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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４章、第５章、第６章和９．１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８２８３：２００６（Ｅ）《硬煤和焦炭———人工采样》（英文版）。

本标准根据ＩＳＯ１８２８３：２００６（Ｅ）内容重新起草。本附录 Ａ 中列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

ＩＳＯ１８２８３：２００６（Ｅ）章条编号的对照一览表。

考虑到我国国情，在采用ＩＳＯ１８２８３：２００６（Ｅ）时，本标准做了一些修改。有关技术性差异已编入正

文中并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在附录Ｂ中给出了这些技术性差异和编

写结构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以供参考。

为了便于使用，对ＩＳＯ１８２８３：２００６（Ｅ）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国际标准”改为“本标准”；

———修改了ＩＳＯ１８２８３：２００６（Ｅ）引言；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ＩＳＯ标准中小数点的逗号“，”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４７５—１９９６《商品煤样采取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４７５—１９９６相比，其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专用采样方案（本版５．３）；

———规定了总样最小质量（本版５．２．４．１）；

———修改了子样最小质量（原版５．４，本版５．２．４．２．１）；

———增加了对火车顶部采样的要求（本版６．２．２．２）；

———修改了火车采样子样布置方式（原版７．２，本版６．２．２．２．２）；

———删除了轮船船舱采样方法（原版第９章）；

———修改了对粒度大于１５０ｍｍ块状物料的处理方法（原版７．４，本版附录Ｅ）。

本标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附录Ｃ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Ｄ和附录Ｅ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煤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炭分析实验室（国家煤炭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立亭、谢恩情、段云龙。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４７５—１９６４；ＧＢ４７５—１９７５；ＧＢ４７５—１９８３；ＧＢ４７５—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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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商品煤人工采样方法的术语和定义、采样的一般原则和采样精密度、采样方案的建

立、采样方法、人工采样工具、煤样的包装和标识以及采样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褐煤、烟煤和无烟煤。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４９４．３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３部分：精密度测定和偏倚试验（ＧＢ／Ｔ１９４９４．３—２００４，

ＩＳＯ１３９０９７：２００１，ＩＳＯ１３９０９８：２００１，ＮＥＱ）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煤样　犮狅犪犾狊犪犿狆犾犲

为确定某些特性而从煤中采取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煤。

３．２

　　商品煤样　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犿犿犲狉犮犻犪犾犮狅犪犾

代表商品煤平均性质的煤样。

３．３

　　专用试验煤样　狋犲狊狋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为满足某一特殊试验要求而制备的煤样。

３．４

　　共用煤样　犮狅犿犿狅狀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为进行多个试验而采取的煤样。

３．５

　　全水分煤样　犿狅犻狊狋狌狉犲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为测定全水分而专门采取的煤样。

３．６

　　一般煤样　犵犲狀犲狉犪犾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为制备一般分析试验煤样而专门采取的煤样。

３．７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　犵犲狀犲狉犪犾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狋犲狊狋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

破碎到粒度小于０．２ｍｍ并达到空气干燥状态，用于 化学特性测定的煤样。

３．８

　　粒度分析煤样　狊犻狕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为进行粒度分析而专门采取的煤样。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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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子样　犻狀犮狉犲犿犲狀狋

采样器具操作一次或截取一次煤流全横截段所采取的一份样。

３．１０

　　分样　狊狌犫狊犪犿狆犾犲

由均匀分布于整个采样单元的若干初级子样组成的煤样。

３．１１

　　总样　犵狉狅狊狊狊犪犿狆犾犲

从一采样单元取出的全部子样合并成的煤样。

３．１２

　　初级子样　狆狉犻犿犪狉狔犻狀犮狉犲犿犲狀狋

在采样第１阶段、于任何破碎和缩分前采取的子样。

３．１３

　　缩分后试样　犱犻狏犻犱犲犱狊犪犿狆犾犲

为减少试样质量而将之缩分后保留的一部分。

３．１４

　　采样　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从大量煤中采取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煤的过程。

３．１５

　　连续采样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从每一个采样单元采取一个总样，采样时，子样点以均匀的间隔分布。

３．１６

　　间断采样　犻狀狋犲狉犿犻狋狋犲狀狋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仅从某几个采样单元采样。

