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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内衬材料的用量是按相关材料的理论比重计算，若订货时厂家

出具的比重与设计院所给比重不一致，请业主联系设计院，方便调整

和核实材料用量。 

2. 本技术文件中，各材料所标注的检测等级，I级为必检指标，

需严格控制，II级为抽检指标，III级为常规指标。如现场考虑成本因

素需调整参数，请及时与设计院联系，否则设计院对材料的使用效果

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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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强保温砖 

1.1 用途：砌筑槽内衬第三、四层； 

1.2 规格：230×114×65（mm）； 

1.3 物理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标准 检测等级 技术要求 

1000℃×12h 

重烧线变化(%) 
±1.0 GB/T 5988 II 

砖的外观质

量、尺寸偏

差按照标准

GB 2992-2

014执行 

常温耐压强度 

(MPa) 
≥2.0 GB/T 5072 I 

导热系数(W/m.k)

 （350℃） 

（650℃） 

≤0.2 

≤0.3 
YB/T 4130 I 

体积密度(g/cm3) 0.6-0.8  II 

使用温度 >1000℃   

1.4 单槽理论计算块数及重量：2926块    3481.94 kg（比重按0.7×1

03kg/m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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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硅钙石板 

2.1 用途：砌筑槽底第二层、大面底部斜坡第二层、小面侧下部第二

层。 

2.2 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检测等级 

体积密度(kg/m3) 270~330 II 

抗压强度(Mpa) ≥2.0 I 

高温线收缩率 

（温度等级的温度烧 3 小时）% 
≤1.5 II 

导热系数（热面温度 400℃） 

(W/m.k) 
≤0.08 I 

温度等级(℃) 1000 II 

导热系数测试执行 YB/T 4130，其他的执行 GB/T 10699。 

2.3 单槽理论计算块数及重量： 

600×600×55（mm）：653.4 kg（110块）（比重按0.3×103kg/m3计算）； 

600×360×80（mm）：196.84 kg（38块）（比重按0.3×103kg/m3计算）； 

600×610×80（mm）：96.58kg（11块）（比重按0.3×103kg/m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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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浇注料 

3.1 轻质浇注料 

3.1.1 用途：用于电解槽小面槽侧下部； 

3.1.2 物理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等级 

最高使用温度(℃) (安全) 1200 II 

体积密度(g/cm3) 0.70~0.90 II 

抗折强度(MPa) 
110℃×24h ≥0.70 II 

1000℃×3h ≥0.98 I 

耐压强度(Mpa) 
110℃×24h ≥3.04 II 

1000℃×3h ≥3.89 I 

重烧线变化(%) 1000℃×3h -0.67～0 II 

导热系数(W/m.k) 

（热面温度） 
0.14～0.16（700℃） I 

包装要求 
骨料和水泥分开包装， 

水泥必须有内衬密封塑料袋 
 

3.1.3 实验方法 

1) 试样的制备按 YB/T 5202.1 的规定进行。 

2) 化学成分的分析按 GB/T 6900 或 GB/T 21114 的规定进行。 

3) 体积密度的检验按 YB/T 5200 的规定进行。 

4) 常温抗折强度的检验按 GB/T 3001 的规定进行。 

5) 常温耐压强度的检验按 GB/T 5072 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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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热永久线变化的检验按 GB/T 5988 的规定进行。 

7) 导热系数的测定按 YB/T 4130 规定的方法进行。 

8) 抗热震性的检验按 YB/T 376.1 的规定进行。 

3.1.4 质量评定程序 

1) 组批 

产品按同一牌号编批，每批不应超过 60t，原料变更时另行组批。 

2) 抽样及合格判定规则 

产品抽样按 GB/T 17617 规定进行。 

耐压强度、导热系数、加热永久线变化为验收检验项目。检验结

果的平均值均符合物理指标的规定时，该批产品合格。如有不合格项

时，应按抽样规定重新抽取试样对该项目进行复验。复验结果的平均

值符合物理指标的规定时，则判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3.1.5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900 kg（比重按0.8×103kg/m3计算）。 

 

3.2 高强浇注料 

3.2.1 用途：用于大面槽侧下部； 

3.2.2 物理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等级 

最高使用温度(℃) 1500 II 

比重(kg/m3) ≥2000 III 

加热时线变化 
816℃ （-0.1）～（-0.3）% II 

900℃ （-0.1）～（-0.5）%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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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压强度(816℃) 12～20Mpa I 

抗折强度(816℃) 1.0～2.5Mpa III 

导热系数(W/m.k) 

