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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来源

锌粉主要用于涂料领域，如有机和无机富锌防腐涂料。此外，也用于染料、

冶金、化工及制药等工业。锌粉在涂料领域的需求最高，占到了锌粉市场总需求

的 60%左右，其次为化工领域（约 28%）和医药领域（约 4%）。目前，锌粉的

生产方法有锌矿冶炼、雾化法、球磨法、蒸馏冷凝法、电解法等。

在维生素生产时，四环酸制备三元酸的开环反应过程中，由于反应的不完全，

反应液中存在剩余的锌粉。企业原有工艺中，废锌粉打浆转至氯化锌合成釜，滴

加盐酸进行反应，反应完全后，过滤去除未反应的杂质，得到氯化锌溶液，做为

项目副产品。锌粉与氯化氢反应会产生氢气及少量氯化氢废气，对周边大气环境

有一定污染，同时企业安全风险较大。本项目直接将反应釜内多余的锌粉经过洗

涤、过滤、脱水处理后，进行回收利用，回收方法简便，此方法既经济环保又安

全，经济环保方面是提高收率，减少盐酸使用，降低成本；安全方面是通过直接

回收锌粉，避免了锌粉与盐酸反应产生氢气的环境，规避了爆炸、火灾及腐蚀等

安全事故的隐患。

本项目回收锌粉制得锌含量≥85%的锌粉，主要用于生产氯化锌。下游厂家

回收后锌粉后，通过锌粉与盐酸反应，制成氯化锌水溶液，然后过滤、除杂工艺

得到合格的氯化锌水溶液，再经过干燥，得到成品氯化锌。

为解决生产和使用无标准可依的问题，防范环保管理风险，国内相关企业、

环保公司等相关上下游单位，在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指导下，于 2023

年 12月启动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维生素副产品锌粉》标准的制定工作。制

定副产品锌粉标准，既能有效控制副产品锌粉质量，又有助于产品生命周期有标

可依，也符合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的资源回收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和创建“无废

城市”的理念。

本文件归口单位为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

花园营养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源洹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

术协会、浙江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市远航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国内现有锌粉质量标准主要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①国家标准《锌粉》（GB/T 6890—2012），该标准由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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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河南豫光金铅集团铅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起草，参加起草单位有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巴彦卓尔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作组组织审查，并

于 2012年 12月 31日发布，2013年 10月 1日起实施。规定了锌粉的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该产品主要用于冶金、涂料、

染料、化工及制药等工业。该标准适用于以金属锌或含锌物料为原料，用蒸馏法、

雾化法、电热还原法生产的金属锌粉，其规定锌粉最低标准“合格品”中的锌粉

质量分数≥92.0%。

②国家标准《片状锌粉》（GB/T 26035—2010），该标准由北京矿冶研究总

院、北京北矿锌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起草，参加起草单位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

属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工作组组织审查，并于 2011年 1月 10日发布，2011年 10月 1日

起实施。该标准适用于以球磨法(包括干法和湿法)生产的片状锌粉。

③国家标准《无汞锌粉》（GB/T 26039—2010），该标准由株洲冶炼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起草，参加起草单位上

虞市丰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

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作组组织审查，并于 2011年 1 月 10 日发布，2011

年 10 月 1日起实施。该标准适用于以锌为原料，添加 In、Bi、A1、Ca等合金

元素，经喷雾法、化学置换法、电解共沉积法、真空蒸发-冷凝法等方法制成的

无汞锌粉产品。

④行业标准《无汞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用锌粉》（QB∕T 2576—2002），

该标准由国家轻工业电池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福

建先锋集团天泽锌粉厂、宁波双能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沈阳市葫锌新产品技术开

发总公司、衡阳水口山新材料有限公司、株洲冶炼厂、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葫芦岛涌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负责起草，参加起草单位河南新乡市群力电源

材料厂、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广州电池厂，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工作组组织审查，并于 2002年 12 月 27

日发布，2003年 4月 1日起实施。该标准所规定无汞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用锌

粉的产品分类、要求、实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准、包装、运输、贮存。标准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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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无汞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用锌粉的生产、验收和检测。

⑤行业标准《转底炉法粗锌粉》（YB/T 4271—2012），该标准由马鞍山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负责起草，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工作组组织审查，并于 2012年 5月 24日发布，2012年 11月 1日

起实施。该标准适用于转底炉工艺回收的粗锌粉，其规定锌粉最低标准“合格品”

中的锌粉质量分数≥25.0%，最高含量≥55.0%。

以上各标准具体指标对比情况详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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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国内外相关标准分析对比

