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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 CNAS-CL01《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CNAS-CL01-G001

《CNAS-CL01<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应用要求》、CNAS-CL01-G002《测量

结果的计量溯源性要求》、CNAS-CL01-G003《测量不确定度的要求》和 CNAS-CL01-

A002《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中的要求，结合

电煤检测领域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的特性而制定。 

本文件旨在促进实验室质量管理的改进和提高，保障实验室出具的检测结果数据准

确可靠，同时为 CNAS 评审工作的规范性提供科学依据，确保评审工作的一致性和有

效性。 

文件中正文内容是从专业角度提出了实验室认可的技术要求，促进实验室对认可技

术的理解和执行；三个附录分别从电煤检测领域实验室常用仪器设备的计量溯源、质量

控制、评审关键技术识别等方面提出要求和建议，为评审员和实验室提供技术指导。 

本文件仅从操作层面上就实施方法给出指导性建议，所提供的方法和实例并非是唯

一可选的，仅供相关方参考。 

       本技术报告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神华国华（北京）电力研究院有限公司、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河北有限公司等。 

本技术报告主要起草人：周思旭、覃涛、贺甬、田玲、文吉、杨铭、周宁、 

周永运、王阳、王杰林、韩立亭、王贵安、王光普、杨华玉  、李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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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煤检测领域实验室认可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旨在促进电煤检测领域实验室对 CNAS 认可技术的理解和执行，为评审

员和实验室提供技术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申请认可的实验室建立管理体系包括电煤检测领域中采制样、物

理特性、化学成分的定性分析或定量检测；供拟申请认可及已获认可的实验室规范

其管理和技术使用；也可供评审员在评审过程中参考使用（附录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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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AS-CL01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 

CNAS-CL01-G001  CNAS-CL01《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应用要求 

CNAS-CL01-G002  测量结果的计量溯源性要求 

CNAS-CL01-G003  测量不确定度的要求 

CNAS-CL01-A002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CNAS-RL01  实验室认可规则 

CNAS-RL02  能力验证规则 

GB/T 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T 475  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法 

GB/T 19494.1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1部分： 采样方法 

GB/T 19494.2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2部分： 煤样的制备 

GB/T 19494.3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3部分： 精密度测定和偏倚试验 

GB/T 29164  煤炭成分分析和物理特性测量标准物质应用导则 

GB/T 33303 煤质分析中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指南 

ISO/IEC  指南  99 国际计量学词汇—基本和通用概念及相关术语(V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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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ISO/IEC 指南 99 （VIM）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煤 power-generation coal 

主要用于电厂锅炉燃烧或辅助燃烧产生电能和/或直接供热的动力煤。 

3.2 

电煤检测 power-generation coal testing 

按照程序确定电煤的一个或多个特性的活动，一般包括采取具有代表性样品、

样品制备和化验。 

3.3 

电煤检测实验室 laboratory of power-generation coal testing 

以电煤为主要检测对象的实验室，大多数电煤检测实验室进行常规项目（3.4）

的检测。 

3.4 

常规项目 normal item 

主要是指电煤的采样、制样、全水分、水分、灰分、挥发分、全硫、发热量、

碳、氢和煤灰熔融性。 

3.5 

非常规项目 unnormal item 

主要是指除了常规项目之外的其他检测项目指标，如：煤灰成分、焦化指标

分、煤炭机械化采制样系统精密度和偏倚等。 

4 通用要求 

5 结构要求 

5.1 若实验室为独立法人实体的一部分时，其所在组织应有设立实验室的文件，母体

组织的法人应有对实验室最高管理者的任命和授权文件，保证其独立开展检测业

务。母体组织的法人应发布为实验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不干预检测工作的声

明，保证实验室能够独立开展检测业务。实验室应保存母体组织中的其他部门参与

实验室管理体系活动的支撑性资料。 

注：如实验室服务与供应品的采购与验收、新入职人员的招聘与培训及废弃物

处理等工作，可由母体组织中的相关部门协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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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实验室管理层中应至少包括一名在电煤检测领域内具有足够知识和经验的人员，

该人员应具有化学专业或化学相关专业的本科以上学历和 5 年及以上煤炭检测相关

的工作经历；如从事采制样，负责技术的管理人员还应具备采制样相关知识和 3 年

及以上的采制样工作经历。 

6 资源要求 

6.2 人员 

6.2.1 实验室认可范围包含采制样时： 

a） 实验室授权签字人除符合 CNAS-CL01-A002 及 CNAS-CL01-G001 中相关要

求外，还应具备采制样相关知识和 3 年及以上采制样工作经历。 

b）实验室从事采制样的技术人员，应具有理工科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如不满足要求，应具有 3 年及以上采制样工作经历，在上岗前应经过岗位培训和能

力确认，能够胜任采制样工作的经历、经验和技能，掌握采制样基本理论知识、相

关标准/规范以及采制样设备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熟悉相关采制样设备的运行、维修

和操作。 

6.2.2 实验室认可范围不包含采样制样时，技术人员应满足 CNAS-CL01-A002 及

CNAS-CL01-G001 的相关要求。 

6.2.3 实验室人员确保唯一专职性，不应向其他机构借用人员从事相关电煤检测活

动。 

6.2.4 关键技术人员应掌握电煤检测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的方法，并能就所负责的检测

项目进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6.3 设施和环境条件 

6.3.1 实验室应合理分区，避免交叉污染和相互干扰，并配置必要的防护设施。有独

立的采制样区、实验区、办公区，各区域功能布局合理。 

6.3.2 实验室应将其从事电煤检测活动所必需的设施和环境要求制定成文件，确保其

工作环境满足电煤检测的要求。 

6.3.3 标准或者规范对环境条件有要求时或环境条件影响检测结果时，应监测、控制

和记录环境条件。当环境条件不利于检测的开展时，应停止检测活动。 采样、制样

和化验区域应有环境监控设备或设施（如温度监测装置、湿度监测装置），并控制

及记录环境条件。 

6.3.4 采样区域应有防风、防雨、除尘或温控的设备设施，避免样品损失和污染，能

保证采样设备各部件正常工作。制样区域应配备有效的排风、除尘、消防和避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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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施。制样区域各类设施应对煤质特性（如全水分）无显著性影响。电煤检测

