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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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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 YS/T 1092-2015《有色重金属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与 YS/T 1092-2015 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范围”中增加了镍、钴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见第 1 章，2015 年版的第 1章）；

b）“产品分级”中增加了镍、钴冶炼回收的铁精粉分级表述（见 4.1，2015 年版的 3.1）；

c）“化学成分”中增加了镍、钴冶炼回收的铁精粉化学成分要求（见 4.2，2015 年版的 3.2）；

d）“水分”中增加了镍、钴冶炼回收的铁精粉水分要求（见 4.3，2015 年版的 3.3）；

e）“试验方法”变更为按 GB/T 6730（所有部分）的规定进行。（见第 5 章,2015 年版的第 4 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河南豫光金铅集团铅盐有限责任公司、金川集

团有限公司、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 2015 年首次发布为 YS/T 1092-2015，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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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重金属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有色重金属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运输、贮存及合

同（或订货单）内容等。

本标准适用于有色重金属铜、锌、镍、钴冶炼过程中所产生的冶炼渣，经选矿或其他方法回收得到

的铁精粉，主要用于钢铁行业的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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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 硫铁矿和硫精矿 采样与样品制备方法

GB/T 6730（所有部分） 铁矿石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要求

4.1 产品分级

根据产品和主含量（全铁）的质量分数不同，将铜、锌、镍、钴冶炼渣所产生的产品分为三个品种，

其中铜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分为二个品级，锌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分为三个品级，镍、钴冶炼渣回收的

铁精粉分为三个品级。

4.2 化学成分

有色重金属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化学成分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有色重金属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化学成分

品种 品级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Fe

不小于

杂质含量（不大于）

S P SiO2 Al2O3 As Cu Zn Pb F

铜冶炼渣回收

的铁精粉

一级 50 0.3 0.04 23 2.0 0.15 0.4 3.5 / /

二级 46 0.4 0.05 25 3.0 0.25 0.5 4.0 / /

锌冶炼渣回收

的铁精粉

一级 70 5.0 0.06 5 2.0 0.7 1.3 1.5 / /

二级 65 5.5 0.08 6 2.5 0.8 1.5 1.8 / /

三级 60 6.0 0.10 7 3.0 0.9 1.8 2.0 / /

镍、钴冶炼渣回

收的铁精粉

一级 55 2.5 0.40 6 2.50 0.20 0.50 0.10

0.1 0.05二级 53 3.0 0.45 8 3.00 0.25 0.60 0.15

三级 50 3.5 0.50 10 3.50 0.30 0.70 0.20

注：对杂质元素和含量有特殊要求的，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4.3 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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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锌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中水分应不大于 12％，冰冻期水分应不大于 8％；镍、钴冶炼回收的铁

精粉水分应不大于 20%。

4.4 外观质量

有色重金属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中不应混入其他外来夹杂物，同批铁精粉应均匀。

5 试验方法

有色重金属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化学成分和水分的测定按 GB/T 6730（所有部分）的规定进行，或

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 检验规则

6.1 检查和验收

6.1.1产品由供方进行检验，产品质量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及订货单要求。

6.1.2 需方可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对收到的产品进行检查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

不符时，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15 天内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供需

