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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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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１４６８４—２０１１《建设用砂》，与ＧＢ／Ｔ１４６８４—２０１１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

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更改了天然砂的定义（见３．１，２０１１年版的３．１）；

ｂ）　更改了机制砂的定义（见３．２，２０１１年版的３．２）；

ｃ）　增加了混合砂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３）；

ｄ）　增加了片状颗粒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９）；

ｅ）　更改了亚甲蓝值的定义 （见３．１２，２０１１年版的３．１０）；

ｆ）　更改了砂的分类（见４．１，２０１１年版的４．１和４．２）；

ｇ）　更改了Ⅰ类砂的颗粒级配技术要求（见６．１，２０１１年版的６．１）；

ｈ）　更改了石粉含量和泥块含量的技术要求（见６．２和６．３，２０１１年版的６．２）；

ｉ）　更改了有害物质的技术要求（见６．４，２０１１年版的６．３）；

ｊ）　增加了Ⅰ类砂的片状颗粒含量技术要求（见６．７）；

ｋ） 更改了碱骨料反应的技术要求（见６．１０，２０１１年版的６．６）；

ｌ） 更改了泥块含量的试验方法（见７．６，２０１１年版的７．６）；

ｍ）更改了氯化物含量检测方法（见７．１１，２０１１年版的７．１１）；

ｎ） 增加了片状颗粒含量的检测方法（见７．１５）；

ｏ） 增加了机制砂碱碳酸盐反应试验方法（见７．１９．４）；

ｐ）　更改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见８．１．１和８．１．２，２０１１年版的８．１．１和８．１．２）；

ｑ） 更改了组批规则（见８．２，２０１１年版的８．２）。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砂石协会、北京建筑大学、湖州新开元碎石有限公司、甘肃华建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世邦工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山宝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黎明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葛洲

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宏大爆破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枣庄鑫金

山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夏建

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区大业建材有限公司、重庆光成建材有限公司、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

有限公司、淄博大力矿山机械有限公司、西安公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浙

江华荣建材控股有限公司、宁波市路通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同济大学、河北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重庆砼磊混凝土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市睿拓建材有限公司、浙江地质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兰溪市博丰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东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磊蒙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郑州一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飞、胡幼奕、宋少民、姚金根、周永祥、姚利君、陈敬收、杨晓东、李顺山、吕剑、

王建忠、刘飞香、周宇、孙健、周文娟、刘娟红、蒋正武、李化建、赵婧、张朋、缑海荣、杨松科、王宇翔、周建华、

赵萌、谢守冬、孙中岩、王小伦、李兵、徐鹏、唐军、付士峰、张广田、杨聪俐、张先余、王军、刘亮、沈玉、石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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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伟、刘兴、杨安民、张宏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本文件于１９９３年首次发布，２００１年第一次修订，２０１１年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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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７．１５与一种混凝土机制砂片状颗粒含

量测定方法相关的专利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承诺，他愿意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免费许可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本文件时实施专利。专利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姓名：北京建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地址：１０００４４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１号

联系人：宋少民

联系电话：１３９１１４５５９８３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

责任。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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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用　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用砂的分类与类别，总体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储存和

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建设工程中水泥混凝土及其制品和普通砂浆用砂。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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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１７５　通用硅酸盐水泥

ＧＢ／Ｔ６０１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ＧＢ／Ｔ２４１９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ＧＢ／Ｔ６００３．１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１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ＧＢ／Ｔ６００３．２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２部分：金属穿孔板试验筛

ＧＢ６５６６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ＧＢ８０７６—２００８　混凝土外加剂

ＧＢ／Ｔ１７６７１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ＩＳＯ法）

ＳＬ／Ｔ３５２—２０２０　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天然砂　狀犪狋狌狉犪犾狊犪狀犱