过程中若有烟雾、有害气体产生，实验室应配备有效的通风设施。 

注：如实验室测试灰分、挥发分、全硫、煤灰熔融性等项目时需要注意通风。 

6.3.5 实验室在固定场所以外进行如采样、煤炭机械化采制样设备精密度和偏倚等项

目检测活动时，应提出相应的控制要求，以确保环境条件满足标准规范的要求。 

6.4 设备 

6.4.1 实验室应配备满足检测（包括采样、制样、数据处理与分析）要求的设备和设

施。用于检测的设施，应有利于检测工作的正常开展。仪器设备的数量应能满足所

承担检测业务量的需要，能避免设备原因对检测报告时效性和准确性的影响。 

6.4.2 日常使用仪器设备过程中应对其进行必要的维护，并保存相关记录。 

6.4.3 采制样设备在投入使用前应就其采集、破碎、缩分等功能进行核查，验证其精

密度、偏倚、缩分比、出料粒度、样品损失或全水分损失等满足相关标准/规范以及

实验室规定要求，保留相关核查/验证记录。 

6.4.4 实验室应评估采样设备性能试验后的实际偏倚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证明采样设

备应无灰分和全水分的实质性偏倚，满足相关标准/规范以及实验室规定要求。 

6.4.5 出现下列情况，实验室应对采制样设备进行精密度测定和偏倚试验，以满足相

关标准/规范及实验室规定要求： 

a) 新设备首次投用前； 

b) 影响采制样设备精密度或偏倚的关键部件（如初级采样器、破碎部件和过筛

部件、缩分器等）更换或大修后； 

c) 运行检查中运行参数变化或对参数调整后，可能影响精密度、灰分和水分偏

倚时； 

d) 煤炭品质变异性（如初级子样方差、粒度分布等）较上次性能试验选择的煤

炭品质变差时； 

e) 对采制样精密度产生怀疑时。 

6.4.6 开展煤炭机械化采制样设备精密度和偏倚等项目检测活动时，若涉及到租借设

备，应确认使用租借的设备（含主要辅助设备）符合 CNAS-CL01 及相关标准要

求，且计量溯源有效，保留该租借设备信息的记录，并在原始记录中记录租借设备

的情况。 

6.4.7 不是所有的设备都需要进行校准。实验室要结合 CNAS-CL01 的 6.4.6 条要求及

设备的实际用途，识别设备是否需要校准。  

示例：温度计根据其使用用途判断其是否需校准:  

—如温度计，其作用仅是在记录天平室温度，那么不需要对其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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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温度计，用来记录每次发热量测定前后的温度变化，因 GB/T 213《煤的发

热量测定方法》规定每次试验前后的温度变化在 1.0℃内， 那么应对设备进行校

准。  

设备校准或检定后，检测人员要结合技术标准和检测工作的需求对设备能否投

入使用进行确认。校准/检定结果确认（能否投入使用）的判定依据是技术标准或规

范，不能用校准/检定结论代替校准/检定结果确认的结果。确认的内容至少包括：  

—对校准/检定结果的有效性进行确认（验收）；  

—校准获得的设备准确度信息是否满足检测项目、参数的要求，是否有修正信

息，仪器是否满足检测方法的要求。 

6.4.8 实验室应： 

a)根据设备在电煤检测过程的预期用途或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对所辖的设备进行

分类管理，并对影响结果报告有效性的不同类型的设备制定检定/校准、核查计划方

案； 

b)策划并审查采制样及化验设备期间核查方案，明确核查周期、项目/参数和判

定方法等； 

c)确定库仑滴定法测定煤中全硫所用电解液的失效规则如 pH 值等。 

6.4.9  实验室应制定对检测结果有影响的采制化设备的日常维护计划并做好记录，特

别是对大型机械化采样、制样等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 

6.5 计量溯源性 

6.5.1 对于投入使用前按计量检定规程/校准规范要求使用有证标准物质建立计量溯源

性的仪器设备，如工业分析仪、全硫测定仪、元素分析仪和氧弹热量计等，可行

时，实验室可使用满足 CNAS-CL01-G002 要求的有证标准物质/标准样品（CRM）

建立计量溯源性。实验室用 CRM 建立计量溯源性，评审时由技术评审员确认，无

需另行安排校准领域评审员。 

6.5.2 使用 CRM 建立计量溯源性时，实验室选择的 CRM 的基体应与日常检测的煤炭

样品基体尽可能一致，其特性量值须覆盖待测样品的特性量值。实验室保留相关记

录作为计量溯源性证据。 

6.5.3 常用仪器设备校准/核查建议见附录 B。 

6.6 外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6.6.1 由实验室母体组织或母体组织外的其他部门协助采购产品和服务时，实验室应

根据相关标准/规范提出产品和服务的技术要求。经过验收合格的产品由相应负责人

登记入库存放，与检测相关产品的采购、验收、入库及出库应填写相应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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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由母体组织统一验收外部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时，实验室应参与验收并保留符合

性的记录。 

6.6.3 实验室使用母体组织其他机构提供的实验用水时，应保留其符合实验室用水要

求的证据。 

7 过程要求 

7.1 要求、标书和合同的评审 

7.1.1 当委托检测任务中包含采样/制样时，实验室应与客户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检测抽

样(含采样、制样)的方案，包括抽样位置、时间、方式、采样精密度和最大偏倚等

信息。 

7.1.2 对内部或例行客户，要求、标书和合同评审可简化进行；对于常规、重复性的

检测，一次性签订检测协议的，建议合同评审至少每年进行 1 次。 

注：内部检测委托协议书可由母体组织的委托代理人与实验室签订；当检测任

务发生变化时，需要重新合同评审，更新检测协议。外部委托检测协议书由实验室

与客户或其代理人签订，双方签字确认即视为合同生效。 

7.3 抽样（采样和制样） 

7.3.1 采样 

7.3.1.1 实验室应确认采样设备/工具以及采样方案的精密度和偏倚等技术要求满足

GB/T 475 或者 GB/T 19494.1 规定要求且对电煤质量评定无实质性影响。采样设备/

程序精密度和偏倚试验应由实验室或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按照 GB/T 19494.3 或者电

