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陶瓷材料集中制粉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广西机械工程学会关于团体标准<液压凿岩机 工作

性能测试方法>立项的通知》（桂机学字〔2024〕17 号）的要求进行制

定，主要起草单位包括广西蒙娜丽莎新材料有限公司、桂林电子科技

大学、蒙娜丽莎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大学、广西产业技术研究院等。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2024 年 12 月 1 日在广西机械工程学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的组织下，由广西蒙娜丽莎

新材料有限公司、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单位的相关技术人员组建了标

准起草工作组，并下设资料收集组、标准验证组和草案编写组。资料

收集组负责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查询、收集和整理工作，查阅建筑

陶瓷材料集中制粉的最新研究情况。标准验证组负责建筑陶瓷材料集

中制粉的工艺技术过程的研究，核实技术要求的证实方法，并对内容

进行分析总结，验证方法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草案编写组负责起草标

准征求意见稿和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包括后期召开征求意见会、

网上征求意见，以及标准的修改和完善。 

2024 年 12 月 9 日~12 月 13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进行了资料收集

等调研工作，确定了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的草案；12

月 14 日~17 日，征求专家和工作组成员意见后，对草案进行完善，形



成工作组讨论稿。 

2024 年 12 月 19 日，学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标准起草工作组

和行业专家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会议。专家组实地考察了广西蒙娜丽

莎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建筑陶瓷材料集中制粉工艺过程，对标准的整体

框架结构进行了研究，并作了详细深入的讨论，探讨标准中关键性内

容和工艺流程，提出的主要意见如下： 

——修改完善“集中制粉”的定义，新增“瘠性原料”和“非瘠

性原料”定义； 

——新增工艺流程图； 

——删除非连续球磨的内容，增加连续球磨的球石配比要求； 

——修正辅料偏差值和混浆后流速值； 

——删除检验规则和包装贮存等内容。 

2025 年 1 月 6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召开起草人员线上讨论会议， 

1 月 7 日~1 月 9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工作组讨论稿进一步完善，形

成了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阶段：（2025 年 1 月 21 日~2025 年 2 月 21 日）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经标委会审查确认后，于 2025 年 1 月 21 日在

广西机械工程学会官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3、主要参加单位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牵头起草单位：广西蒙娜丽莎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确定标准框

架、技术指标，以及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的制定。 

参加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负责编写标准框架，修改标准技术

内容以及归纳总结专家意见和建议等；蒙娜丽莎集团有限公司、广西

大学和广西产业技术研究院负责协助起草单位对技术内容进行补充完



善等。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修订工作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行业、兼顾经济性

与先进性”的原则，在确定本标准试验方法时，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

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

技术上的先进性、创新性和合理性。 

本标准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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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结构编排和内容编写。 

2、 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陶瓷材料集中制粉中预破碎、配料、化浆、球

磨、过筛除铁和造粒等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陶瓷材料粉料的生产。 

3、 解决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建筑陶瓷产业作为传统建材产业，正逐步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建筑陶瓷新材料的技术革新对行业的发展具

有深远的意义，相比欧美等陶瓷技术强国，我国陶瓷产区地区分布较

广，在每个产区原料品种多且杂，没有形成标准的原料体系，导致最

终产品的质量波动很大。造粒粉的制备过程中如何从工艺设计和自动

化设备方面实现陶瓷原料标准化，保证产品质量稳定，突破“卡脖子”

问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 

因此，陶瓷原料标准化成为建筑陶瓷行业的共性问题，对其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加快开发我国建筑陶瓷领域



的高端智能装备，提升我国建筑陶瓷产业水平，打造我国陶瓷产品的

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我国与东盟各国在

建筑陶瓷领域的交流合作，是我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推进碳

减排，实现碳中和的现实需求。 

陶瓷原料集中制粉技术是一种对原材料进行集中采购、集中管理、

集中制粉、集中治污的生产模式，可解决陶瓷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不

稳定的问题，具有生产集中化，管理模块化，质量可控化，成本低廉

化，污染源可控化等显著特点，是陶瓷行业实现绿色环保生产的一个

未来发展方向。本项目通过技术创新，聚焦陶瓷行业急需解决的共性

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填补了国内陶瓷原料标准化技术方面的空白，

为推动建筑陶瓷行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项目的实施产生的示范作

用，有望推动了建筑陶瓷行业的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可全面提升我

国建筑陶瓷企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品牌效应，对区内建筑陶瓷研究生

产水平提高、壮大支柱产业、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都将具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 

