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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fly ash concrete small hollow block)是以水泥、

粉煤灰、集料、掺合料、外加剂和水为原材料，经搅拌、成型、养护等工艺制成

的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其中水泥用量应不低于原材料干质量的 10%，粉煤灰

用量应占原材料干质量的 20%50%。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具有轻质高

强、保温隔热、利废、耐久性好等特点，是一种绿色建材和低碳制品，主要用作

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墙体砌筑材料。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开始生产和应用粉煤灰小型空心砌块(fly ash small 

hollow block)。基于对资源再生利用、环境保护以及粉煤灰性能和利用价值的充

分认识，以粉煤灰为主要原料生产的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发展速度迅速，并成为

当时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主要品种之一。为规范粉煤灰小型空心砌块的生产与应

用，1997 年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以材生标计便【1997】19 号文，安排原中国建

筑材料科学研究院负责行业标准《粉煤灰小型空心砌块》制定工作。该标准于

2000 年 06 月 26 日发布，2000 年 10 月 01 日正式实施，标准号为 JC 862─2000。

该标准的颁布实施在规范产品质量和促进行业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粉煤灰小型空心砌块行业在原材料品种、材料性能、生产和应用技

术、生产装备等方面的加速发展，发现 2000 版标准已不能适应行业需求，也难

以有效控制产品质量，指导设计和应用。因此，2000 版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建筑

材料科学研究院与中国建筑砌块协会联合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修订《粉

煤灰小型空心砌块》行业标准。2006 年 07 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协会标准质量

部发布《关于转发 2006 年建材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文件(标准部函【2006】

037 号)，将《行业标准粉煤灰小型空心砌块》的修订工作下达给中国建筑材料

科学研究总院。新版本标准于 2008 年 06 月 16 日发布，2008 年 12 月 01 日实

施，标准号为 JC/T 862─2008。与 2000 版标准相比，主要变化包括：① 将标

准名称更改为《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② 增减了引用标准；③ 取消了

产品按尺寸偏差、外观质量和碳化系数分级，增加了按密度分级；④ 删除了

MU2.5 强度等级，增加了 MU20 强度等级；⑤ 增加了密度等级和相对含水率指

标；⑥ 调整了尺寸偏差、外观质量、碳化系数指标，提高了干燥收缩率和软化

系数指标及抗冻性要求。2008 版标准的颁布实施进一步促进了行业技术进步，

在规范产品质量方面作用显著。 

2008 版标准实施至今已有 10 多载，2017 年虽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复审有效，

但标准内容和要求与当今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产品结构、原材料体系、

技术性能及指标值、应用要求等再次出现脱节，对规范产品生产、应用和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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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效果存在明显不足。具体表现在：① 砌块孔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已发展成为

节能与结构一体化墙体砌筑材料。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已从初期的“单排

孔”和“双排孔”结构，发展到中期的“三排孔”、“四排孔”、“五排孔”结构，

到当今的“六排孔”和“七排孔”结构，多排孔结构赋予砌块良好的热工性能，

使其砌体热工性能性能满足我国夏热冬暖(冷)地区建筑节能标准要求，成为节能

与结构一体化产品；② 生产装备和工艺创新显著提升产品外观质量。砌块的缺

棱掉角现象明显减少，而且缺棱掉角数量和“三个方向投影尺寸的最大值”亦大

幅降低；③ 再生原料资源开拓和利用促使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升级为生

态建筑材料。除大量利用粉煤灰和炉底渣等工业固废外，建筑废弃物再生原料和

尾矿亦成为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主要生产原料，在实现废弃物资源化高

效利用的同时，推进了建筑砌块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再生原料品种包括粒化高炉

矿渣粉、钢渣粉、硅灰、再生细骨料、再生粗骨料、铁尾矿砂以及符合国家相关

标准规范要求、不影响产品质量和耐久性的其他工业尾矿和固体废物；④ 建筑

物安全性、耐久性和功能提升促使产品性能要求提高。现有标准的部分指标值(如

抗冻性、软化系数和碳化系数)偏低、缺乏先进性，并且不符合国家标准 GB 50574 

─2010《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中 3.2.3 的强制规定，难以满足设计和使

用要求；⑤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生产已实现智能化和规模化，2008 版

本标准检验规则中的组批批量和判定规则不够合理、科学。应依据我国企业实际

生产状况调整批量，并按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分别进行判定；⑥ 引用标准名称

因修订而变更以及抗冻指标代号不合行规。如 GB/T 4111 标准名称由“混凝土

小型空心砌块试验方法”变更为“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GB/T 14684 标准

