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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由于国家对水泥企业化验室记录及报告编制无统一规定，各水泥企业自行编制的记录各不相同，水

平参差不齐。为了进一步规范我省水泥企业化验室的管理水平，根据T/CBMF 17《水泥生产企业质量管

理规程》等要求，重新制定了本标准。

通过对水泥企业化验室记录及报告格式的统一，可以达到推动我省水泥企业化验室记录及报告的规

范化和科学化的目的，提高质量控制水平，为记录及报告信息化管理创造基础条件。

本标准由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

本标准由黑龙江省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参加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23/T 155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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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企业化验室记录及报告编制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黑龙江省水泥企业化验室各类记录格式、编制及填写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黑龙江省水泥企业化验室各类记录格式编制及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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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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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T/CBMF 17 水泥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程

3 分类

水泥企业化验室记录共分四类：原始记录、出厂检验报告、检验台账。

3.1 原始记录

原始记录是化验室对原料、半成品、成品检验及管理的证实，直接反映其有关质量技术数据，体现

可追溯性。

3.2 出厂检验报告

出厂检验报告是生产企业提供给客户产品质量的证明文件，可分为早期检验报告和后补的28天水泥

强度检验报告。

3.3 检验台账

水泥检验台账是对水泥产品质量过程控制结果的汇总。

水泥检验台账按企业生产类型不同分为水泥厂和粉磨站两种。

4 管理要求

4.1 记录的编制

4.1.1 唯一标识

统一制定的原始记录、出厂检验报告、报表等记录，在记录的左上方标有唯一性标识编码；在上方

据中标有记录的名称；在右上方标有记录的编号。

4.1.2 唯一性标识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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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性标识的编码为“省统一编码”+“记录编码”：HJC-□□。

4.1.3 台账的编码

水泥检验台账装订成册，不另设编码。

4.1.4 记录的格式

省内统一的记录格式见资料性附录A：全省统一记录格式；

水泥厂检验台账的格式见资料性附录B：水泥检验台账格式（水泥厂）；

粉磨站检验台账的格式见资料性附录C：水泥检验台账格式（粉磨站）。

4.1.5 水泥企业自行编制的记录

如有需要，水泥企业可自行编制记录，按4.1.2要求自行编制，编码需唯一。

4.2 记录的填写

相关人员负责记录的填写，记录设置的项目逐项填写，不得缺项，不需填写的项目，用“/”明示；

填写记录时，必须用钢笔、碳素笔或圆珠笔填写，填写要及时、真实、准确，不得后补、伪造；字迹要

清晰、整齐，能准确识别；记录一经填写完成，原则上不允许任何部门或个人涂改，以确保其原始性、

可追溯性和证明作用。如系笔误或经证实原有记录不准确，可由本人在原始记录上采用加“—”杠改形

式更改，并加注更改人唯一性标识，但应保留原有记录的可识别性。凡涂、贴、刮等方式改动的记录一

律作废。

同时需其它人员签字确认的记录，必须由其本人签字确认才可生效。

4.3 记录的发送或传递

需提供给其它部门/人员的记录，接收人员应在记录的相应位置或记录交接单上签字确认。

提供给用户的出厂检验报告，用户方人员应在报告的底联上签字确认。

4.4 记录的保管及销毁

记录由填写人员及需发送部门人员保管，化验室对已完成的整本记录进行保存。

记录保存期限通常为5年，如超过保存期限时，由保存记录的人员提出销毁申请，填写销毁文件资

料记录表，试验室主任确认并批准要销毁的记录。

水泥检验台账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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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全省统一记录格式