在自然条件作用下岩石产生破碎、风化、分选、运移、堆／沉积，形成的粒径小于４．７５ｍｍ 的岩石

颗粒。

　　注：天然砂包括河砂、湖砂、山砂、净化处理的海砂，但不包括软质、风化的颗粒。

３．２　

机制砂　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犱狊犪狀犱

以岩石、卵石、矿山废石和尾矿等为原料，经除土处理，由机械破碎、整形、筛分、粉控等工艺制成的，

级配、粒形和石粉含量满足要求且粒径小于４．７５ｍｍ的颗粒。

　　注：机制砂不包括软质、风化的颗粒。

３．３　

混合砂　犿犻狓犲犱狊犪狀犱

由机制砂和天然砂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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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含泥量　犮犾犪狔犮狅狀狋犲狀狋

天然砂中粒径小于７５μｍ的颗粒含量。

３．５　

石粉含量　犳犻狀犲犮狅狀狋犲狀狋

机制砂中粒径小于７５μｍ的颗粒含量。

３．６　

泥块含量　犮犾犪狔犾狌犿狆狊犪狀犱犳狉犻犪犫犾犲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犮狅狀狋犲狀狋

砂中原粒径大于１．１８ｍｍ，经水浸泡、淘洗等处理后小于０．６０ｍｍ的颗粒含量。

３．７　

细度模数　犳犻狀犲狀犲狊狊犿狅犱狌犾狌狊

衡量砂粗细程度的指标。

３．８　

坚固性　狊狅狌狀犱狀犲狊狊

砂在外界物理化学因素作用下抵抗破裂的能力。

３．９　

片状颗粒　犳犾犪犽狔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犻狀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犱狊犪狀犱

机制砂中粒径１．１８ｍｍ以上的机制砂颗粒中最小一维尺寸小于该颗粒所属粒级的平均粒径０．４５

倍的颗粒。

３．１０　

轻物质　犾犻犵犺狋狑犲犻犵犺狋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砂中表观密度小于２０００ｋｇ／ｍ
３ 的物质。

３．１１　

碱骨料反应　犪犾犽犪犾犻犪犵犵狉犲犵犪狋犲狉犲犪犮狋犻狅狀

砂中碱活性矿物与水泥、矿物掺合料、外加剂等混凝土组成物及环境中的碱在潮湿环境下缓慢发生

并导致混凝土开裂破坏的膨胀反应。

３．１２　

亚甲蓝值　犿犲狋犺狔犾犲狀犲犫犾狌犲狏犪犾狌犲

ＭＢ值

用于判定机制砂吸附性能的指标。

４　分类与类别

４．１　分类

４．１．１　按产源分为天然砂、机制砂和混合砂。

４．１．２　按细度模数分为粗砂、中砂、细砂和特细砂，其细度模数分别为：

———粗砂：３．７～３．１；

———中砂：３．０～２．３；

———细砂：２．２～１．６；

———特细砂：１．５～０．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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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类别

建设用砂按颗粒级配、含泥量（石粉含量）、亚甲蓝（ＭＢ）值、泥块含量、有害物质、坚固性、压碎指

标、片状颗粒含量技术要求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

５　总体要求

５．１　用矿山废石和尾矿等生产的机制砂有害物质除应符合６．４的规定外，还应符合我国环保和安全相

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５．２　混合砂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储存和运输等应按机制砂执行。

６　技术要求

６．１　颗粒级配

６．１．１　除特细砂外，Ⅰ类砂的累计筛余应符合表１中２区的规定，分计筛余应符合表２的规定；Ⅱ类和

Ⅲ类砂的累计筛余应符合表１的规定。砂的实际颗粒级配除４．７５ｍｍ和０．６０ｍｍ筛挡外，可以超出，

但各级累计筛余超出值总和不应大于５％。

表１　累计筛余

砂的分类 天然砂 机制砂、混合砂

级配区 １区 ２区 ３区 １区 ２区 ３区

方筛孔尺寸／ｍｍ 累计筛余／％

４．７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２．３６ ３５～５ ２５～０ １５～０ ３５～５ ２５～０ １５～０