名称由“建筑用砂”变更为“建设用砂”、GB/T 14685 标准名称由“建筑用卵石、

碎石”变更为“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7431《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变

更为“GB/T 17431.1《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轻集料》”、“YBJ 205

《混凝土用高炉重矿渣碎石技术条件》”变更为“YB/T 4178《混凝土用高炉重

矿渣碎石》”等。 

2022 年 04 月，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联合福州锦龙新型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和中建材中研益科技有限公司，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请修订 2008

版建材行业标准《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于 2023

年 04 月 17 日下达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

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23】18 号)，安排中国建筑材

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为牵头起草单位，负责《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建材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号 2023-0276T-JC。2023 年 05 月 15 日，全国

水泥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97)以水制标秘字【2023】07 号《关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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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023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发布文件，要求中国建筑材料科

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单位保证标准质量和水平，按时完成标准制修订任务。 

2023 年 05 月 28 日，标准编制工作组调研了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生

产企业福州锦龙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洋屿村文明

路 100 号)，收到公司董事长陈少林先生的热情接待。在参观公司粉煤灰混凝土

小型空心砌块、粉煤灰(陶粒)小型空心砌块、建筑垃圾再生制砂生产线和粉煤灰

渣混排原料堆场基础上，双方就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行业现状、生产装备、

产品生产、产品标准、产品应用等方面进行了交流。福州锦龙新型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对《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建材行业标准制的修订工作提出了建议。 

  

(a)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砌块产品 

  

(b) 混排灰渣原料堆场 (c) 建筑垃圾再生砂 

图 1  福州锦龙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现场 

2023 年 05 月 18 日，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征集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建材行业标准编制工作组成员单位的通知”，邀

请国内技术实力较强、在行业中有较大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相关单位组成标准编制

工作组，相关单位均积极参加，并安排具体参编技术人员。先后收到福建上若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灏启（厦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福

州锦龙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青岛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山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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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易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建材中研益科技有限公司等单

位申请，愿意参于本标准制修订工作。 

2023 年初，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正式组建建

材行业标准《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制修订工作小组，由本院水泥标准化

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王武祥教授主持标准编制工作，承担标准调研和验证试验

工作，负责起草标准草稿、内部讨论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和报批稿。2023

年 8 月 14 日式确定标准主要修订内容：① 修改砌块分类；② 修改规格尺寸和

标记规则；③ 修改原材料品种及要求，增加其他一般规定；④ 提高外观质量、

抗冻性、软化系数、碳化系数要求；⑤ 增加传热系数等级指标和传热系数试验

方法；⑥ 将指标“干燥收缩率”变更为“干燥收缩值”，修改指标值；⑦ 修改

抗冻指标代号及质量损失率和强度损失率指标值；⑧ 修改组批规则、抽样规则

和判定规则。同时确定由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具体负责标准验证

试验工作。在验证工作结束后，进一步讨论和确定修订技术参数性能指标及试验

方法，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04 月，《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标准编制组基于调研结果，

在分析和讨论验证试验结果基础上，修订或确定技术参数性能指标及试验方法。

在综合编制组成员单位提出的修改意见基础上，完成了《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

砌块》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 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严格执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 年第一批行业标

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3】18 号)文件精神及有

关要求，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与编写》(GB/T 1.1-2020)

的规定进行编制；编制内容上将突出科学、先进和产品特点；试验方法优先采用

目前比较成熟、通用的试验方法，便于生产施工企业和质检机构开展质量监控工

作；关键技术性能指标力求科学、适用、经济。 

标准编制修订重点：① 修改砌块分类，增加按砌块砌筑成墙试件的传热系

数分级；② 修改规格尺寸和标记规则；③ 修改原材料品种及要求，增加一般规

定；④ 提高“外观质量”、“抗冻性”、“软化系数”、“碳化系数”要求；⑤ 增加

“传热系数等级”指标和传热系数试验方法；⑥ 将指标“干燥收缩率”变更为

“干燥收缩值”，修改指标值；⑦ 修改“抗冻指标代号”及指标值；⑧ 修改组

批规则、抽样规则和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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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名称 

为保持与相关标准协调性和一致性，本标准修订了标准英文名称。如国家标

准《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GB/T 8239─2014)英文名称为“Normal concrete 

small block”、国家标准《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砌块》(GB/T 15229─2011)的英文

名称为“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small hollow block”。 

修订内容：标准英文名称由“Small hollow block of fly ash concrete”更改

为“Fly ash concrete small hollow block”。 

2．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一般

规定、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产品合格证、包装、堆放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用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3．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 18 个标准。分述如下： 

