的，其氢氧化钠产品应符合 GB/T 209、GB/T 11212 等相关国家、行业和团

体标准的要求； 

c) 用于生产混凝土外加剂的，其混凝土外加剂产品应符合 GB 8076、JC/T 2477、JT/T 523 等相关

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要求； 

d) 用于生产水处理药剂的，其水处理药剂产品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团体以及厂商企业标准。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颜色 

外观为固体粉状、粒状，呈现灰色至白色。 

5.2 技术指标 

工业用无机碱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优等品 合格品 

总碱量（以Na2CO3计，以干基计）ω/% ≥80 ≥50 

硫酸盐（以SO4计，以干基计）ω/% ≤10 ≤35 

氯化钠（以NaCl计，以干基计）ω/% ≤5 ≤10 

铁（Fe，以干基计）ω/% ≤0.05 ≤0.05 

水不溶物ω/% ≤0.1 ≤0.5 

水分含量/% ≤5.0 ≤5.0 

5.3 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含量 

无机碱中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表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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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含量 

项目 指标 

汞（Hg）的质量分数（以干基计）（mg/kg） ≤0.1 

镉（Cd）的质量分数（以干基计）（mg/kg） ≤10 

铅（Pb）的质量分数（以干基计）（mg/kg） ≤50 

砷（As）的质量分数（以干基计）（mg/kg） ≤2.0 

镍（Ni）的质量分数（以干基计）（mg/kg） ≤5 

5.4 水溶液控制指标要求 

无机碱的水溶液（配置成10.0 g/L）控制指标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水溶液控制指标要求 

项目 指标 

pH值（无量纲） ≥9.5 

总有机碳（mg/L） ≤50 

氨氮（mg/L） ≤8 

总氮（mg/L） ≤10 

总磷（mg/L） ≤0.5 

氟化物（mg/L） ≤1.0 

氯化物（mg/L） ≤300 

总汞（mg/L） ≤0.001 

总镉（mg/L） ≤0.05 

总铅（mg/L） ≤0.1 

总砷（mg/L） ≤0.005 

总镍（mg/L） ≤0.1 

苯并（a）芘（mg/L） ≤0.000004 

6 采样方法 

按照GB/T 6678中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将采样器自包装袋的上方斜插人至料层深度的3/4处采样。

将采出的样品混匀，用四分法缩分至不少于400 g。将所采样品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的容器中，密封。

粘贴标签，注明生产厂名、产品名称、类别、等级、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一份用于检验，另

一份保存备查，保存时间宜由生产企业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7 试验方法 

警示：本试验方法中所使用的部分试剂具有毒性或腐蚀性，操作时应小心谨慎！必要时需在通风橱

中操作。如溅到皮肤或眼睛上应立即用水冲洗，严重者应立即就医。 

7.1 试验用试剂和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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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试剂和水，当未注明其他要求时，应为分析纯试剂和GB/T 6682—2008中规定的三级水。试

验用标准滴定溶液、杂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当未注明其他要求时，均应按HG/T 3696.1、HG/T 3696.2

和HG/T 3696.3的规定制备。 

7.2 外观颜色 

在自然光下，于白色衬底的表面皿或白瓷板上用目视法判定外观颜色。 

7.3 总碱量的测定 

按GB/T 210—2022中7.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7.4 硫酸盐含量的测定 

按GB/T 210—2022中7.4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7.5 氯化钠含量的测定 

按GB/T 210—2022中7.6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7.6 铁含量的测定 

按GB/T 210—2022中7.5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7.7 水不溶物的测定 

按GB/T 210—2022中7.7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7.8 水分含量的测定 

按GB/T 35924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7.9 重金属含量的测定 

镉、铅、镍的质量分数按GB/T 30903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汞和砷的质量分数按HJ 702中规定的

方法进行检验。 

7.10 水溶液控制指标的测定 

按第6章规定的规则进行采样，配置成10.0g/L的水溶液，按照以下检测方法测定。 

a) pH 值按 HJ 1147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b) 总有机碳按 HJ 501—2009 中的“直接法”进行测定； 

c) 氨氮按 HJ 535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d) 总氮按 HJ 636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e) 总磷按 GB/T 11893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f) 氟化物按 GB/T 7484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g) 氯化物按 HJ/T 343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h) 重金属按按 HJ 700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i) 苯并（a）芘按 GB/T 11895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8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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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组批 

以同一原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品种，稳定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个检查批。同一批被检产品的生

产时限不得超过7 d。 

8.2 检验 

8.2.1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都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包括外观、颜色和表1规定的总碱量、硫酸盐含量、氯化钠

含量、水不溶物、水分含量项目和表3的pH值，检验时应逐批进行。检验合格签发合格检验单，方可出

厂销售。 

8.2.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所需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批次中抽取。检验项目为外观、颜色、表1、表2和表3

中规定的全部项目。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半年应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

验： 

a) 更新关键设备和生产工艺； 

b) 主要原料有变化； 

c) 停产又恢复生产； 

d) 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e) 行业主管部门或买方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3 判定规则 

8.3.1 检验结果按 GB/T 8170 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是否符合本文件。若检验结果有一项指标不符

合本文件的要求，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中采样进行复验，复验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的

要求，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8.3.2 出厂检验项目按 8.2.1 要求检验，且满足本文件要求时，判为出厂检验合格；型式检验项目按 8.2.2

要求检验，且满足本文件要求时，判为型式检验合格。 

8.3.3 使用单位有权按照本文件的规定对收到的工业用无机碱进行验收，核准其质量是否符合本文件的

要求。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时，送双方协商认可的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质量检验机构进行仲裁

检验。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产品的包装袋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内容应至少包括：产品名称、产品等级、生产厂名和地址、

批号或生产日期、净含量、本文件编号和GB/T 191—2008中第2章规定的“怕雨”标志。 

9.2 包装 

9.2.1 工业用无机碱应采用以下包装方式： 

a) 双层包装：外包装采用塑料编织袋，内包装采用聚乙烯塑料薄膜袋，每袋净含量 40 kg或 50 kg； 

b) 单层包装：采用复合塑料编织袋，每袋净含量 40 kg或 5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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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集装袋包装：采用集装袋包装，每袋净含量 1000 kg； 

d) 用户有特殊要求时可协商。 

9.2.2 包装时应将袋内空气排出，袋口用尼龙绳扎紧，或用与其相当的其他方式封口。外袋应老哥缝合

或热合封口。 

9.3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雨淋、受潮，不应与酸性物质混运。 

9.4 贮存 

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防止雨淋、受潮、日晒、受热，不应与酸性物质混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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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燃烧效率计算 

燃烧效率计算公式见下式（A.1）。 

 𝐶𝐸 =
𝐶𝐶𝑂2

𝐶𝐶𝑂2+𝐶𝐶𝑂
× 100% ····························································· (A.1) 

式中： 

CE——燃烧效率，%； 

CCO2——燃烧后排其中CO2的浓度，mg/m3； 

CCO——燃烧后排其中CO的浓度，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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