（热面温度） 

204℃ ≤0.54 II 

429℃ ≤0.58 II 

649℃ ≤0.64 I 

871℃ ≤0.70 I 

3.2.3化学指标 

● SiO2                       45-55% 

● Al2O3                                  37-47% 

● Fe2O3                      1.0-3.0% 

3.2.4 实验方法 

1) 试样的制备按 YB/T 5202.1 的规定进行。 

2) 化学成分的分析按 GB/T 6900 或 GB/T 21114 的规定进行。 

3) 体积密度的检验按 YB/T 5200 的规定进行。 

4) 常温抗折强度的检验按 GB/T 3001 的规定进行。 

5) 常温耐压强度的检验按 GB/T 5072 的规定进行。 

6) 加热永久线变化的检验按 GB/T 5988 的规定进行。 

7) 导热系数的测定按 YB/T 4130 规定的方法进行。 

3.2.5 质量评定程序 

1) 组批 

产品按同一牌号编批，每批不应超过 60t，原料变更时另行组批。 

2) 抽样及合格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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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抽样按 GB/T 17617 规定进行。 

耐压强度、导热系数、加热永久线变化为验收检验项目。检验结

果的平均值均符合物理化学指标的规定时，该批产品合格。如有不合

格项时，应按抽样规定重新抽取试样对该项目进行复验。复验结果的

平均值符合物理化学指标的规定，则判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为不

合格。 

3.2.6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2979 kg（比重按 2.2×103kg/m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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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阴极碳块组 

阴极碳块组包含阴极碳块、钢棒、钢棒糊、磷生铁、陶瓷纤维棉，

由厂家组装完成后整体供货。各材料理化指标如下： 

4.1二次浸渍石墨化阴极炭块 

4.1.1 用途：砌筑电解槽槽膛底部； 

4.1.2 规格:详见阴极碳块图； 

4.1.3 骨料：煅后石油焦； 

4.1.4 粘接剂：煤沥青； 

阴极炭块使用振动成型工艺生产。甲方有权且必须对乙方生产阴

极炭块使用的原材料及主要工艺进行现场跟踪、监控及取样，以保证

产品质量。阴极炭块钢棒槽最后加工，即振动成型过程中炭块不预开

槽。 

4.1.5 物理指标： 

（1）煅后石油焦： 

比电阻：≤500×10-6Ω·m 

真密度：≥2.08g/cm3 

水份：≤0.3% 

硫份：≤0.5% 

灰分：≤0.35% 

（2）沥青指标要求： 

软化温度：105-110℃ 

甲苯含量：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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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啉不溶物含量：8~10% 

灰分：≤0.3% 

结焦值：≥56% 

（3）二次浸渍石墨化阴极炭块理化指标： 

指标名称 典型值 保证值 检测等级 检测标准 

真密度，g/cm3 2.20 ≥2.18 I ISO 21687 

体积密度，g/cm3 1.67 ≥1.65 I ISO 12985-1 

总气孔率，% 25 ≤26 I ISO 12985-2 

灰分，% 0.3 ≤0.45 I ISO 8005 

耐压强度，N/mm2 32 ≥30 I ISO 18515 

抗折强度，N/mm2 11.5 ≥10.0 I ISO 12986-1 

杨氏模量，GPa 6.5 ≤6.8 II YS/T 63.13 

电阻率（20℃），Ω·mm2/m 10.5 ≤11 I ISO 11713 

*电阻率（1000℃），Ω·mm2/
m 9.6 ≤10 I ISO 11713 

导热率（20℃），W/m·k 125 ≥120 I ISO 12987 

*导热率（1000℃），W/m·k 52 ≥50 I ISO 12987 

平均热膨胀率 
（20~950℃），×10-6/℃ 3.3 ≤3.3 II ISO 14420 

钠膨胀率，% 0.2 ≤0.2 II ISO 15379-1 

注：上表中除带*各项保证指标均为必测指标，带*两项指标为参考指标，测试方

法应参照相应国际标准。阴极炭块的导热率（20℃）、电阻率、钠膨胀率及热膨

胀系数超出指标范围，供货商需更换合格产品。 

4.1.6 外观要求： 

（1）炭块毛坯尺寸允许偏差（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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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允许偏差不大于 检测等级 