(1)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主要生产原材料包括粉煤灰、水泥、集料、

掺合料、外加剂和水，所有原料的技术性能除应满足本标准第五章提出的具体要

求外，均需执行现行有效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在原材料方面引用了 13 个标准：

包括 GB 175《通用硅酸盐水泥》、GB/T 1596《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8076《混凝土外加剂》、GB/T 14684《建设用砂》、GB/T 14685《建设用卵

石、碎石》、GB/T 17431.1《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轻集料》、GB/T 

18046《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25176《混凝土

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7《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31288《铁

尾矿砂》、JC/T 474《砂浆、混凝土防水剂》、JGJ 63《混凝土用水标准》和 YB/T 

4178《混凝土用高炉重矿渣碎石》。 

修订内容：① 新增 5 项标准：GB/T 18046《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

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25176《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7《混

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31288《铁尾矿砂》和 JC/T 474《砂浆、混凝土防

水剂》；② 4 项标准修订标准名称或/和标准号：GB/T 14684《建设用砂》、GB/T 

14685《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7431.1《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

轻集料》和 YB/T 4178《混凝土用高炉重矿渣碎石》。 

(2) 本标准试验方法均引用 3 个我国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分别为：GB/T 

4111《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GB 6566《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和 GB/T 

13475《绝热  稳态传热性质的测定  标定和防护热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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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内容：① 新增 1 项标准：GB/T 13475《绝热稳态传热性质的测定  标

定和防护热箱法》；② 1 项标准修订标准名称：GB/T 4111《混凝土砌块和砖试

验方法》。 

(3) 本标准还引用 2 个其它国家标准。包括术语标准 GB/T 18968《墙体材

料术语》和气候分区执行标准 GB 50176《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本标准除

第三章专门定义的术语“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外，其它相关术语和定义

均执行标准 GB/T 18968。 

修订内容：新增 1 项标准：GB 50176《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4．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术语“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进行了专门定义，其它相关术

语和定义均执行标准 GB/T 18968《墙体材料术语》。 

修订内容：对术语“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定义进行了完善。由“以

粉煤灰、水泥、集料、水为主要组分(也可加入外加剂等)制成的混凝土小型空心

砌块”修改为“以粉煤灰、水泥、集料、掺合料、外加剂、水等为原材料，经搅

拌、成型、养护等工艺制成的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5．分类和标记 

(1) 分类 

随着墙体砌筑材料节能与结构一体化发展趋势，对墙体砌筑材料热工性能提

出了具体要求。研究表明，通过优化砌块孔结构可显著提升其保温性能，粉煤灰

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从初期的“单排孔”和“双排孔”结构，发展到中期的“三

排孔”、“四排孔”、“五排孔”结构，到当今的“六排孔”和“七排孔”，其砌体

传热系数显著降低，保温性能可满足我国夏热冬暖(冷)地区建筑节能标准要求，

成为节能与结构一体化产品。孔洞排数与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热工性能

密切相关，因此本标准相应修订了砌块孔洞排数。按照砌块热工性能，本标准将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分为普通砌块和自保温砌块，自保温砌块按砌体传热

系数设置十个等级。 

修订内容：本标准修改了砌块分类。将按砌块孔的排数分为“单排孔(Ⅰ)、双

排孔(Ⅱ)和多排孔(D)”修订为“单排孔(Ⅰ)、双排孔(Ⅱ)、三排孔(Ⅲ)、四排孔(Ⅳ)、

五排孔(Ⅴ)、六排孔(Ⅵ)和七排孔(Ⅶ)”；按砌块保温性能分为普通砌块和自保温

砌块。 

(2) 等级 

本标准规定：① 按干表观密度分为 600、700、800、900、1000、1200

和 1400 七个密度等级；② 按抗压强度分为 MU3.5、MU5.0、MU7.5、MU10、

MU15 和 MU20 六个强度等级；③ 按砌块砌筑成墙试件的传热系数分为 00.1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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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K 、 90.0K 、 85.0K 、 80.0K 、 76.0K 、 72.0K 、 68.0K 、 64.0K 和 60.0K 十个传热系数等级。 