A.1 页面尺寸

HJC-01、HJC-02、HJC-03、HJC-05、HJC-09、HJC-10、HJC-12页面尺寸为A4；

HJC-04、HJC-06、HJC-07、HJC-08页面尺寸为A5。

A.2 记录编号及名称：

HJC-01出厂水泥化学分析原始记录（一）

HJC-02出厂水泥化学分析原始记录（二）

HJC-03-1进出厂熟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

HJC-03-1进出厂熟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封2）

HJC-04密码抽查记录

HJC-05水泥凝结时间安定性原始记录

HJC-06-3水泥物理试验原始记录

HJC-07水泥袋重抽检记录

HJC-08水泥出厂通知单

HJC-09-3水泥质量检验报告

HJC-10水泥出厂发货回单

HJC-12水泥筛校验原始记录

HJC-13出厂水泥细度试验原始记录

HJC-14-2密度比表面积试验原始记录

HJC-15物理室温湿度控制记录

HJC-16出厂水泥样品封存及处理登记表

HJC-17-1原材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

HJC-17-1原材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封2）

HJC-18-2水泥生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

HJC-18-1水泥生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封2）

HJC-19-2生产熟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

HJC-19-1生产熟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封2）

HJC-21细度试验原始记录

HJC-22水泥对标检验委托单

注 1：凡标明（封 2）的记录均在相应原始记录的封二面上印制。

注 2：原 HJC-11 和 HJC-20 记录取消。

A.3 说明

因标准的版面限制，记录格式为示例，个别记录的行间距和行数未按实际印刷要求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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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01 出厂水泥化学分析原始记录（一） №:_________

日期 编号

烧失量 三氧化硫 氧化镁

检验员样重
m1(g)

空坩埚
m2(g)

烧后坩埚
m3(g)

结果
（%）

平均值
(%)

样重
m1(g)

空坩埚
m2(g)

烧后坩埚
m3(g)

结果
（%）

平均值
(%)

样重
（g）

消耗 EDTA(mL) 结果
（%）

平均值
(%)V 空白 V1 V2

…… ……

注：TMgO= mg MgO/mL EDTA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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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02 出厂水泥化学分析原始记录（二） №:_________

日期 编号

氯离子 R2O

检验员样重
（g）

消耗 Ag(NO3)2 (mL) 结果
（%）

平均值
(%)

样重
m1(g)

K2O Na2O R2O
(%)V1 空白 V2

测量值
μg/mL

空白值
μg/mL

结果
(%)

平均值
(%)

测量值
μg/mL

空白值
μg/mL

结果
(%)

平均值
(%)

…… ……

注：T 氯离子= mg Cl-/mLAg(NO3)2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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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03-1 进/出厂熟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
№:_________

编号 分类
□进厂
□出厂

日期
分析
日期

试验
温度

吨数

检验
项目

样重
g

消耗标准滴定溶
液mL

结果
%

平均值
%

检验
项目

样重
g

空坩埚
g

灼烧后
坩埚，g

结果
%

平均值
%

CaO ／
烧失量

MgO ／

Fe2O3 ／ SiO2

重量法Al2O3 ／

SiO2 ／
不溶物

f-CaO ／

氯离子 SO3

项目 样重 g 实测值 空白值 结果，% 平均% 项目 实测值 空白值 结果% 平均% R2O %

K2O Na2O

计算

结果

∑ KH KH— n P C3S C2S C3A C4AF

备注：

试验员：

标准滴定溶液滴定度

TCaO：
mg CaO/mL EDTA

TMgO：
mg MgO/mL EDTA

TFe2O3：
mg Fe2O3/mL EDTA
TAl2O3：
mgAl2O3/mL EDTA
TSiO2：
mg SiO2/mL NaOH

Tf-CaO：
mg f-CaO/mL 苯甲酸

T 氯离子：

mg氯离子/mLAg(NO3)2
注：本记录印制在HJC-03-1进/出厂熟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的封二页上。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印刷

日
期滴

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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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04 密码抽查记录 №:_________
抽查时间 班（勤） 被查姓名 抽查姓名 抽查项目 原样数据 抽查数据 绝对偏差 备 注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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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05 水泥凝结时间安定性原始记录 №:_________

样品编号
生产

日期

检验

日期

下沉
深度
mm

标准稠度
用水量
%

加水时间
h：min

初凝时间
h：min

终凝时间
h：min

凝结时间
试饼法
安定性

雷氏夹法安定性
检验员初凝

min
终凝
min

煮前 A
mm

煮后 C
mm

C－A
mm 试验结果

： ： ：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 ： ：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 ： ：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 ： ：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 ： ：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 ： ：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 …… ： ： ：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备注：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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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06-3 水泥物理试验原始记录 №:________