力行业相关标准规范规定的要求进行。 

7.3.1.2 实验室应： 

a) 按照GB/T 475或GB/T 19494.1的要求对每一待采样批煤建立采样方案；明确

需要控制的因素，确保采样代表性。记录采样批煤划分采样单元的理由，同时评估

划需要分为多个采样单元的合理性；测定首次所用或品质变化较大的电煤采样方案

的采样精密度。 

b) 从采样方案设计、采样操作等记录批煤的采样信息，如采样精密度及其核

验、采样方案、采样单元、子样数、子样质量、总样质量、采样设备信息、装样容

器信息等。 

c) 记录各种可选采样操作的理由及描述，如分层随机采样、车厢（驳船）选

择、子样位置确定、轮船和大驳船采样时机、煤堆采样的合理性、随机性原则等。 

d) 对于有检测时效性要求的如全水分样品，应记录抽样时间，并在规定时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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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制样和检测工作。 

e) 当客户要求对已有文件规定的抽样方法和抽样计划进行添加、删减或有所偏

离时（如煤炭采样时子样质量和子样数目、子样布点等），实验室应依据任何偏离

不得影响实验室质量的原则，要对偏离进行风险评估，经批准后方可实施偏离。 

7.3.2 制样 

7.3.2.1 实验室应确认制样设备（包括全自动制样设备）/工具以及制样方案的精密度

和偏倚等技术要求满足 GB/T 474 或 GB/T 19494.2 规定要求且对电煤质量评定无实

质性影响。制样设备（包括全自动制样设备）/程序的精密度和偏倚试验应由电煤实

验室或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按照 GB/T 19494.3 或者电力行业相关标准规范规定的要

求进行。 

7.3.2.2 实验室应定期核查/验证制样设备、工具满足标准/规范和实验室规定要求并保

留相关记录。 

7.3.2.3 实验室应提供全水分煤样的制样设备/程序偏倚试验证据；适用时，提供未经

空气干燥全水分煤样即破碎和缩分但对结果未产生实质性偏倚的证据，能解释说明

变动制样程序的理由。 

7.3.2.4 实验室宜采用二分器或机械方法缩分煤样。煤样粒度过大或煤样过湿时，可

按GB/T 474和GB/T 19494.2规定的其它缩分方法进行缩分。 

7.3.2.5 制备样品时，实验室应记录： 

a) 样品信息，如样品唯一性标识、包装容器情况、标称最大粒度、样品初始质

量、弃样质量、各留存样质量； 

b) 试样合并说明； 

c) 缩分方法及操作过程：记录采用具体缩分方法、理由（机械缩分方法，二分

器法除外）及详细操作过程； 

d) 空气干燥过程及其信息，如水分损失、干燥时间、样品质量变化等； 

e) 制样环境设施，如制样前后环境温度、湿度、热（冷）源等； 

f) 设备、人员、时间、地点等。 

7.4 检测和校准物品（样品）的处置 

7.4.1 实验室接收样品时应检查和记录其状态和外观，如名称/唯一性标识、质量、标

称最大粒度、采样/制样日期以及包装容器完好情况等。 

7.4.2 实验室应明确不同煤种样品的储存条件，并对其进行监控和记录，确保煤样的

储存环境符合标准/规范或实验室规定要求。 

7.4.3 煤样储存容器的密封性应尽可能避免水分/蒸汽渗漏、煤样发生氧化（如保护气

体泄漏、氧化气体渗入）等，以确保不会在移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破坏样品的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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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如果需要将样品分开用于检测不同的特性，应用二分器缩分煤样，确保每一份

煤样仍可代表原来的煤样。为保证试验样品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混淆，实验室必须

设置独有的实验样品识别系统。 

7.4.5 实验室应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样品在存储、制备和检测过程中发生物理损失和

化学变化，如样品氧化和水分显著性变化。煤样或其保留部分在实验结束后应被妥

善保存（再一次试验的需要），实验室应保障煤样的储存条件和煤样的完整性。 

7.5 技术记录 

7.5.1 实验室不具备已获认可项目/参数后续计算所需的其他相关项目/参数的检测能

力时，应在记录/报告中清晰标注参与计算的数据来源信息，如计算低位发热量所用

的全水分、水分、全硫/弹筒硫或氢等数据来源信息。 

7.5.2 采用手工或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自动收集、记录、处理采样、制样和化验数据

信息时，实验室应确保记录/报告包含足够信息，满足识别影响测量结果及其测量不

确定度的因素，确保能在尽可能接近原条件的情况下重复煤样检测活动。 

7.6 测量不确定度 

7.6.1 实验室应有文件规定，明确评定测量不确定度的要求。实验室应建立相应数学

模型，给出相应检测能力的评定测量不确定度案例。实验室可在检测出现临界值、

内部质量控制或客户有要求时，需要报告测量不确定度。 

7.6.2 实验室应识别采样、制样对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关键影响因素。评定测量不确

定度应考虑抽样的贡献，抽样的代表性不够，即被测样本可能不完全代表所定义的

被测量，抽样带来的不确定度包括抽取样品的代表性、试样均匀性等。 

7.7 确保结果有效性 

7.7.1 实验室应采用质量控制样品（QCM）或煤炭有证标准物质（CRM）对检查结

果进行质量控制，要求见 GB/T 29164。剩余样品量不到原始总量的 5%时应停止使

用，避免粒度离析引起偏倚。 

7.7.2 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人员比对、方法比对、仪器比对、使用

标准物质或质量控制物质、使用相同或不同方法重复检测、留存样品的重复检测、

分析煤样不同特性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和盲样测试。针对多人多台设备的状况，应制

定实验室内人员、设备比对的计划，以及比对结果可接受准则。应分析监控活动的

数据用于控制实验室活动，适用时实施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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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实验室应有参加能力验证活动的程序和记录要求，包括参加能力验证工作计划

和不满意结果的处理措施等内容。实验室参加能力验证的领域和频次应满足 CNAS-

RL02《能力验证规则》的要求。应寻求参加尚未开展能力验证的项目/参数（如全水

分等）的实验室间比对。 

7.7.4 电煤检测领域实验室质量控制要求见附录 C。 

7.8 报告结果  

7.8.1 总则  

7.8.1.1 结果的电子传送  

当实验室利用母体组织内部网络或信息化系统传送检测结果时，应满足 CNAS-

CL01：2018 第 7.11 条款的要求，同时应符合报告审核和发送报告的流程并保留有

相关记录。  

7.8.1.2 实验室在为内部客户出具报告时，可采用简化报告，但实验室应规定简

化内容。报告中简化的信息应能方便地从实验室中获得，并可追溯。 

8 管理体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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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资料性附录）电煤检测领域实验室常规项目评审关键技术识别表 