修订内容：本标准增加了“按砌块砌筑成墙试件的传热系数”分传热系数等

级。传热系数等级设置可满足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建筑设计时的建筑节能

设计需要。 

(3) 规格尺寸 

基于我国生产企业现有产品规格和工程应用实际情况，本标准修订了粉煤灰

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规格尺寸，即长度的基本尺寸为 390mm，宽度的基本尺

寸为 90mm、120mm、140mm、190mm、240mm 和 290mm，高度的基本尺

寸为 90mm、140mm 和 190mm。其它规格尺寸由供需双方商定。 

修订内容：提出了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常用规格尺寸。 

(4) 标记 

本标准规定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产品按下列顺序进行标记：产品代号

(FHB )、孔的排数、规格尺寸、密度等级、强度等级、传热系数等级和标准编号 

修订内容：修改了标记规则，在标记中增加了“传热系数等级”信息。 

6．原材料 

本标准规定了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主要生产原料品质及技术要求： 

(1)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是水泥制品，其强度主要来源于水泥，所用

水泥品种通常为通用硅酸盐水泥，其性能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 

(2) 粉煤灰是生产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核心原料，也是本标准适用

范围和技术核心所在，在产品原料体系中主要发挥两方面作用：辅助胶凝材料和

微集料。电厂排出的粉煤灰质量差异较大，其质量决定于煤种及产地、焚烧方式、

排放等多种因素，本标准规定其质量应符合 GB/T 1585 的规定。 

(3) 集料是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骨架和强度支撑，生产时常采用五

类：粗集料、细集料、轻集料、炉底渣和混排灰渣、尾矿和固体废弃物再生集料。

本标准对这些集料性能分别作了规定：① 细集料。砂应符合 GB/T 14684 的规

定，再生细骨料应符合 GB/T 25176 的规定，铁尾矿砂应符合 GB/T 31288 的规

定；② 粗集料。卵石、碎石应符合 GB/T 14685 的规定，再生粗骨料应符合 GB/T 

25177 的规定，高炉重矿渣碎石应符合 YB/T 4178 的规定。粗集料的最大粒径

应不大于 10mm；③ 轻集料应符合 GB/T 17431.1 的规定，最大粒径应不大于

10mm；④ 炉底渣、灰渣混排时，0.16mm 筛筛余部分的烧失量应不大于 15%；

⑤ 采用尾矿和固体废弃物用作集料时，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不得

影响产品质量和耐久性，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 GB 6566 的规定。 

(4) 作为辅助胶凝材料，掺合料用于改善和提高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的物理力学性能。本标准对“粒化高炉矿渣粉”和其他活性矿物粉料作掺合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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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性能分别作了规定：① 粒化高炉矿渣粉应符合GB/T 18046 的规定；② 采

用其他活性矿物粉料作掺合料时，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不得影响产

品质量和耐久性，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 GB 6566 的规定。 

(5) 外加剂、防水剂等用于改善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物理力学性能

和耐久性。本标准对“混凝土外加剂”和“防水剂”技术性能分别作了规定：① 

混凝土外加剂应符合 GB 8076 的规定；② 防水剂应符合 JC/T 474 的规定。 

修订内容：① 新增原材料品种及要求。包括粒化高炉矿渣粉、再生细骨料、

再生粗骨料、铁尾矿砂和防水剂等；② 增加了其他一般规定“砌块生产时，水

泥用量应不低于原材料干质量的 10%；粉煤灰用量应不低于原材料干质量的

20%，也不高于原材料干质量的 50%”。 

7．要求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技术要求包括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密度等

级、强度等级、干燥收缩值、相对含水率、传热系数等级、抗冻性、软化系数、

碳化系数和放射性核素限量共 11 个项目。 

修订内容：① 增加了“传热系数等级”指标；② 提高了“外观质量”、“抗

冻性”、“软化系数”和“碳化系数”指标；③ 将指标“干燥收缩率”变更为“干

燥收缩值”，修改了指标值；④ 修改了抗冻指标代号。 

(1) 外观质量 

现有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生产技术水平显著提高，生产装备、模具

及自动化控制水平出现质的飞跃，产品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因此，粉煤灰混凝土

小型空心砌块产品的外观质量也显著提高。本标准对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的外观质量指标作了修订(标准文本中表 2)。 

修订内容：① 缺棱掉角个数由“≤2”降低至“≤1”；② 缺棱掉角的要求

由“三个方向投影尺寸的最小值≤20mm”修订为“三个方向投影尺寸的最大值

≤20mm”。 

(2) 尺寸偏差 

2008 版标准中的产品尺寸偏差指标已反映了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

实际生产技术水平，也满足建筑工程应用需求，本标准沿用原有要求，不作修订，

具体见标准文本中表 3 的要求。 

(3) 密度等级 

考虑到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性能、设计使用要求和生产实际，本标

准按干表观密度分为 600、700、800、900、1000、1200 和 1400 七个密度等

级，并对每个密度等级的块体密度范围作了规定，具体见标准文本中表 4 的要求。 

(4) 强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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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574─2010《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中表 3.2.2-3 规定，用于自