宽度 厚度 长度 II 

炭块毛坯 ±10 ±10 ±10 II 

（2）阴极炭块加工后的尺寸允许偏差（mm）： 

名称 
允许偏差不大于 

检测等

级 宽度 厚度 长度 沟槽宽 沟槽深 直角度（°） 

阴极

炭块 
±2 ±2 ±5 ±2 

+2 

0 
±0.4 II 

（3）阴极炭块外观应满足如下要求： 

 
a）表面缺陷：缺棱缺角及3边之和小于100mm； 

b）不得有肉眼明显可见的表面凹陷和表面裂纹； 

c）碳块的表面应平整，断面无孔洞、分层和夹杂物等现象； 

d）碳块表面不能有修复和涂抹痕迹； 

e）碳块的弯曲度：不大于长度的0.1%。 

4.1.7 产品质量检验要求 

a）要求各个批次的阴极炭块均做质检分析，每批次取A、B、C

三种样，A、B样供甲、乙方检验，C样长期保留备检。 

B）随产品附带质量保证书和化验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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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其它未注质量要求与尺寸要严格按照需方供图。 

4.1.8 单块理论计算重量：986 kg（比重按1.65×103kg/m3计算）。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20706 kg（比重按1.65×103kg/m3计算）。 

4.1.9 阴极炭块附图： 

 

 

推荐厂家：青鑫碳素有限公司 

河南万基铝业有限公司 

4.2 阴极钢棒 

4.2.1 用途：导电作用； 

4.2.2 材质及规格：钢棒（YT02），相关尺寸详见施工图； 

4.2.3 钢棒化学成分： 

C/% Mn/% Si/% P/% S/% 



14 

≤0.008 ≤0.06 ≤0.030 ≤0.012 ≤0.007 

4.2.4 阴极钢棒尺寸允许偏差（详见施工图纸） 

名称 允许偏差不大于/mm 

阴极钢

棒 

宽

度 

高

度 
长度 

扭曲允许

值 

弯曲允许

值 

±2 
0 

-2 

+5 

（不允许负偏差） 
3 3 

4.2.5 钢棒电阻率及热膨胀系数： 

电阻率/μΩ·m 

（20℃） 

热膨胀系数 

（20~700℃） 

≤0.13 ≤16×10-6 

4.2.6 钢棒导热率： 

指    标 
温度 

100℃ 300℃ 600℃ 750℃ 

导热率/(m·K) ≈60 ≈47 ≈3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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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钢棒附图： 

 
4.2.8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23840.46 kg（比重按7.85×103kg/m3计算）。 

 

4.3 钢棒糊（冷捣糊） 

4.3.1 用途：用于扎固阴极炭块与阴极钢棒之间的间缝； 

4.3.2 理化指标： 

项    目 单位 典型值* 范  围 检测等级 

生糊捣打密度（ISO14427） kg/m3 1650 
≥1600 

无分层 
II 

施工温度 ℃  
17-3

2℃ 
III 

950℃焙烧后的物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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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际标准制样（ISO14427）和焙烧（ISO20202）） 

焙烧失重 % 12 ≤13 II 

膨胀收缩率（ΔL

A 表示糊料结焦

期的膨胀/收缩

（稳态或最大

值），ΔLB 表示

恒温前最高度点

950℃时的膨胀/

收缩率，ΔLC 表

示在最高温度点

（950℃）恒温 3

h 后的膨胀/收缩

率） 

ΔLA-ΔL

B 
% 0.50 ≤0.55 II 

ΔLA-ΔL

C 
 0.65 ≤0.70 II 

热膨胀系数（300-20℃） 10-6/K 4.0 ≤4.5 II 

体积密度 kg/m3 1470 ≥1440 II 

真密度 kg/m3  ≥1880 II 

抗压强度 Mpa 22 ≥16 I 

电阻率 μΩm 35 ≤45 I 

灰分 % 2 ≤3.5 II 

真比重 kg/m3 2000 ≥1950 III 

导热率（60℃） W/m.K  ≥1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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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面温度） 

包装要求 / 
必须有塑料防潮

（雨）内衬 
III 

* 典型值基于实验测量的平均值获得并有正常偏差，典型值不可以作为最大值或

者最小值使用，测量值以范围值为检测标准。 

4.3.3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284.54 kg（比重按1.7×103kg/m3计算）。 

 

推荐厂家：艾肯碳素（中国）有限公司 

 

4.4 磷生铁 

4.4.1 用途：浇注阴极炭块组 

4.4.2 规格：见图纸 

4.4.3 铸铁成分技术要求:（质量百分比） 

元素 C% Si% Mn% S% P% 

含量 2.3~2.8 2.8~3.1 0.5~0.8 ≤0.2 1.0~1.2 

指标分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4.4.4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3136.37kg（比重按7×103kg/m3计算）。 

 

4.5 陶瓷纤维棉 

4.5.1 用途: 用于角部碳块与槽壳之间 

4.5.2 牌号: LYGX-311 

4.5.3物理指标: 