样品编号 生产日期 成型日期 加水时间 时 分 料 温 ℃

标准砂重 / / g 胶 砂
流动度

/ / mm 水灰比
标准稠度
用水量

mL

选
填

细度 % 比表面积 m2/kg 安定性 初 凝 min 终 凝 min

烧失量 % 三氧化硫 % 氧化镁 % 氯离子 % 混合材 %

破型时间 月 日 时 分 3天 月 日 时 分 28天 月 日 时 分

检测项目 抗 折 抗 压 抗 折 抗 压 抗 折 抗 压
计量单位 MPa kN MPa MPa kN MPa MPa kN MPa

实

测

值

试验结果

检验员

备注：1、选填项可不填写；如试验机直接给出MPa结果，kN项也可不填写。

2、细度标准筛孔尺寸：□80μm；□45μm。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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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07 水泥袋重抽检记录
№:_________

年 月 日 时

序号 1 2 3 4 5

每袋重量
kg

序号 6 7 8 9 10

每袋重量
kg

序号 11 12 13 14 15

每袋重量
kg

序号 16 17 18 19 20

每袋重量
kg

品种、强度等级： 编 号：

单袋＜49.5kg的袋数： 袋重合格率：

平均袋重（kg）： 总质量（kg）：

包装标识是否清晰：是□ 否□ 包装物总质量（kg）：

抽检人签字： 被抽检部门签字：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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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08 水泥出厂通知单
№:_________

编 号：_______________ 品种、强度等级：________________

数 量：_______________t 包装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库 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检验符合国家标准，准予出厂。

化验室（章）： 签发人（签字）：

主 任（签字）：

二〇 年 月 日

注：该单一式三份，此单销售。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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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09-3 №:_________ HJC-09-3 №:_________

水泥 28天强度报告 水泥质量检验报告
购货单位： 购货单位： 发单日期： 20 年 月 日

出厂日期 出厂日期 品 种 生产方式 □水泥厂 □粉磨站

发单日期 编 号 强度等级 数 量 t
编 号 项 目 国家标准要求 实测结果 项 目 国家标准要求 实测结果

品 种 ______μm细度 ≤ % % 烧失量 ≤ % %

强度等级 比表面积 ≥ m2/kg m2/kg 氧化镁 ≤ % %

28天
抗折强度

（MPa）

国家标准 ≥ MPa 初凝时间
□通用 ≥ 45 min min 三氧化硫 ≤ % %
□砌筑 ≥ 60 min

实测结果 MPa 终凝时间
□通用 ≤ 600 min min 氯离子 ≤ 0.06 % %
□砌筑 ≤ 720 min

28天
抗压强度
（MPa）

国家标准 ≥ MPa 安定性(沸煮法) 合 格 □合格 □不合格 不溶物 ≤ % %

实测结果 MPa
混合材品种

及掺加量

品种： % 碱含量 %

签发人
品种： % 助磨剂 ≤ 0.5 % %
品种： % 石膏品种

及掺加量

品种： %

化验室（章）
□3天
□7天
强度

抗折 ≥ MPa MPa 品种： %

抗压 ≥ MPa MPa 砌筑水泥
保水率

≥ 80 % %

本报告单一式二份，此联企业留存 主任： 签发人： 化验室（章）

注：1、通用硅酸盐水泥执行 GB 175国家标准，强度龄期为 3天；

2、砌筑水泥执行 GB/T 3183国家标准，M12.5和M22.5强度龄期为 7天，M32.5强度龄期为 3天；

3、28天强度试验结果后补；

4、本报告单一式二份，此联企业留存。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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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10 水 泥 出 厂 发 货 回 单 №:_________
出 厂 编 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品种、强度等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厂通知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 厂 数 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

序号 发货日期 发货票号 用 户 名 称 车 号 数量（t） 到 站 备 注

填报人： 填报日期：

注：该单复写一式二份，送化验室及留底各一份，此页送化验室。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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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12 水泥筛校验原始记录 №：_______
校验

日期

试验

筛号

标准粉细度

标准值
标准粉重 标准粉筛余 筛余平均值 修正系数 试验员 备注

Fs= g F0= g
F1= g

Ft= g C= %
F2= g

Fs= g F0= g
F1= g

Ft= g C= %
F2= g

Fs= g F0= g
F1= g

Ft= g C= %
F2= g

Fs= g F0= g
F1= g

Ft= g C= %
F2= g

Fs= g F0= g
F1= g

Ft= g C= %
F2= g

Fs= g F0= g
F1= g

Ft= g C= %
F2= g

Fs= g F0= g
F1= g

Ft= g C= %
F2= g

Fs= g F0= g
F1= g

Ft= g C= %
F2= g

Fs= g F0= g
F1= g

Ft= g C= %
F2= g

Fs= g F0= g
F1= g

Ft= g C= %
F2= g

Fs= g F0= g
F1= g

Ft= g C= %
F2= g

Fs= g F0= g
F1= g

Ft= g C= %
F2= g

说明：1、修正系数 C＝Fs / Ft
2、当 C值在 0.80～1.20范围内时，试验筛可继续使用，C可作为结果修正系数；

3、当 C值超出 0.80～1.20范围时，试验筛应予淘汰。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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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13 出厂水泥细度试验原始记录 №：