承重墙的砌块最低强度等级为 MU3.5。结合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强度等

级所能达到的实际水平和设计使用要求，本标准设置了六个强度等级。标准文本

中表 5 对六个强度等级所对应的抗压强度(平均值和单块最小值)作了规定。 

(5) 干燥收缩值 

干燥收缩值的高低不但影响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自身外观质量，而且

影响墙体抗裂性能，控制干燥收缩值可避免墙体出现裂缝。因此本标准要求生产

企业应保证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足够的养护时间，存放 28d 方可出厂，

此时化学收缩基本稳定。因此，本标准规定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干燥收

缩值试验龄期为 28d，且干燥收缩值应不大于 0.60mm/m。 

修订内容：① 反映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干缩性能的指标名称由“干

燥收缩率”变更为“干燥收缩值”；② 指标值由“≤0.060%”变更为“应不大

于 0.60mm/m”。 

(6) 相对含水率 

相对含水率(comparatively percentage of moisture)是指粉煤灰混凝土小型

空心砌块的含水率与吸水率之比。该物理指标由美国混凝土砌块标准最先引入，

适用于要求控制水分的砌块。所谓要求控制水分的砌块，就是其用作墙体砌筑材

料时需要控制相对含水率，进而控制砌块成墙后的干燥收缩值，以免墙体出现开

裂破坏。标准文本中表 6 按不同使用地区(潮湿、中等和干燥)规定了产品出厂时

的相对含水率控制值。 

(7) 传热系数等级 

本标准按自保温砌块砌筑成墙试件的传热系数分为 00.1K 、 95.0K 、 90.0K 、 85.0K 、

80.0K 、 76.0K 、 72.0K 、 68.0K 、 64.0K 和 60.0K 十个传热系数等级。标准文本中表 7 对十

个传热系数等级所对应的传热系数(最大值)作了规定。 

修订内容：新增“传热系数等级”指标。 

(8) 抗冻性 

抗冻性(frost resistance)是指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抵抗冻融循环的能

力。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大，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在使用期间均

可能会遭受冻融循环破坏，尤其是夏热冬冷地区、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因此，

本标准规定了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不同使用地区的抗冻性指标，以保证其

安全使用和工程耐久性。 

GB 50574─2010《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中 3.2.3 规定，应用于不

同气候地区的砌块，其抗冻指标应满足不同要求。应用于夏热冬暖地区、夏热冬

冷地区、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时，自保温砌块的抗冻指标应分别达到 15D 、 25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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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D 、 50D 。本标准采用了 GB 50574─2010 的指标，同时对质量损失率和强度

损失率提出了严格要求，即：质量损失率平均值≤5%，质量损失率单块最大值

≤10%；强度损失率平均值≤25%，强度损失率单块最大值≤30%。 

修订内容：① 修订“抗冻指标”代号，由“ 15F 、 25F 、 35F 、 50F ”变更为

“ 15D 、 25D 、 35D 、 50D ”；② 指标“质量损失率”由“≤5%”修改为“平均值

≤5%，单块最大值≤10%”；③ 指标“强度损失率”由“≤25%”修改为“平

均值≤25%，单块最大值≤30%”。 

(9) 软化系数 

软化系数(softening coefficient)是表征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饱水后抵抗

强度衰减的能力。GB 50574─2010《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中 3.2.3 规定，

砌块的软化系数应不小于 0.85。本标准执行强制性标准 GB 50574─2010 的规

定，即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软化系数应不小于 0.85。 

修订内容：软化系数指标由“应不小于 0.80”修改为“不应小于 0.85”。 

(10) 碳化系数 

碳化作用(carbonation)是混凝土制品的表层水化产物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反应生成碳酸盐的作用。碳化性能则是指混凝土制品抵抗碳化破坏的能力，通常

以碳化系数(carbonation coefficient)表征。GB 50574─2010《墙体材料应用统一

技术规范》中 3.2.3 规定，砌块的碳化系数应不小于 0.85。本标准执行强制性标

准 GB 50574─2010 的规定，即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碳化系数应不小于