18 

项目 指标 

纤维直径（μm） 3~5 

渣球含量（Ф≥0.212mm）（%） ≤20 

含水率（%） ≤3 

非纤维物质（%） ≤35（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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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耐火泥 

5.1 用途：填充耐火砖缝隙 

5.2 参考标准：GB/T 14982-2008 

5.3 物理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等级 

ω（Al2O3）/% ≥42 III 

最高使用温度(℃) 1700 III 

常温抗折粘接强度/MPa 
110℃干燥后 ≥1.0 III 

1200℃×3h烧后 ≥3.0 III 

加热永久线变化率/% 1200℃×3h烧后 -5~+1 III 

粘接时间/min 1~3 III 

粒度/% 

＜1.0mm 100 III 

＞0.5mm ≤2 III 

＜0.075mm ≥50 III 

5.4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1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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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纳米保温板 

6.1 用途：砌筑槽底侧下部第一层、侧下部第一层； 

6.2 规格：见图纸； 

6.3 物理指标： 

项  目 指标 检测等级 

导热系数 

（W/mK） 

20℃ 0.018 

I 

200℃ 0.019 

400℃ 0.021 

600℃ 0.025 

800℃ 0.030 

收缩率 

950℃整体加热，12

小时 

（保证值）＜

2.0% 

II （典型值）1.5% 

1000℃整体加热，

12 小时 
0.5% 

最高使用温度（℃） 950 II 

密度（kg/m3） 270 II 

抗压强度（10%变形量）（MPa） ≥0.27 I 

6.4 单槽理论计算块数及重量： 

1000×600×10（mm）：106.92 kg（66块） 

1000×420×20（mm）：52.21kg（23块）（比重按0.27×103kg/m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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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粘土质耐火砖 

7.1 用途：砌筑槽内衬上部周围部位，详见施工图纸； 

7.2 规格：230×114×65（mm）； 

7.3 物理指标： 

项     目 指标 检测标准 
检测等

级 

技 术 要 

求 

耐火度(度) ≥1710 GB/T  

5989-200

8 

II 

砖的形状、

尺寸按标

准YB/T51

06-2009执

行 

(2kg/cm2)荷重软化点

(℃) 
≥1320 II 

重烧线变化(%) 

(1350℃×2h) 

+0.2~（-0.

5） 

GB/T  

5988-200

7 

II 

显气孔率(%) ≤26 

GB/T  

2997-201

5 

II 

常温耐压强度(MPa) ≥20 

GB/T  

5072-200

8 

II 

导热系数(350℃) 

（热面温度） 
≤1.03 

GB/T  

36133-20

18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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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密度(g/cm3) ≥2.3  II 

7.4 单槽理论计算块数及重量：264块    1034.88 kg（比重按2.3×10

3kg/m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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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侧部保温板（替代蛭石保温板-Ⅱ型） 

8.1 用途：砌筑电解槽槽壳侧面，详见施工图纸。 

8.2 技术要求： 

项目 数值 

使用温度（℃） 1000 

体积密度kg/m3 300（±10%） 

常温抗压强度MPa ≥0.80 

导热系数 (W/m.k) ≤0.056（热面400℃） 

线收缩比（%） ≤1.5（1000℃×3h） 

 8.3 尺寸允许偏差及外形 

项          目 指    标 检测等级 

尺寸允许偏差 

尺寸≤100 ±1.5~2 II 

尺寸 101～200 ±2 II 

尺寸 200～300 ±3 II 

扭    曲 
长度≤250 ≤1.0 II 

长度＞250 ≤2.0 II 

厚度相对边差 ≤1.0 II 

缺角长度（a+b+c） ≤50 II 

缺棱长度（a+b+c） ≤80 II 

气泡、空洞直径 ≤5.0 II 

裂纹长度 宽度≤0.25 不限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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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 0.26～0.50 ≤60 II 

宽度>0.50 不准有 II 

注：1、宽度 0.51～1.0mm 的裂纹不允许跨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棱。 

    2、砖的尺寸、外观及断面的检验按 GB/T 10326 进行。 

8.4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 

600×505×10（mm）：45 kg（49块）（比重按0.3×103kg/m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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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围糊及炭间糊（冷捣糊） 