序号 项目/参数 检测标准 关键技术（关注点） 

1 采样 

GB/T 475 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法 

GB/T 19494.1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 1 部

分：采样方法 

(1)作业指导书； 

(2)相应采样方法的设备、经历确认； 

(3)采样设备/方案的精密度和偏倚； 

(4)质量基采样时，检查初级子样质量是否符合要求，质量基采样设备的评定； 

(5)根据采样现场情况制定的采样方案； 

(6)所采样品的采样精密度的选择、采样单元划分、每个采样单元的子样数、试样质量

（总样的最小质量、子样质量）、采样方法、子样的布置、采样工具、操作过程； 

(7)煤样的包装和标识、储存； 

(8)采样记录/报告信息； 

(9)提供机械采制样设备精密度测定和偏倚试验服务商的主要信息； 

(10)特定批煤采样精密度核验。 

2 制样 

GB/T 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T 19494.2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 2 部

分：煤样的制备 

(1)制样室各功能区的布置应避免样品交叉污染； 

(2)制样室的除尘设施； 

(3)实验室、制样室环境对煤样全水分的影响； 

(4)制样程序/方案、系统/设备的精密度和偏倚； 

(5)标准筛的校准与破碎设备出料粒度的核查； 

(6)干燥箱的校准，校准结果的确认及应用； 

(7)人工缩分时的方法、操作过程； 

(8)各级缩分后留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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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参数 检测标准 关键技术（关注点） 

(9)空气干燥； 

(10)各种煤样质量（全水分煤样、存查煤样、一般分析试验煤样以及各粒度试验室煤样

等）； 

(11)煤样的保存期限，过期煤样的处置； 

(12)制样记录/报告的信息。 

3 全水分 GB/T 211 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 

(1)全水分样品的粒度和质量； 

(2)干燥箱的校准温度点，校准值结果的应用； 

(3)全水分样品的标签信息； 

(4)称量前是否按要求混合，多点取样； 

(5)进行检查性干燥及质量变化； 

(6)检查性干燥结束后采用的计算依据是否正确； 

(7) 测定全水分用微波或者光波自动测定法，应进行方法的验证/确认与仲裁法结果一致。 

4 水分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3073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仪器法 

DL/T 1030 煤的工业分析 自动仪器法 

(1)干燥箱的校准温度点，校准值结果的应用； 

(2)进行检查性干燥及质量变化； 

(3)检查性干燥结束后采用的计算依据是否正确； 

(4)仪器法中炉温校准； 

(5)仪器法中炉内天平的校准/检定； 

(6)仪器法使用的坩埚质量是否进行浮力效应校正。 

5 灰分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3073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仪器法 

DL/T 1030 煤的工业分析 自动仪器法 

(1)马弗炉的恒温区测定，校准结果的应用； 

(2)测定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打开马弗炉的烟囱、炉门留有 15mm 缝隙等）； 

(3)检查性灼烧； 

(4)仪器法中炉温校准； 

(5)仪器法中炉内天平的校准/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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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参数 检测标准 关键技术（关注点） 

(6)仪器法使用的坩埚质量是否进行浮力效应校正； 

(7)检查性灼烧结束后采用的计算依据是否正确。 

6 挥发分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3073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仪器法 

DL/T 1030 煤的工业分析 自动仪器法 

(1)马弗炉的恒温区测定，校准结果的应用； 

(2)关注测定操作过程，如温度回温是否正常等； 

(3)仪器法中炉温校准； 

(4)仪器法中炉内天平的校准/检定； 

(5)仪器法使用的坩埚质量是否进行浮力效应校正。 

7 发热量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1)试验室条件； 

(2)氧弹的水压试验； 

(3)氧气压力表的检定； 

(4)环境温度监控及记录； 

(5)检测过程中对进入该区域进行限制； 

(6)热容量的标定、标定结果的判断、标定周期； 

(7)新热量计热容量有效工作范围的确定； 

(8)发热量不同基准的换算； 

(9)测定记录信息； 

(10)核查全硫替代弹筒硫的条件； 

(11)添加物和酸洗石棉的使用。 

8 全硫 
GB/T 214 煤中全硫的测定方法 

GB/T 25214 煤中全硫测定 红外光谱法 

(1)仪器标定； 

(2)检查电解液 pH 值； 

(3)标定有效性核验； 

(4)仪器测定期间的标定检查； 

(5)检查炉温和气密性及干燥剂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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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参数 检测标准 关键技术（关注点） 

9 煤灰熔融性 GB/T 219 煤灰熔融性的测定方法 

(1)炉内气氛的检查； 

(2)温度校准，校准结果的应用； 

(3)测定记录的信息； 

(4)试验过程中的温升及产生的现象及相应温度； 

(5)灰锥托板的选择； 

(6)灰锥的制备和放置 

10 氢 

GB/T 476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 

GB/T 30733 煤中碳氢氮的测定 仪器法 

DL/T 568 燃料元素的快速分析方法 

三节炉或二节炉法： 

(1)仪器可靠性检验； 

(2)空白试验； 

(3)测定记录信息。 

电量-重量法： 

(1)试验装置可靠性检验； 

(2)空白试验； 

(3)测定记录信息。 

仪器法： 

(1)仪器的标定； 

(2)标定有效性核验； 

(3)仪器测定期间的标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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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资料性附录）电煤检测领域实验室常用仪器设备校准/核查建议 

序

号 
设备类型 

设备验证

方式 

建议

周期 
校准/核查参数 要求 

校准/核查依

据 
校准/核查要点 

1 
机械采样

设备 
核查 

24 个

月 

整机偏倚（全水分和灰分

偏倚） 
机械采样设备应无实质性偏倚。 

GB/T 474 

GB/T 475 

GB/T 19494 

DL/T 747 

GB/T 30730 

 