３．１７

　　批　犾狅狋

需要进行整体性质测定的一个独立煤量。

３．１８

　　采样单元　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狌狀犻狋

从一批煤中采取一个总样的煤量。一批煤可以是一个或多个采样单元。

注：相当于ＩＳＯ１８２８３中的ｓｕｂｌｏｔ（一批煤中的部分煤量，其给出所需的一个试验结果。）

３．１９

　　标称最大粒度　狀狅犿犻狀犪犾狋狅狆狊犻狕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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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０

　　精密度　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

在规定条件下所得独立试验结果间的符合程度。

注１：它经常用一精密度指数，如两倍的标准差来表示。

注２：煤炭采样精密度为单次采样测定结果与对同一煤（同一来 行无数次采样的测定结果的平均值

的差值（在９５％概率下）的极限值。

３．２１

　　系统采样　狊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按相同的时间、空间或质量间隔采取子样，但第一个子样在第一间隔内随机采取，其余的子样按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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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间隔采取。

３．２２

　　随机采样　狉犪狀犱狅犿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采取子样时，对采样的部位或时间均不施加任何人为的意志，使任何部位的煤都有机会采出。

３．２３

　　时间基采样　狋犻犿犲犫犪狊犻狊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从煤流中采取子样，每个子样的位置用一时间间隔来确定，子样质量与采样时的煤流量成正比。

３．２４

　　质量基采样　犿犪狊狊犫犪狊犻狊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从煤流或静止煤中采取子样，每个子样的位置用一质量间隔来确定，子样质量固定。

３．２５

　　分层随机采样　狊狋狉犪狋犻犳犻犲犱狉犪狀犱狅犿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在质量基采样和时间基采样划分的质量或时间间隔内随机采取一个子样。

３．２６

　　误差　犲狉狉狅狉

观测值和可接受的参比值间的差值。

注：在所有的采样、制样和化验方法中，误差总是存在的，同时用这样的方法得到的任一指定参数的试验结果也将

偏离该参数的真值。由于不能确切了解“真值”，常常用相对准确的方法所得测定值作为衡量标准，该值即为可

接受的参比值。

３．２７

　　方差　狏犪狉犻犪狀犮犲

分散度的量度。数值上为观测值与它们的平均值之差值的平方和除以自由度（观测次数减１）。

３．２８

　　标准［偏］差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

方差的平方根。

３．２９

　　变异系数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

标准差对算术平均值绝对值的百分比，又称相对标准偏差。

３．３０

　　随机误差　狉犪狀犱狅犿犲狉狉狅狉

统计上独立于先前误差的误差。

注：这意味着一系列随机误差中任何两个都不相关，而且个体误差都不可能预知。误差分为系统误差（偏倚）和随

机误差，一观测系列中随着观测次数的增加，其随机误差的平均值趋于０。

３．３１

　　偏倚　犫犻犪狊

系统误差。它导致一系列结果的平均值总是高于或低于用一参比方法得到的值。

３．３２

　　实质性偏倚　狉犲犾犲狏犪狀狋犫犻犪狊

具有实际重要性或合同各方同意的允许偏倚。

４　采样的一般原则和采样精密度

４．１　采样的一般原则

煤炭采样和制样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其试验结果能代表整批被采样煤的试验煤样。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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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和制样的基本过程，是首先从分布于整批煤的许多点收集相当数量的一份煤，即初级子样，然

后将各初级子样直接合并或缩分后合并成一个总样，最后将此总样经过一系列制样程序制成所要求数

目和类型的试验煤样。

采样的基本要求，是被采样批煤的所有颗粒都可能进入采样设备，每一个颗粒都有相等的机率被采

入试样中。

为了保证所得试样的试验结果的精密度符合要求，采样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ａ）　煤的变异性（一般以初级子样方差衡量）；