_______

试验日期 试验编号
试验

筛号

筛余 Rt

（g）
修正系数

C
细度 F
（%）

平均值

（%）
试验员

注：1、计算公式：细度 F＝（Rt×C÷W）×100；
2、样品重量： g；
3、标准筛孔尺寸：□0.080mm；□0.045mm
4、□负压值/□水压表压力值： Pa。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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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14-2 密度/比表面积试验原始记录 №：__________

样品
编号

密度试验 比表面积试验

试验
日期

温度
样品重量

W
初始
V1

第二次
V2

排开体积
ΔV

样品密度
ρ

试验
日期

温度
试料层
空隙率ε

样品重量
m

比表面积，m2/kg
第一次 S1 第二次 S2 平均 S

℃ g ml ml ml g/cm3 ℃ g

℃ g ml ml ml g/cm3 ℃ g

℃ g ml ml ml g/cm3 ℃ g

℃ g ml ml ml g/cm3 ℃ g

℃ g ml ml ml g/cm3 ℃ g

℃ g ml ml ml g/cm3 ℃ g

℃ g ml ml ml g/cm3 ℃ g

℃ g ml ml ml g/cm3 ℃ g

备注：样品重量 m＝ρＶ（1－ε）；式中，试料层体积 V＝ cm3；

样品比表面积：
 

 
KT

T
TS

S
SS

SSSS 








)1(1

1 3

3

3







，其中，

 





3

1

SS

SSSS

T

S
K



 ___________；

式中：SS——标准粉比表面积（m2/kg）；ρs——标准粉密度（g/cm3）；εS——标准粉试样层中的空隙率；TS——液面降落时间（s）；ηS——测标准粉时空气粘度（Pa·s）；
η——测样品时空气粘度（Pa·s）。
如密度与比表面积试验时温度差≤3℃时，可忽略空气粘度值。

试验员：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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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15 物理室温湿度控制记录
№:________
日

期
时间

成型室 养护箱 养护槽水温

记录人 备注
温度

相对

湿度
温度

相对

湿度
1# 2# 3#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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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16 出厂水泥样品封存及处理登记表 №：______

封存日期 编 号 品种等级 出厂通知单号 封条编号 存放位置 封存人 样品处理日期 处理人 备 注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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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17-1 原材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 №:________
样品
名称

样品
编号

取样日期
分析
日期

试验
温度

吨数

检验
项目

样重
g

消耗标准滴定溶
液mL

结果
%

平均值
%

检验
项目

样重
g

空坩埚
g

灼烧后
坩埚，g

结果
%

平均值
%

CaO ／ 烧失量

/灰分MgO ／

Fe2O3 ／
SO3Al2O3 ／

SiO2 ／ SiO2

重量法f-CaO ／

氯离子
附着水

含水率

结晶水

项目 样重 g 实测值 空白值 结果，% 平均% 项目 实测值 空白值 结果% 平均% R2O %

K2O Na2O

备注：1、∑=

试验员：

标准滴定溶液滴定度

TCaO：
mg CaO/mL EDTA

TMgO：
mg MgO/mL EDTA

TFe2O3：
mg Fe2O3/mL EDTA
TAl2O3：
mgAl2O3/mL EDTA
TSiO2：
mg SiO2/mL NaOH

Tf-CaO：
mg f-CaO/mL 苯甲酸

T 氯离子：

mg氯离子/mLAg(NO3)2
注：本记录印制在HJC-17-1原材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的封二页上。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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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18-2 水泥生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 №:________
样品
编号

生产
日期

分析
日期

试验
温度

∑

检验项目 样重 g 空坩埚重 g 灼烧后
坩埚重 g 结果%

检验项目 样重 g 消耗 EDTA标液 结果%

CaO V= mL

烧失量 MgO V= mL

SO3 Fe2O3 V= mL

SiO2
(重量法)