(1)机械采样设备的最大允许偏倚的设定

应合理，采样机性能应能使采样精密度

满足预期精密度的要求； 

(2)采样机的各组成部件及控制系统应匹

配合理，可保证采样和在线制样程序顺

利进行； 

(3)采样机应能适应所采煤的粒度和水

分； 

(4)采样机应能保证初级子样采样间隔和

在线制样样品处理能力满足采样要求，

并能保证采样精密度符合要求。 

入料/出料粒度 

设备初级采样器的开口尺寸应至少应为实际被采煤样标称

最大粒度的 3 倍，落流采样器/横过皮带采样器的开口尺寸

还应不小于 30mm；机械采样设备的出料粒度符合铭牌要

求。 

初级采样器采样质量（需

要时） 

初级采样器应有足够的容量以收集整个子样或让其全部通

过，子样不堵塞不溢流。 

缩分倍率（适用时） 缩分倍率应稳定，缩分倍率的相对标准差不超过 10%。 

缩分精密度（适用时） 
缩分精密度应符合 GB/T 19494.2 的要求。制样化验方差

（按干燥基灰分，Ad，%）不大于 0.20。 

缩分系统偏倚（适用时） 缩分系统应无实质性偏倚。全水分损失不超过 0.40%。 

2 
人工采样

工具 
核查 

首次

使用

时 

开口尺寸（首次使用时） 
人工采样工具的开口尺寸应不小于被采煤样标称最大粒度

的 3 倍且不小于 30mm。 GB/T 475 

GB/T 19494 
 

偏倚（适用于探管和钻取

器） 

探管和钻取器应进行偏倚试验合格后方能投入使用。探管

和钻取器应不存在实质性偏倚。 

3 破碎设备 核查 
12 个

月 
出料粒度 

出料粒度符合铭牌要求。通过筛分试验确定破碎设备的出

料粒度（破碎后的样品通过筛分试验，确定与筛上物累计

质量分数最接近但不大于 5%的筛子相应的筛孔尺寸）。制

样各阶段中所使用的破碎设备的出料粒度一般应＜

GB/T 474 

GB/T 475 

GB/T 19494 

DL/T 747 

(1)实验室应定期用筛分法来检查破碎设

备出料粒度，破碎过程煤样损失率，并

保存记录； 

(2)实验室应适时检查破碎机的转速，破



CNAS-TRL-017:2021                                                                                                                                                                                                              第 18 页 共 30 页 

 

发布日期：2021 年 07 月 10 日                                                                                                  

序

号 
设备类型 

设备验证

方式 

建议

周期 
校准/核查参数 要求 

校准/核查依

据 
校准/核查要点 

0.2mm、＜1mm、＜3mm、＜6mm 或＜13mm 等。 DL/T 1339 碎过程生热。 

水分损失 全水分损失率≤0.40%。 

破碎机转速/频率（适用于

锤式破碎机和高速球磨

机） 

锤式破碎机转速≤950r/min，高速球磨机频率≤20Hz。 

4 缩分设备 核查 
12 个

月 

缩分精密度 制样化验方差 VPT≤0.13。 

GB/T 19494 

DL/T 747 

DL/T 1339 

(1)粒度适应性； 

(2)留弃样分布的一致性。 

缩分偏倚 缩分设备应无实质性偏倚。 

缩分倍率的稳定性 缩分倍率相对标准偏差≤10%。 

缩分器开口尺寸 
缩分器开口尺寸应不小于待制煤样的标称最大粒度的 3

倍。 

5 

破碎缩分

一体化制

样设备 

核查 
12 个

月 

出料粒度 

出料粒度符合铭牌要求。通过筛分试验确定破碎设备的出

料粒度（破碎后的样品通过筛分试验，确定与筛上物累计

质量分数最接近但不大于 5%的筛子相应的筛孔尺寸）。制

样各阶段中所使用的破碎设备的出料粒度一般应＜

0.2mm、＜1mm、＜3mm、＜6mm 或＜13mm 等。 GB/T 19494 

DL/T 747 

DL/T 1339 

(1)粒度适应性； 

(2)留弃样分布的一致性。 
全水分损失率 全水分损失率≤5.0%。 

煤样损失 样品损失率≤2%。 

破碎机转速/频率（适用于

锤式破碎机和高速球磨

机） 

锤式破碎机转速≤950r/min，高速球磨机频率≤20Hz。 

缩分精密度 制样化验方差 VPT≤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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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类型 

设备验证

方式 

建议

周期 
校准/核查参数 要求 

校准/核查依

据 
校准/核查要点 

缩分偏倚 缩分设备应无实质性偏倚。 

缩分倍率的稳定性 缩分倍率相对标准偏差≤10%。 

6 标准筛 校准 
12 个

月 

网孔最大尺寸（金属丝编

织网试验筛） 
网孔最大尺寸偏差满足 JJF 1175 相关要求。 

JJF 1175 

GB/T 6003.1 

GB/T 10611 

 

(1)选定合适筛孔尺寸 13mm、6mm、

3mm、1mm、0.2mm； 

(2)金属丝编织网的丝网上不应有明显的

编织缺陷，折痕，杂质、破损和筛网松

弛； 

(3)金属穿孔板的筛孔不能有明显的缺

陷。 

网孔平均尺寸（金属丝编

织网试验筛） 
网孔平均尺寸满足 JJF 1175 相关要求。 

平均丝径（金属丝编织网

试验筛） 
平均丝径满足 JJF 1175 相关要求。 

筛孔尺寸偏差（金属穿孔

板试验筛） 
筛孔尺寸偏差满足 JJF 1175 相关要求。 

7 干燥箱 校准 
12 个

月 

温度偏差 
温度范围为（0～100）℃时，温度偏差小于±1.0℃；温度

范围为（100～200）℃时，温度偏差小于±2.0℃。 

JJF 1101 

(1)校准温度点的选择； 

(2)若设备的存在温度偏差时，应进行调

整； 

(3)通气量是否满足标准/规范要求； 

(4)关注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校准结果的有

效性。 

温度波动度 温度波动度在（-0.5～0.5）℃。 

8 

高温炉/

马弗炉 
校准 

12 个

月 

炉温均匀度 

温度值：500℃、815℃、850℃、900℃等 

恒温区：(815±10)℃、(900±10)℃、(900±5)℃等。 

JJF 1376 

GB/T 212 

(1)关注在有负载的情况下进行校准； 

(2)温度场分布、控温准确度、炉体严密

性、升温速度、测量程序调整。 

 