标准名称 GB/T 6890—2012 GB/T 26035—2010
GB/T 26039—2010

QB∕T 2576—

2002

YB/T 4271—2012
本文件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FZP-1/FZP-2/FZP-3 品级 1 品级 2 品级 3 品级 4

外观 灰色，锌粉内不应混入外来夹杂物
银灰色,具有明显金属光泽且色

泽均匀,锌粉中无粉块和杂物

银灰色粉末,有金属光

泽,不规则颗粒形貌
/ 不应带有外来夹杂物

不应带有外

来夹杂物

全锌/% ≥ 98 98 96 92 95 余量 98.5 55 45 35 25 85.0

金属锌/% ≥ 96 94 92 88 90 / / / /

Pb/% ≤ 0.1 0.2 0.3 / 0.005 30μg/g
含铅锌粉：0.3

/ 0.005
无铅锌粉：0.003

Fe/% ≤ 0.05 0.2 / / 0.020 3μg/g 3μg/g / 0.02

As/% ≤ 0.0005 0.0005 0.0005 / / / / / 0.0005

Cd/% ≤ 0.1 0.2 / / 0.005 10μg/g 10μg/g / 0.005

酸不溶物/% ≤ 0.2 0.2 0.2 0.2 / / / / 0.2

油脂/% ≤ / / / / 4 / / / /

Cu/% ≤ / / / / / 1μg/g 3μg/g / 0.2

Hg/% ≤ / / / / / 3μg/g 3μg/g / /

ZnO/% ≤ / / / / / 0.4 0.4 / /

Ca/% ≤ 0.05

可溶性盐/% ≤ / / / / / / / / 2.5

有机物/% ≤ / / / / / / / / 0.05

水分/% ≤ / / / / / / / / 1.5

备注
以含锌物料为原料生产的四级锌粉，其硫

含量应不大于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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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过程

3.1 工作工程

在标准归口管理单位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的组织协调下，由浙江

花园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花园营养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源洹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浙江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发挥维生素副产品物锌粉生产企

业、科研单位、下游用户单位的优势，共同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合作开展标

准起草工作。

2023年 11月，浙江花园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花园营养科技有限公

司及浙江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筹划、调研维生素副产品锌粉团体标准可

行性工作，开展前期政策调研。

2023年 12月，编制组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确定了参与编制单位及

人员、技术路线、任务分工、时间进度等问题。

2023年 12月底，完成开题报告和标准编制大纲。

2024年 12月上旬，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组织召开立项研讨会，

审议通过开题报告和标准编制大纲，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建议。

2024年 12月中旬，工作组进一步邀请湖北源洹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标准

编制工作，全面启动标准文本起草和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

2024年 12月下旬，完成编制文本和编制说明初稿，并进行了内部讨论和意

见征求。

2025年 4月，进一步修改完成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标准在

协会主页上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为 30天。

3.2 主要工作

标准编制工作组前期主要进行了维生素副产品锌粉标准研究、相关标准分析、

锌粉产品质量检测等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1、锌粉标准

国标或行标目前只有《锌粉》（GB/T 6890—2012）、《片状锌粉》（GB/T

26035—2010）、《无汞锌粉》（GB/T 26039—2010）、《无汞碱性锌-二氧化锰

电池用锌粉》（QB∕T 2576—2002）、《转底炉法粗锌粉》（YB/T 427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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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于维生素副产品锌粉，锌粉质量尚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2、相关标准分析

标准编制工作组前期主要进行了锌粉相关标准分析，重点关注全锌、金属锌、

酸不溶物、重金属、油脂等常规污染物含量要求等，具体见表 2-1。

对照表 2-1中各标准：GB/T 6890—2012中，化学成分指标除全锌和金属锌

的含量外，还涉及酸不溶物及重金属，主要包括铅、铁、砷、镉。同时对于以含

锌物料为原料生产的四级锌粉，其硫含量应不大于 0.5%；

相对于 GB/T 6890—2012，GB/T 26035—2010中的片状锌粉产品主要用于锌

铬防腐涂液和富锌防腐涂料等领域。成分指标中新增了油脂的控制指标，减少了

砷和酸不溶物的控制指标。

GB/T 26039—2010中的无汞锌粉主要用于无汞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制造业。

因此对锌的纯度要求较高。对杂质的控制指标主要有氧化锌及重金属。重金属含

量控制在微克级，主要包括铅、铁、镉、铜、汞。

行业标准 QB∕T 2576—2002 中的锌粉主要用于无汞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