Al2O3

V= mL

检验
项目

样重（g） 实测(μg/mL) 空白(μg/mL) 结果
（%）

消耗CuSO4标液(注) 结果%

K2O V= mL

Na2O
SiO2

(容量法)
消耗 NaOH标液 结果%

R2O＝ %，KH＝ ，n＝ ，P＝ V= mL

注：空白试验结果：VMgO= mL；直接滴定时的 VAl2O3= mL
当 CuSO4回滴时，滴定 Al2O3消耗 EDTA标液体积改为“过量 EDTA标液体积”。

试验员：

标准滴定溶液滴定度

TCaO：
mg CaO/mL EDTA

TMgO：
mg MgO/mL EDTA

TFe2O3：
mg Fe2O3/mL EDTA
TAl2O3：
mgAl2O3/mL EDTA
TSiO2：
mg SiO2/mL NaOH

Tf-CaO：
mg f-CaO/mL 苯甲酸

T 氯离子：

mg氯离子/mLAg(NO3)2
注：本记录印制在 HJC-18-2水泥生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的封二页上。

日
期滴

定
度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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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19-2 生产熟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 №:________
样品编号 生产日期 分析日期 试验温度 ∑

检验项目 样重 g 空坩埚重 g 灼烧后
坩埚重 g 结果% 检验项目 样重 g 消耗 EDTA标液 结果%

烧失量 CaO V= mL
SO3 MgO V= mL

不溶物 Fe2O3 V= mL
SiO2

(重量法)
Al2O3

V= mL

检验项目 样重，g 消耗 NaOH标液 结果% 消耗CuSO4标液(注) 结果%
SiO2

(容量法) V= mL V= mL

检验项目 样重，g 实测μg/mL 空白μg/mL 结果% 检验项目 样重 g 消耗苯甲酸标液 结果%
K2O

g
f-CaO V= mL

Na2O
计算结果

KH= KH—= n= P=

R2O= % C3S= C2S= C3A= C4AF=

注：空白试验结果：VMgO= mL；直接滴定时的 VAl2O3= mL
当 CuSO4回滴时，滴定 Al2O3消耗 EDTA标液体积改为“过量 EDTA标液体积”。

∑=

试验员：

标准滴定溶液滴定度

TCaO：
mg CaO/mL EDTA

TMgO：
mg MgO/mL EDTA

TFe2O3：
mg Fe2O3/mL EDTA
TAl2O3：
mgAl2O3/mL EDTA
TSiO2：
mg SiO2/mL NaOH

Tf-CaO：
mg f-CaO/mL 苯甲酸

T 氯离子：

mg氯离子/mLAg(NO3)2
注：本记录印制在 HJC-19-2 生产熟料化学分析原始记录的封二页上。

日
期滴

定
度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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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21 ______细度试验原始记录 №：______

试验日期 试验编号 试验筛号 筛余 Rt（g） 修正系数 C 细度 F（%） 试验员

注：1、计算公式：细度 F＝（Rt×C÷W）×100；
2、样品重量： g；
3、标准筛孔尺寸：□0.080mm；□0.045mm
4、□负压值/□水压表压力值： Pa。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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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22 水泥对标检验委托单 №:_________

企业全称 （公章）

企业地址

产品名称 品种等级

生产日期 出厂编号

混合材品种 混合材掺量 %
混合材品种 混合材掺量 %
混合材品种 混合材掺量 %
石膏品种 石膏掺量 %
石膏品种 石膏掺量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寄/□送样日期
化验室主任

（签字）

质检站收样日期 收样人

备 注

注：本单复写一式二份，随样品送质检站及留底各一份。

依据 DB23/T1555-20XX 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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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水泥检验台账格式（水泥厂）

水泥检验台账（水泥厂）页面尺寸为8开。

水泥窑主要指
项

目

月

出 磨 生 料 入 窑 生 料

产量

(吨)

CaO Fe2O3 细度 CaO

合格

率

生料化学成份 率值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Loss SiO2 Fe2O3 Al2O3 CaO MgO ∑ KH n P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