炉温稳定度 

炉温偏差 

炉内最大温差 

工业分析 校准 12 个 称量示值误差和重复性 称量示值误差不超出±1.0mg；重复性不大于 1.0mg JJG 1140 (1)校准温度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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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类型 

设备验证

方式 

建议

周期 
校准/核查参数 要求 

校准/核查依

据 
校准/核查要点 

仪 月 

炉温控温误差和稳定度 

控温误差：（107±3）℃，（815±10）℃，

（900±10）℃。 

GB/T 30732 

DL/T 1030 

(2)天平质量关键值的校准； 

(3)温度偏差后的调整； 

(4)温度控制、恒温区的； 

(5)通入气体的流量； 

(6)使用有证煤标准物质。 

稳定度：（107±2）℃，（815±10）℃，（900±10）℃

等。 

仪器示值误差和重复性

（有证标准物质） 

最大允许误

差）（以干

基计）  

灰分：示值<15.00%，±0.30%；示值

（15.00%～30.00%），±0.50%；示

值>30.00%，±0.70% 

挥发分：示值<20.00%，±0.50%；示值

（20.00%～40.00%），±1.00%；示

值>40.00%，±1.50%。 

重复性：水分，0.10%；灰分，0.10%；挥发分，0.20%。 

9 热量计 校准 
24 个

月 

氧弹 
新氧弹和新换部件（弹筒、弹头、连接环）的氧弹应进行

水压试验，证明无问题后方能使用。 

JJG 672 

GB/T 213 

GB/T 31423 

(1)氧弹应定期进行水压试验，加水压

20.0Mpa，维持压力在 10min 内应无泄

漏，且泄压后连接环与杯体之间的螺纹配

合应依然平滑，且弹盖和连接环均无不可

恢复的变形。每次水压试验后，氧弹的使

用时间一般不应超过 2 年。 

(2)计算两次标定热容量变化时，以上一

次作为基准进行计算； 

(3)热量计的热容量的有效工作范围； 

(4)评估正确度时，如测定次数少于 5

热容量精密度 5 次热容量标定值的相对标准偏差不超过 0.20%。 

热容量稳定性 
如热量计量热系统没有显著改变，重新标定的热容量值与

前一次的热容量值相差不大于 0.25%。 

热容量有效工作范围 

在使用新型热量计前，需确定其热容量的有效工作范围，

至少进行 8 次热容量标定试验，应根据被测样品可能涉及

的发热量范围（温升）确定苯甲酸片的质量。 

精密度 
5 次苯甲酸重复测定结果的相对标准差不大于 0.20%；煤样

2 次正常重复测定值之差不大于 120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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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类型 

设备验证

方式 

建议

周期 
校准/核查参数 要求 

校准/核查依

据 
校准/核查要点 

正确度 

标准煤样测试结果与标准值之差都在不确定度范围内；或

根据标定热容量所测定的 5 次苯甲酸热量标准物质平均值

与标准值之差不大于 50J/g。 

次，则应另行计算允许差。 

10 
碳氢氮元

素分析仪 
校准 

12 个

月 

重复性 
各元素测量重复性测定相对标准偏差应满足 C≤2%，

H≤3%，N≤5%。 JJG 395 

JJF 1321 

(1)全量程准确度及线性误差； 

(2)测量参数（样品质量、温度、气体流

量）； 

(3)程序可调整。 
示值误差 

各元素值与有证标准物质示值误差测定相对误差的绝对值

应满足 C≤2%，H≤5%，N≤10%。 

11 测硫仪 校准 
24 个

月 

温度校准 

燃烧炉显示温度达到设定值并稳定后，实际炉温与规定工

作温度相差不超过±10℃，其温度波动在 20min 内不应超过

10℃，温度变化 20℃的恒温带长度不应小于 60mm。 

GB/T 31425 

JJG 1006 

(1)测硫精密度； 

(2)全量程准确度及线性误差； 

(3)控温精度； 

(4)煤标准物质的选择应覆盖被测煤样的

量值特性范围。 
标准物质校准 

重复性：全硫含量<1.00%,标准差≤0.03%；1.00%≤全硫含

量≤4.00%,标准差≤0.08%；4.00%<全硫含量<6.00%，标准

差≤0.12% 

准确度：全硫含量<1.00%,最大允许误差±0.15%；1.00%≤

全硫含量≤4.00%,最大允许误差±0.25%；4.00%<全硫含量

<6.00%，最大允许误差±0.35% 

12 
煤灰熔融

性测定仪 
校准 

12 个

月 

高温炉（最高加热温度、

恒温区、升温速度、气

氛、观察口和外壳温度） 

用标准热电偶校准高温计和热电偶，最高加热温度应能加

热到 1500℃以上；有足够的覆盖灰锥托盘的恒温区（各部

件温差小于 5℃）；升温速度满足 GB/T 219 的要求； 

炉内气氛可控制为弱还原性或氧化性气氛； 

有观察孔，在试验过程中清晰观察试样形态变化； 

外壳温度在高温炉工作温度下，不大于 70℃。 

GB/T 219 

GB/T 31427 

(1)控温仪的显示温度与实测温度值之差

应符合不大于 5℃； 

(2)需要时应进行气氛检查弱还原气氛调

整、温度场分布； 

(3)控温精度； 

(4)测量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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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类型 

设备验证

方式 

建议

周期 
校准/核查参数 要求 

校准/核查依

据 
校准/核查要点 

控温仪（控温范围、升温

速度和测温误差） 

控温范围为（（0～1500）℃，分辨率 1℃）； 

升温速度满足 GB/T 219 的要求； 

测温误差不大于 5℃。 

试验气氛性质的核查 

用煤灰熔融性标准物质制成灰锥并测定其熔融特征温度

（ST、HT 和 FT）。如其实际测定值与弱还原性气氛下的

标准值相差不超过 40℃，则证明炉内气氛为弱还原性；如

超过 40℃，则根据它们与强还原性或氧化性气氛下的参比

值的接近程度以及刚玉舟中碳物质的氧化情况来判断炉内

气氛。 

13 
天平、磅

秤 
校准 

12 个

月 

偏载误差 
载荷在不同的位置的示值误差须满足相应载荷最大允许误

差的要求。 
JJG 14 

JJG 1036 

JJG 539 

GB/T 7722 

GB/T 335 

(1)天平/台秤的最小分度值/感量及检定

结果满足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2)电子天平预热半小时后再开始称量； 

(3)天平/台秤称量区域是否有振动源，避

免气流干扰。 

示值误差 
各载荷点的示值误差不得超过该天平在相应该载荷时的最

大允许误差。 

重复性 
相同载荷多次测量结果的差值不得大于该载荷点下最大允

许误差的绝对值。 

准确度级别 应核查天平/台秤准确度级别。 

注 1：“校准/核查依据”应注意使用其现行有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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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资料性附录）电煤检测领域实验室质量控制要求 