ｂ）　从该批煤中采取的总样数目；

ｃ）　每个总样的子样数目；

ｄ）　与标称最大粒度相应的试样质量。

４．２　采样精密度

在所有的采样、制样和化验方法中，误差总是存在的，同时用这样的方法得到的任一指定参数的试

验结果也将偏离该参数的真值。由于不能确切了解“真值”，一个单个结果对“真值”的绝对偏倚是不可

能测定的，而只能对该试验结果的精密度做一估算。对同一煤进行一系列测定所得结果间的彼此符合

程度就是精密度，而这一系列测定结果的平均值对一可以接受的参比值的偏离程度就是偏倚。

采样精密度与被采样煤的变异性（初级子样方差、采样单元方差）、制样和化验误差、采样单元数、子

样数和试样量有关。在试样量一定情况下，可用下列公式估算。

如果自同一个采样单元中采取大量的重复样品并分别制样和分析，则单次观测值的精密度（犘）由

式（１）给出：

犘＝２狊＝２ 犞槡 ＳＰＴ
……………………………（１）

　　式中：

狊———样品总体标准差估计值；

犞ＳＰＴ———重复样品的总方差。

对于一个总样，犞ＳＰＴ由式（２）给出：

犞ＳＰＴ ＝
犞Ｉ
狀
＋犞ＰＴ

……………………………（２）

　　式中：

犞Ｉ———初级子样方差；

犞ＰＴ
———制样和化验方差；

狀———总样中的子样数目。

将一批煤分为多个采样单元并从每个采样单元中采取一个总样（即连续采样）时的犞ＳＰＴ结果由

式（３）给出：

犞ＳＰＴ ＝
犞Ｉ
犿狀
＋
犞ＰＴ

犿
……………………………（３）

　　式中：

狀———单个采样单元中的子样数目；

犿———批煤采样单元数目。

因为一个总样相当于一组重复总样中的一员，对于连 并式（１）和式（３），得到式（４）和

式（５）：

犘Ｌ ＝２
犞Ｉ
犿狀
＋
犞ＰＴ

槡 犿
＝
犘ＳＬ

槡犿
……………………………（４）

犘ＳＬ ＝犘Ｌ 槡犿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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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犘Ｌ———一批煤在９５％置信水平下犿个采样单元的平均测定值精密度；

犘ＳＬ———一个采样单元在９５％置信水平下的采样精密度。

当将一批煤分成多个采样单元时，各采样单元平均值间可能有差异。当所有采样单元都采样并化

验时，这种差异不会导致额外的方差。但是，如果只有部分单元被采样和化验（即间断采样），则应在式

（３）中加入一项采样单元方差校正项，此时犞ＳＰＴ和犘Ｌ 计算按式（６）和式（７）进行：

犞ＳＰＴ ＝
犞Ｉ
狌狀
＋
犞ＰＴ

狌
＋ １－

狌
（ ）犿

犞ｍ

狌
……………………………（６）

犘Ｌ ＝２
犞Ｉ
狌狀
＋
犞ＰＴ

狌
＋ １－

狌
（ ）犿

犞ｍ

槡 狌
……………………………（７）

　　式中：

犿———批煤采样单元总数；

狌———批煤中进行采样的采样单元数目；

犞ｍ———采样单元方差。

５　采样方案

５．１　采样方案选择

采样原则上按本标准规定的基本采样方案进行。在下列情况下应另行设计专用采样方案，专用采

样方案在取得有关方同意后方可实施：

ａ）　采样精密度用灰分以外的煤质特性参数表示时；

ｂ）　要求的灰分精密度值小于表１所列值时；

ｃ）　经有关方同意需另行设计采样方案时。

无论基本采样方案或专用采样方案，都应按附录Ｃ规定进行采样精密度核验和偏倚试验，确认符

合要求后方可实施。

５．２　基本采样方案

５．２．１　采样精密度

原煤、筛选煤、精煤和其他洗煤（包括中煤）的采样、制样和化验总精密度（灰分，犃ｄ）如表１规定。

表１　采样精密度（灰分，犃犱）

原煤、筛选煤

犃ｄ≤２０％ 犃ｄ＞２０％

精煤
其他洗煤

（包括中煤）

±
１

１０
犃ｄ但不小于±１％

（绝对值）

±２％

（绝对值）

±１％

（绝对值）

±１．５％

（绝对值）

５．２．２　采样单元

５．２．２．１　商品煤分品种以１０００ｔ为一基本采样单元。

５．２．２．２　当批煤量不足１０００ｔ或大于１０００ｔ时，可根据实际情况，以下煤量为一采样单元：

ａ）　一列火车装载的煤；

ｂ）　一船装载的煤；

ｃ）　一车或一船舱装载的煤；

ｄ）　一段时间内发送或接收的煤。

５．２．２．３　如需进行单批煤质量核对，应对同一采样单元煤 样和化验。

５．２．３　每个采样单元子样数

５．２．３．１　基本采样单元子样数

原煤、筛选煤、精煤及其他洗煤（包括中煤）的基本采样单元子样数列于表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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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本采样单元最少子样数