出厂熟料主要指
项

目

月

销量

(吨

化 学 成 份 率 值

Loss SiO2 Fe2O3 Al2O3 CaO MgO f-CaO
不

溶

物

氯

离

子

KH

KH—
平均

合格

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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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年完成统计表
出 窑 熟 料

产量

(吨)

生料

料耗

(t/t)

标准

煤耗

(kg/t)

KH

KH—
n P 安定

性合

格率

实际

强度
f-CaO 容重 C3S C2S C3A C4AF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标年完成统计表
率 值 矿物组成 物理性能

n P

C3S C2S C3A C4AF
比表

面积

凝结时间 安定

性合

格率

3d

强度

MPa

28d

强度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初凝 终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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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窑主要指标年
项

目

月

出 磨 生 料 入 窑 生 料

产量

(吨)

CaO Fe2O3 细度 CaO

合格

率

生料化学成份 率值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Loss SiO2 Fe2O3 Al2O3 CaO MgO ∑ KH n P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

水泥窑主要指标年
项

目

月

出 磨 生 料 入 窑 生 料

产量

(吨)

CaO Fe2O3 细度 CaO

合格

率

生料化学成份 率值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Loss SiO2 Fe2O3 Al2O3 CaO MgO ∑ KH n P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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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统计表（ #窑）
出 窑 熟 料

产量

(吨)

生料

料耗

(t/t)

标准

煤耗

(kg/t)

KH

KH—
n P 安定

性合

格率

实际

强度
f-CaO 容重 C3S C2S C3A C4AF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完成统计表（ #窑）
出 窑 熟 料

产量

(吨)

生料

料耗

(t/t)

标准

煤耗

(kg/t)

KH

KH—
n P 安定

性合

格率

实际

强度
f-CaO 容重 C3S C2S C3A C4AF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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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原 燃 材 料 部 分

项目

品种
品种 产地

进厂

日期

分析

日期
Loss SiO2 Fe2O3 Al2O3 CaO MgO 碱 ∑

石

灰

质

平均

硅

质

平均

铁

质

平均

铝

质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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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 燃 材 料 部 分

项目

品种
品种 产地

进厂

日期

分析

日期
Loss SiO2 Fe2O3 Al2O3 CaO MgO 碱 ∑

平均

平均

煤

灰

平均

煤

工

业

分

析

品种 产地
进厂

日期

分析

日期

发热

量
灰分

挥发

分
SO3 水分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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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磨机
日

期

项

目

出 磨 生

入 磨 水 份 石灰石

粒度
CaO Fe2O3

石灰质 硅质 铁质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偏差 平均

合格

率
偏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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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料 部 分

细度

（0.080）

细度

（0.2）
化 学 分 析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Loss SiO2 Fe2O3 Al2O3 CaO MgO ∑ KH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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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窑
日

期

项

目

入 窑 生

化 学 分 析

CaCO3(CaO) Fe2O3 分 解 率 化 学 成 份

平均
合格

率
偏差 平均

合格

率
偏差 平均

合格

率
偏差 Loss SiO2 Fe2O3 Al2O3 Ca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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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料 部 分

化 学 分 析 入 窑 煤 粉

化 学 成 份 率 值 水 份 细 度 灰 份 挥发份

MgO ∑ KH n P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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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标准偏差 S= KH＝ n= P=
项

目

日

期

出 窑 熟

简易分析
试样

编号

全 分 析

f-CaO 容重 化 学 成 份 率 值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Loss SiO2 Fe2O3 Al2O3 CaO MgO SO3 碱 ∑ f-CaO KH KH— n P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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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料产量 t 平均强度 MPa №6
料 部 分

全 分 析 物 理 检 验

矿 物 组 成

熟料

产量
细度

比表

面积

标准

稠度

用水

量

安定

性

凝结时间 抗折（MPa） 抗压（MPa） 抗折增进率 抗压增进率

C3S C2S C3A C4AF 初凝 终凝 d 3d 28d d 3d 28d 28/3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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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序质量指标
项 目 测 试 频 率 指 标 要 求