序

号 

项目/

参数 
检测标准 

质量控制 

要点/环节 
要求 

1 采样 

GB/T 475 

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

法 

 

GB/T 19494.1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 1

部分：采样方法 

 

采样方案 

(1)采样方案应符合标准要求且满足实际采样的需求； 

(2)采样方案经精密度核验和偏倚试验，确认符合标准和合同要求，并保存相关记录； 

(3)需要时评价、核验和修订采样方案。 

采样单元 
(1)根据被采样煤的批量和采样精密度的要求合理划分采样单元； 

(2)如与标准不一致，应记录划分采样单元的理由。 

煤样品质 应核查并确认被采批煤的标称最大粒度和品质历史状况等信息。 

采样工具/设备 
(1)定期核查、评价人工采样工具与标准的符合性，并形成记录； 

(2)定期核查采样设备精密度和偏倚等相关指标，判定是否需要开展性能试验。 

移动煤流采样方法 
(1)避免煤流的负荷和品质的变化周期与采样器的运行周期重合； 

(2)依据 GB/T 475 采用落流采样法时，煤流量不应大于 400t/h。 

静止煤采样方法 
对于全深度采样、不同深度（深部分层）采样或顶部（表面）采样前，应通过偏倚

试验证明其无实质性偏倚。 

采取全水分煤样 
(1)记录单独采取全水分煤样的原因； 

(2)根据不同深度煤的全水分的分布情况，采取出有代表性的全水分煤样。 

2 制样 

GB/T 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T 19494.2 煤炭机

制样精密度和偏倚 
定期核查制样方案/程序、系统/设备的精密度和偏倚，确保满足标准/规范和规定要

求，并保存相关记录。 

制样误差核验 定期核验制样各阶段产生的误差，保存相关记录。 

试样（子样）的合并 试样（子样）合并时应记录合并过程的信息，如各被采煤的质量、粒度、采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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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参数 
检测标准 

质量控制 

要点/环节 
要求 

械化采样 第 2 部

分：煤样的制备 

 

（时间基采样或质量基采样）和制样阶段等信息。 

煤样存储的容器及环

境要求 

(1)规定不同用途、煤种的煤样保存条件。应对存储区域的条件进行监控； 

(2)存储煤样的容器应满足输送和存储过程中的强度要求，确保容器在样品输送和存储过

程中完好，避免样品发生显著的物理和化学变化。 

3 
全水

分 

GB/T 211 煤中全水

分的测定方法 

 

干燥箱 

(1)设备首次使用前，应核查空气干燥箱和（或）通氮干燥箱的换气次数； 

(2)每年应对干燥箱需要日常使用的校准点（105～110）℃和（40～50）℃进行校准，应

确认温度偏差、温度均匀度和波动度。根据修正因子对干燥箱热电偶温度进行修

正。  

样品前处理 
在称取煤样之前，应将密封容器中的煤样充分混合，促使煤样吸收已析出在容器内

壁的游离水，直至容器内壁无显著析出的游离水。 

容器要求 

(1)使用前，应核查称量瓶和浅盘符合标准要求； 

(2)检测所用的浅盘应在试验条件下预先干燥恒重，记录其质量后备用； 

(3)适用于取 6mm 或者 13mm 试样的取样器具，开口尺寸至少为相应粒度的 3 倍 

检测结果控制 采用人员比对、仪器比对或方法比对等进行监控，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4 水分 

GB/T 212 煤的工业

分析方法 

 

干燥箱 
(1)设备首次使用前，应核查空气干燥箱和（或）通氮干燥箱的换气次数； 

(2)应确认温度场和温度的均匀性。 

玻璃称量瓶 
(1)核查玻璃称量瓶的尺寸和严密性，应满足标准要求； 

(2)玻璃称量瓶及其瓶盖应编号并一一对应，且应在试验条件下预先干燥恒重。 

检测结果控制 采用重复检测或人员比对、仪器比对或方法比对等进行监控，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GB/T 30732 内置电子天平 应定期校准/检定内置电子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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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仪器法 

DL/T 1030 煤的工业

分析 自动仪器法 

 

坩埚 坩埚应保存在与其加热前的称量环境中，要保持干净无杂物。 

检测结果的控制 采用重复检测或人员比对、仪器比对或方法比对等进行监控，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5 灰分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快速灰化法方法 B、

缓慢灰化法 

马弗炉 恒温区应标识清晰，易于分辨。 

灰皿 
(1)首次使用前，应核查灰皿的尺寸，应满足标准要求； 

(2)使用灰皿前应对其进行编号，经过预先灼烧并进行恒重检查。 

检测结果控制 

(1)日常检测时需同时检测质量控制样品（QCM）或者有证煤标准物质（CRM），参照

GB/T 29164 评价质量控制结果； 

(2)采用重复检测或人员比对、仪器比对或方法比对等进行监控，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3)定期参加实验室间比对或能力验证计划。 

GB/T 3073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仪器法 

 

DL/T 1030 煤的工业

分析 自动仪器法 

 

内置电子天平 应定期校准/检定内置电子天平。 

坩埚 
(1)坩埚使用前应进行核查，确认其符合标准/规范要求； 

(2)坩埚的保存环境应与加热前的称量环境一致，要保持干净无杂物。 

检测结果的控制 

(1)日常检测时需同时检测质量控制样品（QCM）或者有证煤标准物质（CRM），参照

GB/T 29164 评价质量控制结果； 

(2)采用重复检测或人员比对、仪器比对或方法比对等进行监控，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3)定期参加实验室间比对或能力验证计划。 

6 
挥发

分 

GB/T 212 煤的工业

分析方法 

 

坩埚 

(1)坩埚使用前应进行核查其尺寸和严密性，确认其符合标准要求； 

(2)每次使用前应核查坩埚的质量，确保其满足标准要求； 

(3)坩埚及坩埚盖应编号并一一对应，预先灼烧并进行恒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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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过程 