三、 明确是否有对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暂无对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四、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我国是一个陶瓷生产大国，陶瓷产量多年来稳居世界首位，是建

筑陶瓷行业的第一大生产和出口国。陶瓷制品也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主

要产品之一，日用陶瓷占全球 70%，陈设艺术瓷占全球 65%。广西的

陶瓷产业是中国陶瓷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形成了日用、建

筑陶瓷、卫生、工业、艺术陶瓷等综合陶瓷品种，陶瓷产业企业规模

持续扩大，促进了广西对外贸易发展、结构转型及经济增长，建筑陶



瓷产业逐渐成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陶瓷原料集中制粉技术是一种对原材料进行集中采购、集中管理、

集中制粉、集中治污的生产模式，可解决陶瓷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不

稳定的问题，具有生产集中化，管理模块化，质量可控化，成本低廉

化，污染源可控化等显著特点，是陶瓷行业实现绿色环保生产的一个

未来发展方向。通过采用多级循环预破碎系统、多仓位分层平铺系统、

化浆系统、五连体连续球磨、过筛除铁系统及倒浆混浆系统、喷雾干

燥系统等核心生产工艺。 

项目提出采用多级循环预破碎系统、多仓位分层平铺系统、化浆

系统、五连体连续球磨、过筛除铁系统及倒浆混浆系统、喷雾干燥系

统等核心生产工艺。原料送到喂料机，按一定速率经传送带输送到多

级循环预破碎系统中。经历鄂破、反击破、对辊破三级破碎使进入对

辊机的瘠性原料粒径不应大于 9mm，从而使得多仓位可以达到均化平

铺的效果。其次标准中规定化浆后的非瘠性原料比重在 1.44～1.46，

流速 10s～16s，才能将泥浆运送到喂料机，这样可以达到最佳的混合

比例。化浆后的泥浆、均化后的砂石料、添加剂和水都输入到球磨进

料口，标准中规定的入料量、入水量和球石比都是牵头企业经多年验

证总结得到的结果。最后经球磨后得到高品质的原料浆进入过筛除铁

系统，然后输入到倒浆混浆系统中，通过不同连续球之间的混匀实现

浆料的均匀混掺。随后浆料输送至喷雾干燥塔中进行干燥，进而收集

得到含水量和粒径均达到客户要求的粉料。 

五、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六、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集中制粉的最大优势在于成本优势，采用集中制粉技术后陶瓷企

业无需重复采购制粉设备，降低了前端制粉的生产和人力成本。集中
制粉模式对原材料进行集中采购、集中管理、集中制粉、集中治污，

剥离了陶瓷生产过程中最大的污染和能耗来源，是推动陶瓷行业实现

绿色节能生产的关键。本标准的制定可将建筑陶瓷原料的集中制粉模
式在一些相对集中的陶瓷产区推广和运用，将绿色低碳智能装备应用

到传统建筑陶瓷行业，使得集中制粉成为中国陶瓷行业转型再升级的

关键。 

标准项目的实施产生的创新产业链示范作用，推动了建筑陶瓷行

业的技术革新和科技进步，有望全面提升我国建筑陶瓷企业核心竞争

力，打造品牌效应，对自治区、梧州市建筑陶瓷研究生产水平提高、
壮大支柱产业、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都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

项目主导单位蒙娜丽莎集中制粉生产基地已建成并投产，在对外交流

与合作方面积极发挥窗口作用，辐射优势技术，使企业逐步成为梧州
市、自治区乃至国内知名的陶瓷原料集中制粉工程技术研发制造基地，

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打造优质企业的知名品牌。 

七、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该项标准属于我国自主研发的标准，没有对应的国际和国外标准 

八、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

的协调性 

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九、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建筑陶瓷材料集中制粉技术规范》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5 年 1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