双方应在实施仲裁前约定仲裁规则。

6.2 组批

铁精粉应成批交货，每批应由同一品种、品级组成，每批质量不超过 1000t。

6.3 检验项目

每批产品均应进行外观质量、水分、全铁含量的检验；杂质元素的检验项目和检验周期由供需双方

协商确定。

6.4 取样和制样

6.4.1 取样、制样按 GB/T 2460 的规定进行。

6.4.2将所制样品分成 3份：一份为供方样，一份为需方样，一份为仲裁样；仲裁样由供方或双方协商

的检验方保存，保存期 30 天。

6.5 检验结果的判定

6.5.1 同一批内，发现不同品种、品级混装，则该批全铁含量按较低品位判定。

6.5.2 同一批内，发现明显掺杂或含有其它外来杂物，则判定该批不合格。

6.5.3 数值修约和修约后的判定按 GB/T 8170 的规定执行。

7 包装、运输、贮存及随行文件

7.1 包装、运输、贮存

7.1.1产品为散装，或由供需双方协商其它包装方式。

7.1.2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防水、防散落、防飞扬等措施。

7.2 随行文件

每批产品应附有随行文件，其中除应包括供方信息、产品信息、本文件编号、出厂日期或包装日期

外，还宜包括：

a) 产品质量保证书：

·产品的主要性能及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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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品质量所负的责任；

·产品获得的质量认证及带供方技术监督部门检印的各项分析检验结果。

b) 产品合格证：

·检验项目及其结果或检验结论；

·批量或批号；

·检验日期；

·检验员签名或盖章。

c) 产品质量控制过程中的检验报告及成品检验报告；

d) 产品使用说明：正确搬运、使用、贮存方法等；

e) 其他。

。

8 订货单内容

需方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在订购本文件所列产品的订货单内，列出如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品级；

c) 杂质含量的特殊要求；

d) 净重；

e) 本文件编号；

f) 其他。



附件 2：

《有色重金属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标准修订调研表

（生产单位）

单位名称：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1、贵单位拥有哪些种类的有色重金属冶炼生产线（可多选，请打勾）

□铜 □铅 □锌 □镍 □钴

2、贵单位冶炼渣有哪些？分别源自哪些工序或设备？

冶炼渣名称： 铜熔炼渣 ，源自： 闪速炉 ；（示例）

冶炼渣名称： 铜转炼渣 ，源自： 转炉 ；（示例）

冶炼渣名称： ，源自： ；

冶炼渣名称： ，源自： ；

冶炼渣名称： ，源自： ；

冶炼渣名称： ，源自： 。

3、贵单位冶炼渣如何处理？

冶炼渣名称 简述处理工艺 产品 产品用途 备注

（示例）铜转炼

渣

将转炉渣进行三段一闭路破碎，两段

球磨，初、精扫三级浮选，得到的精

矿浆、尾矿浆分别通过浓缩机、陶瓷

过滤机脱水后得到铜渣精矿和铜渣尾

矿；再将铜渣尾矿磁选，选矿后得到

铁精粉和渣尾矿。

铜渣精矿 返炉回收铜 （示例）

铁精粉 钢铁配料

渣尾矿 水泥添加剂



4、贵单位近三年用于销售的铁精粉、渣尾矿（砂）产量情况

种类\年产量 2021年（t） 2022年（t） 2023年（t）

铁精粉

渣尾矿（砂）

5、贵单位（统计近三年）用于销售的铁精粉在不同全铁含量区间的分布情况

1）铜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

全铁含量范围（TFe单位:%） 各品位区间的量占每年总量的比例（%）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46≤TFe ＜50

50≤TFe ＜53

53≤TFe ＜56

TFe ≥56

2）铅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

全铁含量范围（TFe单位:%） 各品位区间的量占每年总量的比例（%）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46≤TFe ＜50

50≤TFe ＜53

53≤TFe ＜56

TFe ≥56

3）锌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

全铁含量范围（TFe单位:%） 各品位区间的量占每年总量的比例（%）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60≤TFe ＜63

63≤TFe ＜65

65≤TFe ＜67

67≤TFe ＜70

TFe ≥70



4）镍、钴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

全铁含量范围（TFe单位:%） 各品位区间的量占每年总量的比例（%）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50≤TFe ＜53