9.1 用途：用于扎固槽周边缝及底部碳块之间的间缝； 

9.2 理化指标： 

项  目 单 位 典型值* 范  围 检测等级 

生糊捣打密度（ISO14427） kg/m3 1600 
≥1550 

无分层 
II 

施工温度 ℃  17-42℃ II 

950℃焙烧后的物理性能 

（按国际标准制样（ISO14427）和焙烧（ISO20202）） 
 

焙烧失重 % 9 ≤10 II 

膨胀收缩率（ΔLA 表示

糊料结焦期的膨胀/收缩

率（稳态或最大值），Δ

LB 表示恒温前最高度点

950℃时的膨胀/收缩率，

ΔLC 表示在最高温度点

（950℃）恒温 3h 后的膨

胀/收缩率） 

ΔLA-

ΔLB 

% 

0.50 ≤0.55 I 

ΔLA-

ΔLC 
0.65 ≤0.70 I 

热膨胀系数（300-20℃） 10-6/K 4.0 ≤4.5 I 

体积密度 kg/m3 1450 ≥1440 II 

真密度 kg/m3  ≥1880 II 

气孔率 % 22 ≤2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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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压强度 MPa 22 16-25 I 

电阻率 μΩm 58 ≤75 I 

灰分 % 4.5 ≤5.5 I 

真比重 kg/m3 1860 ≥1850 III 

导热率（60℃） W/m.K 7 ≥6 I 

包装要求 / 
必须有塑料防潮

（雨）内衬 
III 

* 典型值基于实验测量的平均值获得并有正常偏差，典型值不可以作为最大值或

者最小值使用，测量值以范围值为检测标准。 

9.3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3381 kg（比重按1.6×103kg/m3计算）。 

 

推荐厂家：艾肯碳素（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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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耐高温硅酸钙板 

10.1 用途：砌筑电解槽槽膛侧下部； 

10.2 规格：600×302×80（mm）； 

10.3 物理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等级 技术要求 

体积密度(g/cm3) ≥0.23 II 

尺寸偏差及外观要求

按照标准 

GB/T 10699-1998 

执行 

抗折强度(Mpa) ≥ 0.50 II 

抗压强度(Mpa) 0.8～2.0 I 

线收缩率(%) 

1000℃×3h 
0~1.5 II 

导热系数 

(W/m.k) 

（热面温度） 

≤0.065(100℃) I 

≤0.081(350℃) II 

≤0.089(400℃) II 

≤0.100(600℃) I 

最高使用温度

(℃) 
1000 II 

10.4 单槽理论计算块数及重量：126.54 kg（38块）（比重按0.23×10

3kg/m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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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角部炭块、侧部调整炭块(YS/T623-2012) 

11.1 用途：砌筑电解槽槽膛角部、大面和小面； 

11.2 牌号：GS-C； 

11.3 规格：见图纸； 

11.4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等级 

真密度 (g/cm3) ≥1.91 I 

表观密度(g/cm3) ≥1.56 II 

耐压强度(MPa) ≥32 I 

灰分(%) ≤8 II 

热膨胀系数×10-6/℃(300℃) ≤4.2 I 

钠膨胀率（%） ≤1.0 II 

外观检测；无开裂、缺陷情况 I 

11.5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 

角部炭块：235.12 kg（8块）（比重按1.6×103kg/m3计算）； 

大面侧部调整炭块605×320×120（mm）：148.08 kg（4块）（比

重按1.6×103kg/m3计算）； 

小面侧部调整炭块605×200×120（mm）：92.56 kg（4块）（比

重按1.6×103kg/m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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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干式防渗料(YS/T-456-2014) 

12.1 用途：用于内衬砌筑； 

12.2 物理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等级 技术要求 

捣实密度g/cm3 

(检验方法详见附

注A) 

≥1.93 II 

最高使用 

温度：140

0℃ 

松装密度g/cm3 ≥1.55 II 

阻止电解质渗透能

力 

(干式防渗料与电

解质在(950±5)℃

保温96h) 

反应深度≤20mm I 

导热系数（W/m.k） 

（热面温度） 

200℃ ≤0.34 II 

420℃ ≤0.39 II 

650℃ ≤0.43 I 

800℃ ≤0.45 I 

灼减/% ≤2.0 II 

产品外观质量 

产品不应有外来夹

杂物，粒度应不大于

3mm 

III 

12.3 化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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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2O3+SiO2≥90% 

●SiO2：48%~58% 

● Fe2O3：1.5~3.5% 

12.4 试验方法 

1) SiO2、Al2O3含量的测定按GB/T 6900或GB/T 21114的规定进行。 

2) 灼减的测定按GB/T 6900规定的方法进行。 

3) 捣实密度的测定按附录A规定的方法进行。 

4) 松装密度的测定按GB/T 6609.25规定的方法进行。 

5) 导热系数的测定按YB/T 4130规定的方法进行。 

6) 阻止电解质渗透能力的测定按附录B规定的方法进行。 

7) 外观质量以目视法检验，粒度的测定按供需双方规定的方法进行。 

12.5 检验规则 

12.5.1 检查和验收 

防渗料应由供方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

准及合同的规定，并填写质量证明书。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

标准及合同的规定不符时，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供需双方在需方共同

进行仲裁取样。 

12.5.2 组批 

铝电解槽用干式防渗料应成批提交验收，每批重量不超过500t。 

12.5.3 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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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产品出厂前都应进行化学成分、捣实密度、松装密度、外观