0.85。 

修订内容：碳化系数指标由“应不小于 0.80”修改为“不应小于 0.85”。 

(11) 放射性核素限量 

作为工业与民用建筑用墙体砌筑材料，为确保使用安全，其放射性核素限量

应满足强制性标准 GB 6566《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的规定。粉煤灰混凝

土小型空心砌块的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 GB 6566 的规定。 

8．试验方法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属于混凝土制品，28d 龄期时所有物理力学性能

达到相对稳定，因此本标准规定其所有性能试验龄期为 28d。11 项技术指标中，

只有“传热系数”试验方法是新增加的，其他指标试验方法与 2008 版一致。 

修订内容：新增“传热系数”试验方法。 

(1) 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块体密度、抗压强度、干燥收缩值、相对含水率、

抗冻性、软化系数和碳化系数 

试验按 GB/T 4111 的规定进行。 

(2) 传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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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按 GB/T 13475 的规定进行。其中：① 试验前，采用砌块制作的传热

系数试件应在温度(20±5)℃、相对湿度(50±15)％的环境下进行状态调节，状态

调节时间不少于 20d；② 检测记录和检测报告除应符合 GB/T 13475 的规定外，

还应包括：试件照片、试件砌筑排块图、试件厚度、所用砌块块数和块型、制作

试件所用砌筑砂浆的配合比、干表观密度和导热系数。 

(3) 放射性核素限量 

试验按 GB 6566 的规定进行。 

9．检验规则 

本标准修订了检验时的组批规则、抽样规则和判定规则。检验规则的规定与

相关标准类似。有几点特别说明： 

① 以用同一批原材料、相同配比和生产工艺制成的同一类别、同一规格尺

寸、同一密度等级、同一强度等级、同一传热系数等级的 500m3 且不超过 3 万

块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为一批，每周生产不足 500m3 且不超过 3 万块粉

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按一批计。 

② 每批随机抽取 32 块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进行外观质量和尺寸偏

差检验。从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合格的检验批中，随机抽取满足标准文本中表 9

检验项目要求数量的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③ 若受检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均符合标准文

本中表 2、表 3 的规定，则判该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

合格。否则判不合格。 

④ 若受检的 32 块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中，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的不

合格数不大于 7 块时，则判该批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

合格。否则判不合格。 

⑤ 当所有项目检验结果均符合标准文本中第 6 章各项要求的等级时，则判

该批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符合相应等级。否则判不合格。 

10．标志、运输和贮存 

相关要求与相关标准规定类似。有几点特别说明： 

①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 

② 建议对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采用薄膜包装； 

③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在堆放、运输和贮存时应有防雨水措施。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技术要求包括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密度等级、

强度等级、干燥收缩值、相对含水率、传热系数等级、抗冻性、软化系数、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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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和放射性核素限量。 

本次标准修订时，验证试验集中于粉煤灰砌块的外观质量、干燥收缩值、传

热系数等级、软化系数、碳化系数和抗冻性，分析如下： 

1．外观质量 

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混凝土砌块生产装备质量提升和生产工艺创新，产品

外观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主要体现在：① 模具耐磨性显著提高，使用寿命延长。

在砌块尺寸允许偏差不变的前提下，所制砌块数量成倍增加；② 砌块成型机稳

定性显著加强，同一模所制砌块的均匀性提高；③ 原料组成及配合比不断优化，

混合搅拌工艺效果显著改善，产品内聚力和匀质性增加，缺棱掉角现象明显减少。

因此，本次修订时将缺棱掉角数量要求由“≤2”降至“≤1”，同时将“三个方

向投影尺寸的最小值≤20mm”修订为“三个方向投影尺寸的最大值≤20mm”，

见表 1。验证试验表明：现有全自动和半自动生产线生产的粉煤灰砌块，修改技

术指标均能满足标准要求。 

2．干燥收缩值 

为规范技术指标名称，保持与相关标准一致性，本次标准修订时将“干燥收

缩率”更改为“干燥收缩值”，同步修改指标值表示方式，见表 2。 

表 1  修订前后粉煤灰砌块外观质量指标对比 

2012 年版本 修订版本 

项目 指标 项目 指标 

弯曲 ≤2 mm 弯曲 ≤2 mm 

个数 ≤2 个 个数 ≤1 个 缺棱

掉角 三个方向投影的最小值 ≤20 mm 

缺棱

掉角 三个方向投影的最大值 ≤20 mm 

裂纹延伸投影的累计尺寸 ≤20mm 裂纹延伸投影的累计尺寸 ≤20mm 

修订内容 

① 缺棱掉角个数由“≤2”降低至“≤1”； 

② 缺棱掉角的控制指标由“三个方向投影尺寸的最小值≤20mm”修订为

“三个方向投影尺寸的最大值≤20mm”。 

表 2  修订前后粉煤灰砌块干燥收缩值指标对比 

2012 年版本 修订版本 

干燥收缩率应不大于 0.060%。 干燥收缩值应不大于 0.60mm/m。 

修订内容 
① 技术指标名称由“干燥收缩率”更改为“干燥收缩值”； 

② 指标值没有变化，由“≤0.060%”更改为“≤0.60mm/m”。 

3．传热系数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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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建筑节能工作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对不同形式建筑保温体系提