生产，对锌的纯度要求较高。化学成分指标除锌含量外，杂质的控制指标涉及氧

化锌及重金属。重金属含量控制在微克级，主要包括铅、铁、镉、铜、汞。QB

∕T 2576—2002的控制指标与 GB/T 26039—2010基本一致，铅和铜的控制限值

略高于 GB/T 26039—2010。

行业标准 YB/T 4271—2012中的锌粉主要来源于转底炉工艺回收的粗锌粉。

化学控制指标仅有一个锌含量，且锌含量远低于其他国标及行标要求，锌含量最

低只有 25%。

表 3.2-1 锌粉相关标准

编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T 6890—2012 锌粉

2 GB/T 26035—2010 片状锌粉

3 GB/T 26039—2010 无汞锌粉

4 QB∕T 2576—2002 无汞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用锌粉

5 YB/T 4271—2012 转底炉法粗锌粉

3、维生素副产品锌粉产品质量检测

2024年 2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委托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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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营养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副产品锌粉样品进行了分析，分析内容为标准监控的

指标。测试数据表明维生素副产品锌粉能够满足本文件确定的指标要求。维生素

副产品锌粉各项指标的分析结果详见附件。

4 产品概况

4.1 性质

产品名称：维生素副产品锌粉。

主要成分：Zn、ZnO。

生素副产品锌粉中不应带有外来夹杂物

4.2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生产氯化锌。

4.3 生产工艺

1、副产品锌粉工艺流程

维生素副产品锌粉来源于维生素生产过程中四环酸制备三元酸的开环反应

时，由于反应的不完全，反应液中存在剩余的锌粉及氧化锌，然后通过洗涤、过

滤、脱水处理后，得到副产品锌粉，其具体工艺如下：

纯度 99%的锌粉、液碱与维生素中间体（四环酸）反应后生产三环酸钠盐、

偏锌酸钠，过程中锌粉会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氢氧化锌、氧化锌等杂质。反应完

毕后进行过滤，其中滤液进行下一步维生素反应，滤渣经过水洗、过滤和脱水后，

得到副产品锌粉。

维生素副产品锌粉生产工艺流程简图如图 4.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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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维生素副产品锌粉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3、生产工艺特点

1）原料来源简单，本质安全性好

副产品锌粉来自维生素中间体的生产过程，生产对象为食品级及饲料级添加

剂，涉及原料纯度、品质高，不涉及高毒化学品。生产过程所使用的原料为 99%

的锌粉，其反应过程主要涉及氢氧化钠等无机试剂。

从维生素的原辅料和产品的性质可知，副产品锌粉生产过程原料来源简单，

不涉及重金属、高毒和持久性污染物。

2）实现资源的回收利用，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

本项目下游企业将本副产品锌粉可做为氯化锌生产原料，降低下游企业的生

产成本。同时削减了原工艺中锌粉与盐酸反应的工序，避免了因锌粉与盐酸反应

产生氢气而带来的爆炸、火灾及腐蚀等安全事故的隐患。

5 标准制定原则和内容说明

5.1 制定原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制定标准应

当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提高经济效益，并符合使用要

求；有利于产品的通用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制定标准应当做到

与有关标准的协调配套；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贸易”

的精神制定本文件。

同时，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相关指标的设定遵循三个原则：

一是安全性原则，核心是副产品锌粉中有机杂质、重金属离子和其他高风险

的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环境安全原则，这是制定本文件的底限；

二是指标设定兼顾必要性原则，下游通用需求和行业生产实际相结合，避免

不必要的处理，即须实现安全环保与技术可行性、经济性相统一。

三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结合企业现阶段锌粉资源化利用的实际情况，

以解决实际问题，以规范产品的适用范围、理化指标和指标值、检测检验、包装

储运要求等，提供更为细化的产品要求为导向，开展标准研制。

5.2 内容及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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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维生素副产品锌粉的产品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文件适用于以维生素生产过程中的废锌粉为原料，预