质量的检验；阻止电解质渗透能力、导热系数不要求每批产品检测，

但在新产品试制时、工艺配方发生重大变化时、客户要求及发生可能

影响该性能指标的情况时，需检测。 

12.5.4 仲裁取样 

仲裁取样按照下表规定的方法进行。将所取样品缩分成化学分析

及物理性能测定所需要的测试样品。 

仲裁取样方法： 

产品袋数 ≥10袋 ＜10袋 

取样数量 
随机抽取不少于10袋，每袋取

样不少于1 kg，并混合均匀 

每袋都取样，总试样量

不少于10 kg 

12.6 检验结果的判定 

12.6.1  Al2O3+SiO2、灼减、阻止电解质渗透能力、导热系数中任何

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12.6.2  捣实密度、松装密度中任何一项不合格，可重取2个样进行复

检。复检2个样都合格，则判断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则判定该批产品

不合格。 

12.6.3  粒度不合格时，允许供方处理后再次检验。 

12.6.4  外观质量不合格时，由供需双方协商。 

12.7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15935.79 kg（比重按2×103kg/m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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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氮碳化硅侧部复合块 

13.1 用途：用于砌筑电解槽槽膛侧部； 

13.2 规格：氮化硅结合碳化硅砖+异型炭块前后复合，氮化硅结合碳

化硅砖内嵌侧部保温板（替代蛭石保温板-Ⅱ型），详见施工图； 

13.3 要求： 

①本部件由生产厂整体供货，不得分开。氮化硅结合碳化硅砖与

异型炭块复合粘结。 

②检测要求：取相同尺寸的侧块与异型块，先分别检测两种材料

的理化指标，然后分别在110℃和1000℃检测粘结面的抗折粘结强度，

其强度应达到：110℃x24h  ≥5 MPa         1000℃x3h   ≥ 2 MPa 

③氮化硅结合碳化硅砖与异型炭块复合时，先挑选宽度尺寸相近

并略大于氮化硅结合碳化硅砖的进行复合，复合后将异型炭块研磨至

氮化硅结合碳化硅砖宽度尺寸，复合后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见施工

图纸。 

④筑炉时侧部复合块间的粘接剂由碳氮化硅厂家配套提供。 

13.4 氮化硅结合碳化硅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技 术 要 求 

导热系数 W/m·K 

（热面温度） 

≥16 

（1000℃） 
外观要求按照标准 

GB/T 23293-2009 执行 
常温耐压强度/MPa ≥160 

常温抗折强度/MPa ≥40 

高温抗折强度 ≥45 

Administrator
Under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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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5h）/MPa 

显气孔率 ≤16% 

体积密度g/cm3 ≥2.65 

抗热震性（1100℃）/

次水冷 
≥30 

w（SiC）/% ≥72 

w（Si3N4）/% ≥20 

w（Fe2O3）/% ≤0.7 

13.5 异型炭块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真密度 (g/cm3) ≥1.91 

表观密度(g/cm3) ≥1.56 

耐压强度(MPa) ≥32 

灰分(%) ≤8 

热膨胀系数×10-6/℃(300℃) ≤4.2 

钠膨胀率（%） ≤1.0 

13.6 材料计划用量：68块/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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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侧部复合块附图： 

 

13.8 单块理论计算重量：47.27 kg（氮化硅结合碳化硅比重按2.7×10

3kg/m3计算）； 

单块理论计算重量：24.8 kg（炭块比重按1.6×103kg/m3计算）； 

单块理论计算重量：0.56kg（侧部保温板比重按0.3×103kg/m3计

算）；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3214.36 kg（氮化硅结合碳化硅比重按2.7×

103kg/m3计算）；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1686.4 kg（炭块比重按1.6×103kg/m3计算）；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37.8 kg（侧部保温板比重按0.3×103kg/m3计

算）。 

Administrator
Underline

Administrator
Under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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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陶瓷纤维板 

14.1 用途：小面侧下部第一层。 

14.2 牌号及规格：详见施工图； 

14.3 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等级 技术要求 

渣球含量（质量分数）

/%(0.212mm筛) 
≤25 II 

板的外观

质量和尺

寸允许偏

差按标准G

B/T 3003-

2006执行 

加热永久线变化/%  

(1000℃x24h) 
0~（-2） II 

体积密度(kg/m3) 360～460 II 

导热系数(W/m.k) 