实际完成

（%）
累 计

与同期比

（±%）

理论 KH（%） 日、窑 1 次 ±0.02 ≥80%

n（%） 日、窑 1 次 ±0.10 ≥85%

P（%） 日、窑 1 次 ±0.10 ≥85%

出

磨

生

料

细度（%）
分磨 1 或 2 小时 1 次

分磨 24 小时 1 次

±2.0 0.08mm 筛余≥90%

≤2.0 0.2mm 筛余≥90%

TCa（%） 分磨 1 小时 1 次
CaO±0.3 ≥70%

CaO±0.3 ≥70%

TFe（%） 分磨 2 小时 1 次 ±0.2 ≥80%

入窑 TCa（%） 1 小时 1 次
CaO±0.3 ≥80%

CaO±0.3 ≥80%

燃料灰份（%） 分磨 2 小时 1 次 相邻 2次±2.0 ≥85%

熟料检验结果对比及统计 №8
编号 品种

强度

等级

比表

面积

标准

稠度

用水

量

安定

性

凝结时间 抗折（MPa） 抗压（MPa）

f-CaO MgO
烧失

量

不溶

物
SO3

C3S

+C2S

CaO

/SiO2初凝 终凝 3d 28d 3d 28d

质检站结果

误差（±%）

出 厂 熟 料 数 量 合格品率 出厂熟料主要指标及合格率

品种 合计 累计 合计 累计
出厂

熟料

富裕

强度

标准

偏差

保证

系数

变异

系数

累计

或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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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E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水泥检验台账格式（粉磨站）

水泥检验台账（粉磨站）页面尺寸为8开。

（ ）水泥主要
项

目

月

出 磨 水 泥 出 厂 水 泥

产量

（吨）

混合材掺加量 细度 比表面积 SO3
实际

强度

安定

性合

格率

数量

（吨）

标煤耗

量

(t)

消耗

电量

(kWh)

平均

售价

(元/t)

合

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

（ ）水泥主要
项

目

月

出 磨 水 泥 出 厂 水 泥

产量

（吨）

混合材掺加量 细度 比表面积 SO3
实际

强度

安定

性合

格率

数量

（吨）

标煤耗

量

(t)

消耗

电量

(kWh)

平均

售价

(元/t)

合

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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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年完成统计表
出 厂 水 泥

富裕

强度

合格

率

保证

系数

t(%)

袋重

合格

率

28d

标准

偏差

S(%)

变异

系数

Cv(%

28d

强度

(MPa)

一等

品率

优等

品率

安定

性合

格率

凝结时间
烧失

量
SO3 MgO

氯

离子

不溶

物

混合

材初凝 终凝

指标年完成统计表
出 厂 水 泥

富裕

强度

合格

率

保证

系数

t(%)

袋重

合格

率

28d

标准

偏差

S(%)

变异

系数

Cv(%

28d

强度

(MPa)

一等

品率

优等

品率

安定

性合

格率

凝结时间

烧失

量
SO3 MgO

氯

离子

不溶

物

混合

材初凝 终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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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原 材 料 部 分

项目

品种
品种 产地

进厂

日期

分析

日期
Loss SiO2 Fe2O3 Al2O3 CaO MgO 碱 ∑

混

合

材

平均

混

合

材

平均

混

合

材

平均

混

合

材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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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 材 料 部 分

项目

品种
品种 产地

进厂

日期

分析

日期
Loss SiO2 Fe2O3 Al2O3 CaO MgO 碱 ∑

平均

平均

石

膏

品种 产地
进厂

日期

分析

日期
Loss SO3 CaO MgO

游离

水

结晶

水

平均

石

膏

品种 产地
进厂

日期

分析

日期
Loss SO3 CaO MgO

游离

水

结晶

水

平均

石

膏

品种 产地
进厂

日期

分析

日期
Loss SO3 CaO MgO

游离

水

结晶

水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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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项

目

序

号

进/出 厂 熟

产地

进/

出厂

日期

分析

日期

试样

编号

全 分 析

化 学 成 份 率 值

Loss SiO2 Fe2O3 Al2O3 CaO MgO SO3 碱 ∑ f-CaO KH KH— n P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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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料 部 分

全 分 析 物 理 检 验

矿 物 组 成

熟料

数量
细度

比表

面积

标准

稠度

用水

量

安定

性

凝结时间 抗折（MPa） 抗压（MPa） 抗折增进率 抗压增进率

C3S C2S C3A C4AF 初凝 终凝 d 3d 28d d 3d 28d 28/3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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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 ）水泥
项