出了迫切需求，节能与结构一体化技术成为建筑围护结构保温体系重点发展方

向。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技术集建筑保温功能与墙体围护功能于一体，墙体不

需要另行采取保温措施即可满足现行建筑节能标准要求，实现保温体系与建筑物

同寿命，而且使建筑在抗震、安全等方面得到加强，有力推进了我国墙材革新与

建筑节能工作。自保温墙体砌筑材料作为节能与结构一体化结构技术关键基础材

料，其研制、生产和应用受到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发展迅速。通过采

用先进技术措施赋予普通墙体砌筑材料优异的热工性能，使其由单一结构材料升

级为节能和结构一体化的自保温墙体砌筑材料，用其砌筑的墙体热工性能可满足

我国不同气候地区建筑节能标准。 

若采用以水泥、粉煤灰、炉底渣、超轻陶粒等原料制备的轻骨料混凝土为基

材，制备的多排孔粉煤灰砌块将具有良好的自保温功能。如 240mm 厚五排孔粉

煤灰砌块的密度等级达到 800 级，砌体传热系数达到 0.876W/(m2K)，强度等级

达到 MU5。若再在砌块孔洞中填充高效保温材料，粉煤灰砌块的砌体传热系数

将进一步降低，保温性能继续提升。此类粉煤灰砌块热工性能可满足我国夏热冬

暖地区和部分夏热冬冷地区的建筑节能要求，亦属于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墙体

材料。因此，本次修订时将传热系数等级作为表征粉煤灰砌块的新增技术指标，

提升粉煤灰砌块的性能和功能。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本标准设置了 00.1K 、 95.0K 、

90.0K 、 85.0K 、 80.0K 、 76.0K 、 72.0K 、 68.0K 、 64.0K 和 60.0K 十个传热系数等级，满足相

关地区建筑节能设计要求，见表 3。 

表 3  新增传热系数等级指标 

传热系数等级 传热系数/[W/(m2·K)] 传热系数等级 传热系数/[W/(m2·K)] 

00.1K  ≤1.00 76.0K  ≤0.76 

95.0K  ≤0.95 72.0K  ≤0.72 

90.0K  ≤0.90 68.0K  ≤0.68 

85.0K  ≤0.85 64.0K  ≤0.64 

80.0K  ≤0.80 60.0K  ≤0.60 

4．软化系数 

国家标准《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GB 50574-2010)规定：块体材料

软化系数不应小于 0.85。验证试验表明：80%以上的粉煤灰砌块软化系数≥0.85。

因此，本标准修订时将软化系数提高至“≥0.85”，见表 4。 

 



 第 14 页共 17 页 

表 4  修订前后粉煤灰砌块软化系数指标对比 

2012 年版本 修订版本 

软化系数应不小于 0.80。 软化系数应不小于 0.85。 

修订内容 软化系数指标由“≥0.80”提高至“≥0.85”。 

5．碳化系数 

国家标准《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GB 50574-2010)规定：块体材料

的碳化系数不应小于 0.85。验证试验表明：70%以上的粉煤灰砌块碳化系数≥

0.85。因此，本标准修订时将碳化系数提高至“≥0.85”，见表 5。 

表 5  修订前后粉煤灰砌块碳化系数指标对比 

2012 年版本 修订版本 

碳化系数应不小于 0.80。 碳化系数应不小于 0.85。 

修订内容 碳化系数指标由“≥0.80”提高至“≥0.85”。 

6．抗冻性 

修订前后粉煤灰砌块抗冻性指标对比见表 6。 

表 6  修订前后粉煤灰砌块抗冻性指标对比 

标准版本 使用条件 抗冻指标 质量损失率 强度损失率 

夏热冬暖地区 15F  

夏热冬冷地区 25F  

寒冷地区 35F  
2012 年版本 

严寒地区 50F  

≤5% ≤25% 

夏热冬暖地区 15D  

夏热冬冷地区 25D  

寒冷地区 35D  
修订版本 

严寒地区 50D  

平均值≤5%          

单块最大值≤10% 

平均值≤25%    

单块最大值≤30% 

修订内容 

① 将“抗冻指标”代号由“ 15F 、 25F 、 35F 、 50F ”变更为“ 15D 、 25D 、

35D 、 50D ”；② 将“质量损失率”指标值由“≤5%”修改为“平均值

≤5%，单块最大值≤10%”；③ 将“强度损失率”指标值由“≤25%”