１．１８ ６５～３５ ５０～１０ ２５～０ ６５～３５ ５０～１０ ２５～０

０．６０ ８５～７１ ７０～４１ ４０～１６ ８５～７１ ７０～４１ ４０～１６

０．３０ ９５～８０ ９２～７０ ８５～５５ ９５～８０ ９２～７０ ８５～５５

０．１５ １００～９０ １００～９０ １００～９０ ９７～８５ ９４～８０ ９４～７５

表２　分计筛余

方筛孔尺寸／ｍｍ ４．７５ａ ２．３６ １．１８ ０．６０ ０．３０ ０．１５ｂ 筛底ｃ

分计筛余／％ ０～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０～２５ ２０～３１ ２０～３０ ５～１５ ０～２０

　　
ａ 对于机制砂，４．７５ｍｍ筛的分计筛余不应大于５％。

ｂ 对于 ＭＢ＞１．４的机制砂，０．１５ｍｍ筛和筛底的分计筛余之和不应大于２５％。

ｃ 对于天然砂，筛底的分计筛余不应大于１０％。

６．１．２　Ⅰ类砂的细度模数应为２．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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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天然砂的含泥量、机制砂的亚甲蓝值与石粉含量

６．２．１　天然砂的含泥量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天然砂的含泥量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含泥量（质量分数）／％ ≤１．０ ≤３．０ ≤５．０

６．２．２　机制砂的石粉含量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机制砂的石粉含量

类别 亚甲蓝值（ＭＢ） 石粉含量（质量分数）／％

Ⅰ类

ＭＢ≤０．５ ≤１５．０

０．５＜ＭＢ≤１．０ ≤１０．０

１．０＜ＭＢ≤１．４或快速试验合格 ≤５．０

ＭＢ＞１．４或快速试验不合格 ≤１．０
ａ

Ⅱ类

ＭＢ≤１．０ ≤１５．０

１．０＜ＭＢ≤１．４或快速试验合格 ≤１０．０

ＭＢ＞１．４或快速法不合格 ≤３．０
ａ

Ⅲ类
ＭＢ≤１．４或快速试验合格 ≤１５．０

ＭＢ＞１．４或快速法不合格 ≤５．０
ａ

　　注：砂浆用砂的石粉含量不做限制。

　　
ａ 根据使用环境和用途，经试验验证，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Ⅰ类砂石粉含量可放宽至不大于３．０％，Ⅱ类砂石粉

含量可放宽至不大于５．０％，Ⅲ类砂石粉含量可放宽至不大于７．０％。

６．３　泥块含量

砂的泥块含量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泥块含量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泥块含量（质量分数）／％ ≤０．２ ≤１．０ ≤２．０

６．４　有害物质

砂中如含有云母、轻物质、有机物、硫化物及硫酸盐、氯化物、贝壳，其含量应符合表６的规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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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有害物质含量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云母（质量分数）／％ ≤１．０ ≤２．０

轻物质（质量分数）ａ／％ ≤１．０

有机物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按ＳＯ３ 质量计）／％ ≤０．５

氯化物（以氯离子质量计）／％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６
ｂ

贝壳（质量分数）ｃ／％ ≤３．０ ≤５．０ ≤８．０

　　
ａ 天然砂中如含有浮石、火山渣等天然轻骨料时，经试验验证后，该指标可不做要求。

ｂ 对于钢筋混凝土用净化处理的海砂，其氯化物含量应小于或等于０．０２％。

ｃ 该指标仅适用于净化处理的海砂，其他砂种不做要求。

６．５　坚固性

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试验时，砂的质量损失应符合表７的规定。

表７　坚固性指标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质量损失率／％ ≤８ ≤１０

６．６　压碎指标

机制砂的压碎指标还应满足表８的规定。

表８　机制砂压碎指标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单级最大压碎指标／％ ≤２０ ≤２５ ≤３０

６．７　片状颗粒含量

Ⅰ类机制砂的片状颗粒含量不应大于１０％。

６．８　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和空隙率

除特细砂外，砂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和空隙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表观密度不小于２５００ｋｇ／ｍ
３；

———松散堆积密度不小于１４００ｋｇ／ｍ
３，空隙率不大于４４％。

６．９　放射性

砂的放射性应符合ＧＢ６５６６的规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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