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耐磨陶瓷涂料因施工维护方便、成本低廉被广泛用于含固体颗粒的高速流体

环境（如：粉磨系统选粉机、风管、旋风筒等部位部件及中高温余热发电风管、

沉降室、以及其他含尘气体输送管道）的抗磨损工程。目前，该材料可有效解决

高粉尘作业的工业管道磨损问题,已经成为水泥、电力、冶金等行业生产相关设

备及管道维护维修的首选材料。但该材料的应用缺少相关行业标准供企业参考，

不便于企业对工厂使用该材料的抗磨损工程质量的控制与验收。为改变这一现状，

特联合长期提供耐磨陶瓷涂料抗磨损防护工程服务的企业制订本推荐标准，并为

行业标准的起草提供参考。耐磨陶瓷涂料也适用于一些抗冲击防护工程中。

本推荐标准参考了上海维乐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内蒙古筑友建材有限公

司、重庆罗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之企业标准。

本推荐标准编号说明：起草单位名第一字汉语拼音第一字母组合+序号+年份。

本推荐标准起草单位：上海维乐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内蒙古筑友建材有限

公司、重庆罗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单位名称第一字笔画为序排列）。

本推荐标准主要编制人：杜玉刚、吴起、陈航舰、赵永胜、聂纪强、黄东风、

梁钊选（以笔画为序排列）

本推荐标准审定人：沈卫国（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本推荐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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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推荐标准规定了耐磨陶瓷涂料的术语、定义、分类、材料的强度等级、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包装、标志、运输、储存和施工工艺等。

本推荐标准适用于含固体颗粒高速流体环境下的装备和构筑物的磨损防护

工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推荐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推荐标准的条

文。本推荐标准发布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推荐

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7671-1999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idt ISO 679:1989）

GB/T 1346-2011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 18301-2012 耐磨耐火材料常温耐磨性试验方法

GB/T 2997-2015 致密定形耐火制品体积密度、显气孔率和真气孔率试验方

法

GB/T 3001-2007 定形耐火制品常温抗折强度试验方法

GB/T 5072-2008 耐火材料常温耐压强度试验方法

GB/T 15545-1995 不定形耐火材料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

GB/T 6900-2016 铝硅系耐火材料化学分析方法

GB/T 5069-2007 镁铝系耐火材料化学分析方法

GB/T 5072.2-2004 致密定型耐火制品常温耐压强度试验方法

GB 201-2015 铝酸盐水泥

YB/T 151-1999 混凝土用钢纤维

QB/T 2959-2008 钢板网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2480-2008 普通磨料 碳化硅

GB/T 2481.2-2009 固结磨具用磨料 粒度组成的检测和标记

GB 8076-2008 混凝土外加剂

http://www.pv265.com/gjbz/201202/32242.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190892.html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耐磨陶瓷涂料