（热面温度） 

≤0.042（100℃） I 

≤0.060（200℃） I 

≤0.065（300℃） I 

≤0.095（400℃） I 

≤0.135（1000℃） I 

耐压强度/MPa 

（（压缩10%）） 
≥0.4 I 

含水率/% ≤1 II 

有机物含量/% ≤8 III 

14.4试验方法 

1) 样品制备按GB/T 17911的规定进行。 

2) 化学成分的分析按GB/T 6900或GB/T 21114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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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渣球含量的检验按GB/T 17911第10章的规定进行。 

4) 厚度、体积密度、加热永久线变化、导热系数的检验按GB/T 179

11的规定进行。 

5) 含水率的检验按GB/T 3007的规定进行。 

6) 有机物含量的检验在按照GB/T 11835附录B的规定进行。 

14.5 质量评定程序 

1) 组批 

按同一产品、同一规格品种、同一质量等级、同一生产工艺稳定

连续生产的一定数量的产品为一批。产品最大批量5000（发货包装

件）。 

2) 抽样与检验 

根据批量按下表确定抽样样本量，并从批中随机抽取样本。从每

个样本中随机抽取一件产品进行外观、尺寸、和体积密度检验。理化

检验从外观检验合格的样本中随机抽取3～5件。 

批量（发货包装件） 样本量（发货包装件） 接收数（最大不合格品数） 

≤50 3 1 

51～150 5 1 

151～500 8 2 

501～3200 13 3 

≥3201 20 5 

产品验收检验项目：渣球含量、加热永久线变化、体积密度、导

热系数、含水率、有机物含量。 

14.6 合格判定规则 

外观和尺寸检验的最大不合格数符合规定，同时验收项目合格，

判定为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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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和尺寸检验的最大不合格数符合规定，验收项目不合格，按

判定为不合格品。 

验收项目合格，但外观和尺寸检验的最大不合格数不符合规定，

允许分拣后重新组批，并按规定的抽样方案重新抽样检验，重新检验

合格的新批为合格批；否则不合格。 

14.7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 

600×610×20（mm）：32.23kg（11块）（比重按0.4×103kg/m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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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耐火颗粒 

15.1 用途：填充槽内衬侧上部缝隙； 

15.2 牌号：NN-45P； 

15.3 物理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等级 

ω（Al2O3）/% ≥45 II 

耐火度(℃) ≥1720 II 

常温抗折粘接强度/MPa 
110℃干燥后 ≥2.0 III 

1200℃×3h烧后 ≥6.0 III 

加热永久线变化率/% 1200℃×3h烧后 -5~+1 II 

粘接时间/min 1~3 III 

粒度/% 

＜1.0mm 100 III 

＞0.5mm ≤2 III 

＜0.075mm ≥50 III 

注1：如有特殊要求，粘结时间由供需双方协议确定。 

注2：N、N为粘、泥汉语拼音首字母，数字为氧化铝含量，P代表

磷酸盐结合耐火泥浆。 

15.4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1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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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iC 捣打料 

16.1 用途：填充槽壳侧面顶部缝隙； 

16.2 规格：见图纸 

16.3 物理指标:（质量百分比） 

项  目 单  位 控制值 检测等级 

体积密度 g/cm3 ≥2.3 II 

耐压强度 900℃x3h MPa ≥10 II 

导热系数（热面） 1000℃ w/m.k ≥7 II 

化学成分 

SiC 

% 
≥85 II 

Si3N4 

Fe2O3 ≤0.8 II 

16.4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80kg（比重按 2.3×103kg/m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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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纳米隔热毡 

17.1 用途：砌筑槽角部内衬 

17.2 规格：610×50，展开长约 1073； 

17.3 物理指标： 

项  目 指标 检测等级 

导热系数 

（W/mK） 

20℃ 0.018 II 

200℃ 0.019 II 

400℃ 0.021 II 

600℃ 0.025 
II 

800℃ 0.030 

收缩率 

950℃整体加热，12

小时 

（保证值）＜2.

0% 
II 

（典型值）1.5% II 

1000℃整体加热，1

2 小时 
0.5% II 

最高使用温度（℃） 950 II 

密度（kg/m3） 270 II 

17.4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28.8 kg（比重按 0.22×103kg/m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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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钢板 

18.1 用途：砌筑槽底第五层。 

18.2 规格：2000×1000×2（mm）；总范围：11976×3238（mm）. 