(1)进行重复测定试验时，放入的坩埚数量应保持一致； 

(2)评估重复检测时每次置入坩埚的数量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3)评估每次置入坩埚的数量炉温回升的影响。 

检测结果控制 

(1)日常检测时需同时检测质量控制样品（QCM）或者有证煤标准物质（CRM），参照

GB/T 29164 评价质量控制结果； 

(2)采用重复检测或人员比对、仪器比对或方法比对等进行监控，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3)定期参加实验室间比对或能力验证计划。 

马弗炉计时器 定期使用经检定/校准后的计时器对马弗炉自带计时器进行比对，并评价比对结果。 

GB/T 3073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仪器法 

DL/T 1030 煤的工业

分析 自动仪器法 

 

坩埚 
(1)坩埚使用前应进行核查其尺寸和严密性，确认其符合标准要求； 

(2)坩埚的保存环境应与加热前的称量环境一致，并要保持干净无杂物。 

检测结果控制 

(1)日常检测时需同时检测质量控制样品（QCM）或者有证煤标准物质（CRM），参照

GB/T 29164 评价质量控制结果； 

(2)采用重复检测或人员比对、仪器比对或方法比对等进行监控，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3)定期参加实验室间比对或能力验证计划。 

7 全硫 

GB/T 214 

煤中全硫的测定方法 

库仑滴定法 

抽气流量 核查抽气流量，应与标定时的抽气流量一致。 

电解液 

(1)配置电解液时使用的实验室用水的级别需满足 GB/T 6682-2008 的三级水要求； 

(2)定期检查电解液 pH。若电解液 pH 小于 1，需更换电解液，并核查确认之前所检测样

品的结果不受影响。 

检测结果控制 

(1)测定前需做 1～2 个废样，在试验前后以及每测定待测样品（10～15）次后，插入控制

样品（QCM）或者有证煤标准物质（CRM）对测硫仪的稳定性和标定的有效性进行

核查； 

(2)日常检测时需同时检测质量控制样品（QCM）或者有证煤标准物质（CRM），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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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9164 评价质量控制结果； 

(3)当待测样品的量值不在校准曲线范围内时，应采用覆盖待测样品量值的标准样品重新

标定后再进行检测； 

(4)采用重复检测或人员比对、仪器比对或方法比对等进行监控，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5)定期参加实验室间比对或能力验证计划。 

GB/T 25214 煤中全

硫测定  红外光谱法 

 

检测结果控制 同《煤中全硫的测定方法》GB/T 214 库仑滴定法。 

8 
发热

量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自动氧弹热量计法 

热量计 
(1)热量计优先使用苯甲酸核查其正确度； 

(2)核查自动氧弹热量计对标准物质的记忆功能。 

环境 记录每样次试验前后环境温度，温度变化应在 1℃以内。 

有效热容量 
(1)若仪器的热容量与温升呈显著相关，应根据每次检测时的温升确定其有效热容量； 

(2)在使用新的热量计前，需根据待测样品的量值水平确定其热容量的有效工作范围。 

量热温度计 (1)数显量热温度计短期重复性不应超过 0.001K，6 个月内的长期漂移不应超过 0.05K。 

氧弹 氧弹应定期进行水压试验，每次水压试验后，氧弹的使用时间一般不应超过 2 年。 

添加物 需要时，添加物优先选择标准苯甲酸，其次为标准煤样或者苯甲酸。 

检测结果控制 

(1)日常检测时需同时检测质量控制样品（QCM）或者有证煤标准物质（CRM），参照

GB/T 29164 评价质量控制结果； 

(2)采用重复检测或人员比对、仪器比对等进行监控，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3)定期参加实验室间比对或每年参加 CNAS 认可的能力验证提供者组织的能力验证计

划。 

9 碳、 GB/T 30733 煤中碳 核查/标定 定期按照对碳氢氮元素分析仪进行核查或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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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

氮 

氢氮的测定仪器法 

 操作过程 

应按照检测仪器的要求进行操作，测定试样前应先检测（1～2）个废样，在试验前

后以及每测定待测样品若干样次后，采用插入质量控制样品（QCM）对元素分析仪的稳

定性和标定的有效性进行核查。标准样品检测值应在标准值的不确定度范围内。 

检测结果控制 

(1)日常检测时需同时检测质量控制样品（QCM）或者有证煤标准物质（CRM），参照

GB/T 29164 评价质量控制结果； 

(2)采用重复检测或人员比对、仪器比对或方法比对等进行监控，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3)定期参加实验室间比对或能力验证计划。 

DL/T 568 

燃料元素的快速分析

方法 

高温燃烧-红外、热

导联合测定法 

实验前准备 燃烧管、还原管、二氧化碳和水分吸收管内的填充试剂应有效。 

操作过程 

测试样品前需做（1～2）个废样，在试验前后以及测定试样若干样次后，采用插入

标准样品对元素分析仪的稳定性和标定的有效性进行核查。标准样品检测值在标准值的

不确定度范围内，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检测结果进行漂移校正。 

检测结果控制 同《煤中碳氢氮的测定仪器法》GB/T 30733-2014。 

10 

煤灰

熔融

性 

GB/T 219 煤灰熔融

性的测定方法 

 

气氛 定期或不定期地用煤灰熔融性标准物质或取气分析法检查炉内气氛。 

灰锥托板 
根据煤灰的酸碱性正确选择酸性或碱性的灰锥托板，常用的灰锥托板材料有氧化镁

和氧化铝，前者适用于碱性煤灰；后者适用于酸性煤灰 

制作灰锥 
(1)应尽可能少用糊精溶液，满足灰锥挤压成型即可，以避免灰锥显著收缩或坍塌； 

(2)灰锥成型后应进行干燥。 

特征温度判断 
  使用带有自动判断功能的自动测定仪时，在测定后应对记录下来的图象进行人工核验，

且应经常用标准物质进行测定气氛检查。 

检测结果控制 

(1)日常检测时需同时检测质量控制样品（QCM）或者有证标准物质(CRM)，参照 GB/T 

29164 评价质量控制结果； 

(2)采用重复检测或人员比对、仪器比对等进行内部质量监控，并对结果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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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参加实验室间比对和每 2 年参加 CNAS 认可的能力验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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