耐磨陶瓷涂料是一种由陶瓷质结合剂、硬质非金属颗粒、微粉、外加剂等材

料组成的水硬性复合胶凝材料。本材料通常以干态交货，使用现场加水并加入金

属纤维等辅料经搅拌均匀，与金属网架配合，涂抹施工，在常温下形成较高的强

度、硬度和耐磨性。能在含固体颗粒的高速流体下使用，抗冲刷、耐磨损、抗冲

击。

3.2 耐磨性

材料抵抗摩擦蚀损的能力，可用来预测耐磨陶瓷涂料在磨损及冲刷环境中的

耐用性。

3.3 抗磨损工程

应用在含固体颗粒高速流体环境下的装备和构筑物的磨损防护。

4 分类

耐磨陶瓷涂料按使用环境温度方法分为普通耐磨陶瓷涂料（使用温度小于等

于 400℃）、耐热耐磨陶瓷涂料（使用温度大于 300℃小于等于 700℃）、耐火

耐磨陶瓷涂料（使用温度大于 600℃小于等于 1100℃）。

5 技术参数

5.1 普通耐磨陶瓷涂料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普通耐磨陶瓷涂料理化指标

序号 技术指标 单位 技术参数

1 耐磨层厚度 mm 20-30

2 Al2O3+SiO2+CaO+TiO2+MgO+Fe2O3 % ≥90

3 粒度 mm ＜5

4 密度 g/cm³ ≥2.6

5 抗压强度

（110℃×24h）
7 天*（平均值） MPa 100



6 抗折强度

（110℃×24h）
7 天*（平均值） MPa 13

7 耐磨性 7天
*
（平均值） cm³ ≤9.0

8 钢纤维掺量（质量比） % ≥2

备注：
*
标准养生 7天；110℃烘干 24 小时。

5.2 耐热耐磨陶瓷涂料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耐热耐磨陶瓷涂料理化指标

序号 技术指标 单位 技术参数

1 耐磨层厚度 mm 30-50

2 Al2O3+SiO2+CaO+TiO2+MgO % ≥90

3 粒度 mm ＜7

4 密度 g/cm³ ≥2.4

5 抗压强度

（110℃×24h）
7 天

*
（平均值） MPa 90

6 抗折强度

（110℃×24h）
7 天

*
（平均值） MPa 11

7 耐磨性 7天
*
（平均值） cm³ ≤9.5

8 钢纤维掺量（质量比） % ≥1

备注：
*
标准养生 7天；110℃烘干 24 小时。

5.3 耐火耐磨陶瓷涂料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耐火耐磨陶瓷涂料理化指标

序号 技术指标 单位 技术参数

1 耐磨层厚度 mm ≥50

2 Al2O3 % ≥60

3 粒度 mm ＜9.5

4 密度 g/cm³ ≥2.5

5 抗压强度 7天（平均值） MPa 85

6 抗折强度 7天（平均值） MPa 10

7 耐磨性（1100℃×3h） 7天（平均值） cm³ ≤6.5

8 耐热钢纤维掺量（质量比） % 1-2



6 检验方法

6.1 耐磨陶瓷涂料厚度检测，采用分度值为 1mm，量程为 15cm，精度要求为 0.5mm

的钢尺，在涂抹作业时，从涂料边缘部进行测量。

6.2 化学成分含量的测定，应按 GB/T6900-2016 铝硅系耐火材料化学分析方法和

GB/T5069-2007 镁铝系耐火材料化学分析方法中规定的方法检测。

6.3 耐磨陶瓷涂料主料的粒度测定，采用筛分法进行检测。最大粒径筛余不得大

于 10%。

6.4 耐磨陶瓷涂料的试样制作，应按 GB/T5202.1-2003 规定的不定型耐火材料试

样制备方法进行制作。

6.5 耐磨陶瓷涂料的密度检测，采用 GB/T2997-2015 致密定型耐火制品体积密度、

显气孔率和真气孔率试验方法进行检验。

6.6 耐磨陶瓷涂料的抗压强度的测定，依据 GB/T5072-2008 致密定型耐火制品的

常温耐压强度试验方法进行检测。

6.7 耐磨陶瓷涂料的抗折强度测定，依据 GB/T3001-2007 定形耐火制品常温抗折

强度试验方法进行检测。

6.8 耐磨陶瓷涂料的现场施工安装技术操作规程，按照供应商签约合同时提供的

操作规程执行。

6.9 耐磨陶瓷涂料的耐磨性测定，将规定形状尺寸试样的试验面垂直对着喷砂管，

用压缩空气将磨损介质通过喷砂管吹到试样上。模拟高风速携带高粉尘冲刷耐磨

陶瓷涂料的工作状态。在特定的速度、一定的磨损介质、一定时间之后，测量计

算样块的体积损失，以此衡量耐磨陶瓷涂料的抗磨损性能。

6.10 辅助材料的质量判定，钢板网（或龟甲网）依据 QB/T2959-2008；钢纤维

依据 YB/T151-1999；拌合用水采用工业用水标准进行检测判定。

6.11 现场施工环境温度的测量，应采用水银温度计分别测量施工空间的上下、

左右、中间五个点摄氏温度值。

6.12 所有检测、测量数据的表示和判定，均按 GB/T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

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进行。

7、产品质量控制程序及形式



7.1 组批及抽样

耐磨陶瓷涂料按同一牌号、同一类别组批，包含所有的原、辅材料，每批不

超过 20 吨。原材料或生产工艺变更时，应另行组批。耐磨陶瓷涂料的抽样应有

代表性。

7.2 型式检验与常规检验

7.2.1 耐磨陶瓷涂料的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推荐标准表 1、表 2、表 3全部项目。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鉴定或停产半年以上重新投产时；

b)正式生产后，原材料、工艺技术等发生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状态下，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

d)最近期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质量技术检验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或其它必要情形时。

7.2.2 耐磨陶瓷涂料的常规检验项目包括：抗压强度、耐磨性、密度。

7.3 判定规则

7.3.1 全部试样符合标准要求，判定该产品合格；

7.3.2 检验结果如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要求时，该不合格项目取双倍试样进行复检，

复检结果仍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3.3 质量评定形式

合格评定可采用供货方声明、使用方认定或由第三方认证的形式进行。

8 耐磨陶瓷涂料的包装、标志、运输、储存及质量证明书

8.1 耐磨陶瓷涂料的主料、辅料应采用分别包装、标志。到达施工现场后，按配

合比例进行安装和拌合。耐磨陶瓷涂料的液体结合剂可用塑料桶单独封装。钢板

网（龟甲网）采用捆扎加托板包装。

8.2 耐磨陶瓷涂料的包装、标志、运输、储存应符合 GB/T15545 的规定。

8.3 产品发出时供方应提供质量证明书及使用说明书。质量证明书应载明供方名

称、需方名称、生产日期、合同号、产品名称、执行标准、牌号、生产批号、检

验批号、发货批号及理化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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