修改为“平均值≤25%，单块最大值≤30%”。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国内外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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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具有轻质高强、保温隔热、利废、耐久性好等特

点，是一种绿色建材和低碳制品，主要用作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墙体砌筑材料。 

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建筑节能工作的全面推进和深化，对不同形式建筑保

温体系提出了迫切需求，节能与结构一体化技术成为建筑围护结构体系重点发展

方向。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技术集建筑保温功能与墙体围护功能于一体，不需

另行采取保温措施即可使墙体热工性能满足建筑节能标准要求，实现保温体系与

建筑物同寿命，而且使建筑在抗震、安全等方面得到加强，有力推进了我国墙材

革新与建筑节能工作。作为节能与结构一体化结构技术核心基础材料，节能与结

构一体化墙体砌筑材料的研制、生产和应用受到建设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发展

迅速。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制备采用轻质粉煤灰混凝土基材和多排孔结构

可赋予其良好的热工性能，使其由单一结构材料升级为节能与结构一体化的保温

型墙体砌筑材料，用其砌筑的墙体热工性能可满足我国夏热冬暖(冷)地区建筑节

能标准，提高了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发展前景良好。 

此外，再生原料资源开拓和利用促使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升级为生态

建筑材料。除大量利用粉煤灰和炉底渣等工业固废外，建筑废弃物再生原料和尾

矿亦成为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主要原料，在实现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

的同时，推进了建筑砌块行业可持续发展。再生原料品种包括粒化高炉矿渣粉、

钢渣粉、硅灰、再生细骨料、再生粗骨料、铁尾矿砂以及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

要求、不影响产品质量和耐久性的其他工业尾矿和固体废物。 

因此，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产业技术成熟度较高，应用标准规范和图

集齐全，推广应用前景良好，经济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显著。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

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采标。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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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与现行标准的协调配套，确保相互协调和补

充，共同推进我国混凝土小型砌块产业发展。在标准适用范围、原材料体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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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指标和检验规则等方面保持标准的独立性、系统性和特色。主要包括： 

(1) 与国标《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GB/T 4111)协调配套性：本标准技

术指标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块体密度、抗压强度、干燥收缩值、相对含水率、

抗冻性、软化系数和碳化系数试验方法将按 GB/T 4111 的规定进行。 

(2) 与国标《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GB/T 8239)协调配套性：该标准适用

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用普通混凝土砌块，主要原材料是普通混凝土。普通混凝土小

型砌块是指以水泥、矿物掺合料、砂、石、水等为原材料，经搅拌、振动成型、

养护等工艺制成的小型砌块，包括空心砌块和实心砌块。与本标准在主要原材料

品种、砌块结构和部分技术指标(外壁和肋厚、强度等级、吸水率、干燥收缩值)

要求方面存在差异。 

(3) 与国标《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砌块》(GB/T 15229)协调配套性：该标准适

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用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主要原料是轻集料混凝土。

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是指以水泥、轻粗集料、轻砂或普通砂、水等为原材

料配制成干表观密度不大于 1950kg/m3 的混凝土，再用轻集料混凝土制成的小

型空心砌块。与本标准在主要原材料品种和部分技术指标(密度等级、强度等级、

吸水率、干燥收缩值)要求方面存在差异。 

(4) 与行标《装饰混凝土砌块》(JC/T 641)协调配套性：该标准适用于工业

与民用建筑、市政、景观等工程使用的装饰混凝土砌块，主要原料是装饰混凝土，

其装饰表面可能通过彩色、劈裂、凿毛、条纹、鼓型、模塑、露集料、做旧等加

工工艺制成。与本标准在应用领域、主要原材料品种和部分技术指标(装饰性、

抗渗性、强度表征参数)要求方面存在差异。 

本标准与强制性国家标准《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GB 50574─2010)

和《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2010)相配套，并符合现行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实施日期等) 

在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领导下，在全国水泥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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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标准牵头起草单位和中国建筑砌块协会组织标准宣贯和技术培训，组织生产和

施工企业进行技术交流，观摩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生产现场及其工程应

用，提高对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及技术指标的认识。 

建议实施日期为自发布之日起 6 个月。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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