目

日

期

水泥

产量

出 磨 水

入 磨 粒 度 混合材

水 份

细 度 比表面积 SO3 混 合 材 掺 入 量

熟 料 石 膏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平均

合格

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平均



DB23/ T 1555—202X

44

水泥产量： t 平均强度 ： MPa №3
泥 部 分

物 理 检 验 化 学 分 析

细度
比表

面积

标准

稠度

用水

量

安

定

性

凝结时间

（min）
水

灰

比

胶砂

流动

度

抗折强度

（MPa）

抗压强度

（MPa）

抗折

增进率

抗压

增进率
烧

失

量

MgO SO3

氯

离

子

碱

初凝 终凝 d 3d 28d d 3d 28d 28/3 28/3



DB23/ T 1555—202X

45

月 份 （ ）水泥
项

目

日

期

出 厂 水

编号 吨数

样品

封存

号

试验

日期

物 理 检 验

细度
比表

面积

标准

稠度

用水

量

安

定

性

凝结时间
水

灰

比

胶砂

流动

度

抗折（MPa） 抗压（MPa）

初凝 终凝 3d 28d 3d 2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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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泥 部 分

物 理 检 验 化 学 分 析 混合材 包装质量

抗折增进率 抗压增进率 烧

失

量

MgO SO3

氯

离

子

碱

不

溶

物

平均

袋重

袋重

合格

率28/3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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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出厂水泥均匀性试验
检验时间 样品品种 强度等级

编号 细度
比表

面积

标准

稠度

用水

量

安

定

性

凝结时间 抗折（MPa） 抗压（MPa）
烧

失

量

SO3 MgO

氯

离

子
初凝 终凝 d 3d 28d d 3d 28d

原编号

分割样 1

分割样 2

分割样 3

分割样 4

分割样 5

分割样 6

分割样 7

分割样 8

分割样 9

分割样 10

平均值 X
最大值 Rmax

最小值 Rmin

标准偏差 S

变异系数 CV

检验时间 样品品种 强度等级

编号 细度
比表

面积

标准

稠度

用水

量

安

定

性

凝结时间 抗折（MPa） 抗压（MPa）
烧

失

量

SO3 MgO

氯

离

子
初凝 终凝 d 3d 28d d 3d 28d

原编号

分割样 1

分割样 2

分割样 3

分割样 4

分割样 5

分割样 6

分割样 7

分割样 8

分割样 9

分割样 10

平均值 X
最大值 Rmax

最小值 Rmin

标准偏差 S

变异系数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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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说 明

一、具 体 做 法

1、同品种同等级水泥每季度一次试验。

2、试验应在正常生产情况下进行，一律随机取样。

3、试验时，除做出厂编号平均样的试样外，还应从一个编号吨位的十分之一中任取一袋水泥，再从

这袋中取一个试样（为分割样），一个编号共有十个分割样，加上正常的原编号平均样，共

十一个试样。

二、检 验 项 目

出厂编号平均样应做所有品质检验项目，分割样只做细度、安定性、凝结时间、强度等项目。

三、计 算 公 式

标准偏差
1

)()()( 22
2

2
1





n

XXXXXXS n

X1、X2、X3、……Xn为各分割样检验数据；

X 为各检验数据平均值；

n为检验的次数。

变异系数 %100
X
SCV

主要工序质量指标
项 目 测 试 频 率 指 标 要 求

实际完成
（%）

累 计
与同期比
（±%）

出

磨

水

泥

细度（%） 分磨 2 小时 1 次 ±1.5 ≥85%

比表面积（%） 分磨 2 小时 1 次 ±15 ≥85%

SO3（%） 分磨 4 小时 1 次 ±0.2 ≥75%

混合材掺加量（%） 分磨 8 小时 1 次 ±2.0 100%

氯离子含量（%） 分磨 24 小时 1 次 ＜0.06% 100%

编号 品种
强度

等级
细度

比表

面积

标准
稠度
用水
量

安

定

性

凝结时间 抗折（MPa） 抗压（MPa） 烧

失

量

SO3 MgO

氯

离

子

碱
初凝 终凝 3d 28d 3d 28d

质检站结果

误差（±%）

质检站结果

误差（±%）

合格率（%）

出 厂 水 泥 数 量 一等品率 优等品率 出厂水泥主要指标及合格率

合 计 累 计 合计 累计 合计 累计
出厂
水泥

富裕
强度

标准
偏差

保证
系数

变异
系数

32.5

32.5R

42.5

42.5R

累计或平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