处理后经蒸发结晶、干燥制得的回收锌粉，主要用于生产氯化锌。

5.2.2 质量要求

国标或行标目前只有《锌粉》（GB/T 6890—2012）、《片状锌粉》（GB/T

26035—2010）、《无汞锌粉》（GB/T 26039—2010）、《无汞碱性锌-二氧化锰

电池用锌粉》（QB∕T 2576—2002）、《转底炉法粗锌粉》（YB/T 4271—2012），

国标 GB/T 6890—2012中锌粉的技术指标除锌的含量外，还涉及酸不溶物及重金

属，主要包括铅、铁、砷、镉。同时对于以含锌物料为原料生产的四级锌粉，其

硫含量应不大于 0.5%；；相对于 GB/T 6890—2012，GB/T 26035—2010新增了

油脂的控制指标，减少了砷和酸不溶物的控制指标。而 GB/T 26039—2010、QB

∕T 2576—2002规定的锌粉主要用于电池制造业，对杂质控制要求较高。YB/T

4271—2012化学控制指标仅有一个锌含量，且锌含量远低于其他国标及行标要

求，锌含量最低只有 25%。

则基于副产品锌粉及下游氯化锌生产特点主要考虑了锌含量、水分、可溶性

盐、有机物、酸不溶物、砷、铅、镉、铁、钙等指标。

对各项指标的筛选情况如下：

（1）锌含量

作为副产品锌粉，锌含量是下游用户必须考虑的主要经济性指标，因此本文

件将全锌含量做为本文件的主要技术指标。参照行业标准《转底炉法粗锌粉》

（YB/T 4271—2012），根据企业实验室小样检测结果（锌含量：88.0%~89.9%），

结合下游企业对锌含量的要求，规定锌含量指标为≥85.0%。

（2）酸不溶物

《锌粉》（GB/T 6890—2012）中规定了金属锌粉中酸不溶物不超过 0.2%。

本文件参照 GB/T 6890—2012，同时根据企业实验室产生小样锌粉检测结果（酸

不溶物含量：0.04%~0.08%），规定副产品锌粉中酸不溶物控制限值不超过 0.2%。

（3）砷

《锌粉》（GB/T 6890—2012）中规定了金属锌粉中砷含量不超过 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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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参照 GB/T 6890—2012，同时根据企业实验室小样产生锌粉检测结果（砷

含量：0.00011%~0.00014%），规定副产品锌粉中砷含量控制限值不超过 0.0005%。

（4）铅

《锌粉》（GB/T 6890—2012）中规定了三级品质金属锌粉中铅含量不超过

0.3%，而四级品质金属锌粉中未对铅含量提出控制要求。《片状锌粉》（GB/T 26035

—2010）中规定了片状锌粉中铅含量不超过 0.005%。本文件参照 GB/T 26035—

2010 ， 同 时 根 据 企 业 实 验 室 小 样 产 生 锌 粉 检 测 结 果 （ 铅 含 量 ：

0.00031%~0.00065%），规定副产品锌粉中铅含量控制限值不超过 0.005%。

（5）镉

《锌粉》（GB/T 6890—2012）中规定了二级品质金属锌粉中镉含量不超过

0.2%，而三级、四级品质金属锌粉中未对镉含量提出控制要求。《片状锌粉》（GB/T

26035—2010）中规定了片状锌粉中镉含量不超过 0.005%。企业实验室小样产生

锌粉中镉未检出，本文件参照 GB/T 26035—2010，规定副产品锌粉中镉含量控

制限值不超过 0.005%。

（6）铁

《锌粉》（GB/T 6890—2012）中规定了二级品质金属锌粉中铁含量不超过

0.2%，而三级、四级品质金属锌粉中未对铁含量提出控制要求。《片状锌粉》（GB/T

26035—2010）中规定了片状锌粉中铁含量不超过 0.020%。本文件参照 GB/T

26035—2010，同时根据企业实验室小样产生锌粉检测结果（铁含量：

0.00073%~0.0010%），规定副产品锌粉中铁含量控制限值不超过 0.020%。

（7）钙

下游企业产品标准《工业氯化锌》（HG/T 2323—2019）中对钙含量要求最

大不超过 0.5%。《锌粉》（GB/T 6890—2012）及《片状锌粉》（GB/T 26035—

2010）中未对钙含量提出控制要求。本文件参照 HG/T 2323—2019，同时根据企

业实验室小样产生锌粉检测结果（钙含量：0.028%~0.034%），规定副产品锌粉

中钙含量控制限值不超过 0.050%。

（8）铜

《锌粉》（GB/T 6890—2012）及《片状锌粉》（GB/T 26035—2010）、《转

底炉法粗锌粉》（YB/T 4271—2012）中未对铜含量提出控制要求。《无汞锌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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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6039—2010）、《无汞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用锌粉》（QB∕T 2576—