18.3 单槽理论计算重量及块数：659.4 kg（21块）（比重按7.85×103

kg/m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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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铝电解槽用干式防渗料捣实密度测试方法 

A.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铝电解槽用干式防渗料捣实密度的测定方法。 

本附录适用于铝电解槽用干式防渗料捣实密度的测定。 

A.2  方法提要 

将试样分次放入不锈钢量筒内，用不锈钢圆棒捣实，待把不锈钢量筒装满后，

称量筒内试样的量，以计算捣实密度 

A.3  设备 

A.3.1  量筒：直径 50mm，高 200mm 的不锈钢筒。量筒的体积 V 可以用蒸馏水

标定。 
A.3.2  圆棒：直径 30mm，高 300mm 的不锈钢圆棒。 
A.3.3  天平：感量 0.01g。 

A.4  测定步骤 

A.4.1  试样测定前在 105℃±5℃烘干 2h，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 
A.4.2  测定次数：独立进行两次测试，取其平均值。 
A.4.3  测定 

称量量筒(A.3.1)的质量 m1，将试样（A.4.1）分次置于量筒(A.3.1)内，每次

均用圆棒（A.3.2）捣至体积不再变化，待将量筒(A.3.1)捣满后，称量筒(A.3.1)
和试样的质量之和 m2。 

A.5  分析结果的计算 

按式 A.1 计算捣实密度 ρ： V
mm 12 −=ρ

·······（A.1） 

式(A.1)中： 
ρ —— 防渗料的捣实密度，单位：克每立方厘米（g/cm3）。 
m1 —— 量筒的质量，单位：克（g）。 
m2 —— 量筒和试样的质量之和，单位：克（g）。 
V —— 量筒的体积，单位：立方厘米（cm3）。 

A.6  精密度 

A.6.1  重复性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测定值，其绝对差值不大于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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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cm3。 
A.6.2  再现性 

在再现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测定值，其绝对差值不大于 0.0
3 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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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铝电解槽用干式防渗料阻止电解质渗透能力测试方法 

B.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铝电解槽用干式防渗料阻止电解质渗透能力的测定方法。 
本附录适用于铝电解槽用干式防渗料阻止电解质渗透能力的测定。 

B.2  方法提要 

试样在 960℃±5℃下与电解质恒温反应一段时间，电解质能与干式防渗料生

成致密的防渗阻挡层，测量防渗阻挡层的厚度，作为判断干式防渗料阻止电解质

渗透能力的依据。 

B.3  设备 

B.3.1  石墨坩埚：内径 60mm、内高 100mm，带盖。 

B.3.2  坩埚炉：能控制温度 960℃±5℃。 

B.4  测定步骤 

B.4.1  试样 

B.4.1.1  电解质：用纯冰晶石和氟化铝等将电解质调整为分子比：2.50±0.02、A

l2O3 含量：2.5%±0.5%、CaF2 含量：4.0%±0.5%。 

B.4.1.2  防渗料：在 105℃±5℃烘干 2h，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 

B.4.2  测定 
将 150g 左右试样（B.4.1.2）分次放置于石墨坩埚(B.3.1)内，每次放料后均

用不锈钢圆棒捣实，最终使石墨坩埚(B.3.1)中试样的厚度达到 50mm 左右。然后

称取电解质试样（B.4.1.1）约 150g（精确至 0.1g）放置于试样之上，将石墨坩

埚盖盖好。石墨坩埚外部用其它材料保护，防止石墨坩埚氧化，然后置于坩埚炉

（B.3.2）内，通电升温至 960℃±5℃，恒温 96h，炉内冷却至室温。取出坩埚后

，将坩埚剖开，观察是否形成了致密的防渗阻挡层，测量防渗阻挡层的厚度（精

确至 0.5mm），以 mm 表示。 

 
 


	1. 高强保温砖
	2. 硬硅钙石板
	3. 浇注料
	3.1轻质浇注料
	3.2 高强浇注料

	4. 阴极碳块组
	4.1二次浸渍石墨化阴极炭块
	4.2 阴极钢棒
	4.3 钢棒糊（冷捣糊）
	4.4 磷生铁
	4.5 陶瓷纤维棉

	5. 耐火泥
	6. 纳米保温板
	7. 粘土质耐火砖
	8. 侧部保温板（替代蛭石保温板-Ⅱ型）
	9. 周围糊及炭间糊（冷捣糊）
	10. 耐高温硅酸钙板
	11. 角部炭块、侧部调整炭块(YS/T623-2012)
	12. 干式防渗料(YS/T-456-2014)
	13. 氮碳化硅侧部复合块
	14. 陶瓷纤维板
	15. 耐火颗粒
	16. SiC捣打料
	17. 纳米隔热毡
	18. 钢板
	附 录 A
	附 录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