53≤TFe ＜55

TFe ≥55

5、2023 年以来，贵单位铁精粉（不同全铁含量区间）的水分及杂质含量情况

1）铜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

TFe区间（%）
水分及杂质成分，%

水分 S P SiO2 Al2O3 As Cu Zn Pb F

（示例）

正常范

围值

8-13 0.2-0.5 0.03-0.06 19-26.5 1.78-2.81 0.12-0.35 0.3-0.6 2.8-4.6 / /

平均值 10.23 0.32 0.04 23.82 2.43 0.19 0.38 3.1 / /

46≤TFe ＜50

正常范

围值

平均值

TFe ≥50

正常范

围值

平均值

2）铅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

TFe区间（%）
水分及杂质成分，%

水分 S P SiO2 Al2O3 As Cu Zn Pb F

（示例）

正常范

围值

8-13 0.2-0.5 0.03-0.06 19-26.5 1.78-2.81 0.12-0.35 0.3-0.6 2.8-4.6 0.1-0.5 /

平均值 10.23 0.32 0.04 23.82 2.43 0.19 0.38 3.12 0.36 /

46≤TFe ＜50

正常范

围值

平均值

TFe ≥50

正常范

围值

平均值



3）锌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

TFe区间（%）
水分及杂质成分，%

水分 S P SiO2 Al2O3 As Cu Zn Pb F

（示例）

正常范

围值

8-13 0.2-0.5 0.03-0.06 3-8 1.78-2.81 0.12-0.35 0.6-2.1 0.8-1.6 / /

平均值 10.23 0.32 0.04 5.25 2.43 0.19 1.33 1.15 / /

60≤TFe ＜65

正常范

围值

平均值

65≤TFe ＜70

正常范

围值

平均值

TFe ≥70

正常范

围值

平均值

4）镍、钴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

TFe区间（%）
水分及杂质成分，%

水分 S P SiO2 Al2O3 As Cu Zn Pb F

（示例）

正常范

围值

12-22 0.2-0.5 0.03-0.06 4-12 1.78-2.81 0.12-0.35 0.3-0.6 0.03-0.31 0.01-0.13 0.01-0.1

平均值 18.65 0.32 0.04 7.27 2.43 0.19 0.38 1.56 0.08 0.04/

50≤TFe ＜53

正常范

围值

平均值

53≤TFe ＜55

正常范

围值

平均值

TFe ≥55

正常范

围值

平均值

6、贵单位对本次标准修订是否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若有，请简述。



附件 3：

《有色重金属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标准修订调研表

（需求单位）

单位名称：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1、贵单位购买哪些有色重金属冶炼产出的铁精粉（可多选，请打勾）

□铜 □铅 □锌 □镍 □钴

2、贵单位近三年铁精粉的采购量

供货源\年购量 2021年（t） 2022年（t） 2023年（t）

铜冶炼渣生产

铅冶炼渣生产

锌冶炼渣生产

镍、钴冶炼渣生产

3、请简要介绍贵单位采购铁精粉的处理方式和主要用途。

（铁精粉如何处理，处理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按一定的规则处理；处理过程中主

要控制哪些关键指标，如何控制；处理后的预期效果是什么，达到预期效果后如

何处置，主要用途是什么）

4、对于品质较差（行业标准中技术要求指标之外的，例如铁含量过低、某一项

或多项杂质含量过高）的铁精粉，贵单位是否有特殊的处理方式？或不经处理，

直接销售至其他行业（非钢铁冶炼行业）另作他用？请简要介绍。



5、贵单位采购铁精粉的质量指标，所能接收的全铁含量下限，水分及杂质含量

上限分别是多少？（若对某项元素无要求，则对应的限额值不填写）

铜冶炼渣

回收的铁

精粉

项目 TFe H2O S P SiO2 Al2O3 As Cu Zn Pb F

限度 下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限额值

（%）

铅冶炼渣

回收的铁

精粉

限度 下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限额值

（%）

锌冶炼渣

回收的铁

精粉

限度 下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限额值

（%）

镍、钴冶

炼渣回收

的铁精粉

限度 下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限额值

（%）

6、贵单位对本次标准修订是否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若有，请简述。



附件 4：

《有色重金属冶炼渣回收的铁精粉》征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名称：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序号 标准章条 意见内容 理由

1

2

3

4

5

6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