2002）所规定的锌粉主要用于电池制造业，对金属杂质要求较高，要求铜的含量

限值分别不超过 1μg/g、3μg/g。下游企业产品标准《工业氯化锌》（HG/T 2323

—2019）对铜无控制要求，且生产过程中锌粉做为还原剂能去除产品中的铜离子，

本文件根据企业实验室小样产生锌粉检测结果（铜含量：0.10%~0.11%），规定

副产品锌粉中铜含量控制限值不超过 0.2%。

（9）水分含量

现行的锌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中未对水分含量进行限制。下游企业氯化锌

固体产品中规定了工业用氯化锌固体Ⅱ型产品的水分含量限值为 1.0%，本文件

根据企业实验室小样产生锌粉检测结果（水分含量：0.9%~1.0%）及下游厂家需

求，规定锌粉水分含量指标为≤1.5%。

（10）可溶性盐

现行的锌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中未对可溶性盐含量进行限制。本项目涉及

的可溶性盐主要为锌粉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的偏锌酸钠。为减少带入下游企业的

钠杂质，本文件根据企业实验室小样产生锌粉检测结果（可溶性盐含量：

2.11%~2.18%）及下游厂家需求，规定锌粉可溶性盐含量指标为≤2.5%。

（11）有机物

现行的锌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中未对有机物含量进行限制。本项目涉及的

有机物主要为维生素生产的中间体。为减少带入下游企业的有机物杂质，本文件

根据企业实验室小样产生锌粉检测结果（可溶性盐含量：0.019%~0.020%）及下

游厂家需求，规定锌粉中有机物含量≤0.05%。

因本副产品锌粉来源于纯度 99%以上的锌粉，且生产过程中不涉及的汞等物

质，且下游生产工艺中有涉及去除重金属的工艺，因此对汞不做规定；《片状锌

粉》（GB/T 26035—2010）中涉及的油脂指标由有机物指标取代，因此不另作不

作规定；下游产品氯化锌中控制的钡主要由生产工艺中添加的氯化钡引入，因此

对钡不做规定。

2024年 7月，企业委托第三方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验证

性检测，检测结果列表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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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维生素副产品锌粉样品检测结果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检测方法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1 可溶性盐，% 0.211 21.8 21.1 NY/ T1121.16

2 水分，% 0.9 1.0 0.9 HJ 1222

3 有机物，% 0.020 0.019 0.020 HJ 761

4 盐酸不溶物含量，% 0.04 0.08 0.06

GB/T 68905 全锌，% 89.5 89.9 88.0

6 金属锌，% 49.4 50.2 51.2

7 铝（Al），% 0.0018 0.0019 0.0019 GB/T 12689

8 砷（As），% 0.00014 0.00011 0.00014

GB/T 6890
9 铅（Pb），% 0.00065 0.00038 0.00031

10 镉（Cd），% ＜0.0002 ＜0.0002 ＜0.0002

11 铁（Fe），% 0.0010 0.00098 0.00073

12 铜（Cu），% 0.11 0.10 0.10
GB/T 26039

13 钙（Ca），% 0.033 0.034 0.028

2、试验方法的确定

本维生素副产品锌粉中锌含量、酸不溶物、铅、铁、砷、镉指标的检测方法

参照《锌粉》(GB/T6890—2012)；铜、钙指标的检测方法参照《无汞锌粉》

(GB/T26039—2010)；水分的检测方法参照《固体废物 水分和干物质含量的测定

重量法》(HJ 1222—2021)；有机物的检测方法参照《固体废物 有机质的测定 灼

烧减量法》(HJ761—2015)可溶性盐的检测方法参照《土壤检测 第 16 部分:土壤

水溶性盐总量的测定》(NY/T 1121.16—2006)。所有的检测项目及试验方法列于

表 5.2-2。

表 5.2-2 试验方法一览表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全锌，% ≥85.0 GB/T 6890

酸不溶物，% ≤0.2 GB/T 6890

Pb，% ≤0.005 GB/T 6890

Fe，% ≤0.02 GB/T 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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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0.0005 GB/T 6890

Cd，% ≤0.005 GB/T 6890

Cu，% ≤0.2 GB/T 26039

Ca，% ≤0.05 GB/T 26039

水分，% ≤1.5 HJ 1222

可溶性盐，% ≤2.5 NY/T 1121.16

有机物，% ≤0.05 HJ 761

5.2.3 检验规则

本部分对产品的检验分类、组批规则和采样方案以及判定规则做了相关的规

定。

5.2.4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根据相关规定以及副产品锌粉的特性，对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做

了相关的规定。

5.2.5 安全

本部分根据相关规定以及副产品锌粉的特性，对安全做了相关的规定。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说明

无。

7 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无。

8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与我国现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无冲突。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尽快发布本文件并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实施。建议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

宣贯，使标准应用单位了解标准内容，促进标准实施应用。

10 废止现行团体标准的建议

无。

11 涉及的著作权、专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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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12 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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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反馈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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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制订过程材料附件

1、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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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征求意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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