品种
灰分范围

犃ｄ

采样地点

煤流 火车 汽车 煤堆 船舶

原煤、筛选煤
＞２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２０％ ３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精煤 — １５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其他洗煤（包括中煤） —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５．２．３．２　采样单元煤量少于１０００狋时的子样数

采样单元煤量少于１０００ｔ时子样数根据表２规定子样数按比例递减，但最少不应少于表３规

定数。

表３　采样单元煤量少于１０００狋时的最少子样数

品种
灰分范围

犃ｄ

采样地点

煤流 火车 汽车 煤堆 船舶

原煤、筛选煤
＞２０％ １８ １８ １８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８ １８ ３０ ３０

精煤 —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其他洗煤（包括中煤） —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２．３．３　采样单元煤量大于１０００狋时的子样数

采样单元煤量大于１０００ｔ时的子样数按式（８）计算：

犖 ＝狀
犕

槡１０００ ……………………………（８）

　　式中：

犖———应采子样数；

狀———表２规定子样数；

犕———被采样煤批量，单位为吨（ｔ）；

１０００———基本采样单元煤量，单位为吨（ｔ）。

５．２．３．４　批煤采样单元数的确定

一批煤可作为一个采样单元，也可按式（９）划分为犿个采样单元：

犿＝
犕

槡１０００ ……………………………（９）

　　式中：

犕———被采样煤批量，单位为吨（ｔ）。

将一批煤分为若干个采样单元时，采样精密度优于作为一个采样单元时的采样精密度。

５．２．４　试样质量

５．２．４．１　总样的最小质量

表４和表５分别列出了一般煤样（共用煤样）、全水分 析煤样的总样或缩分后总样的

最小质量。表４给出的一般煤样的最小质量可使由于颗粒 分方差减小到０．０１，相当于精

密度为０．２％。

注：为保证采样精密度符合要求，当按式（１０）计算的子样质量 出的子样数采样但总样质量达不到

表４和表５规定值时，应增加子样数或子样质量（见５．２．４．２．１）直至总样质量符合要求。否则，采样精密度很

可能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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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一般煤样总样、全水分总样／缩分后总样最小质量

标称最大粒度／

ｍｍ

一般煤样和共用煤样／

ｋｇ

全水分煤样／

ｋｇ

１５０

１００

８０

５０

２５

１３

６

３

１．０

２６００

１０２５

５６５

１７０ａ

４０

１５

３．７５

０．７

０．１０

５００

１９０

１０５

３５

８

３

１．２５

０．６５

—

ａ标称最大粒度５０ｍｍ的精煤，一般分析和共用试样总样最小质量可为６０ｋｇ。

表５　粒度分析总样的最小质量

标称最大粒度／

ｍｍ

精密度１％的质量／

ｋｇ

精密度２％的质量／

ｋｇ

１５０

１００

８０

５０

２５

１３

６

３

６７５０

２２１５

１０７０

２８０

３６

５

０．６５

０．２５

１７００

５７０

２７５

７０

９

１．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５

注：表中精密度为测定筛上物产率的精密度，即粒度大于标称最大粒度的煤的产率的精密度，对其他粒度组分

的精密度一般会更好。

５．２．４．２　子样质量

５．２．４．２．１　子样最小质量

子样最小质量按式（１０）计算，但最少为０．５ｋｇ。

犿ａ＝０．０６犱 ……………………………（１０）

　　式中：

犿ａ———子样最小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犱———被采样煤标称最大粒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表６给出了部分粒度的初级子样或缩分后子样最小质量。

表６　部分粒度的初级子样最小质量

标称最大粒度／ｍｍ 质量参考值／ｋｇ

１００ ６．０

５０ ３．０

２５ １．５

１３ ０．８

≤６ ０．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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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２．２　子样平均质量

当按５．２．３规定子样数和５．２．４．２．１规定的最小子样质量采取的总样质量达不到表４和表５规定

的总样最小质量时，应将子样质量增加到按式（１１）计算的子样平均质量。

犿 ＝
犿ｇ
狀

……………………………（１１）

　　式中：

犿———子样平均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犿ｇ———总样最小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狀———子样数目。

５．３　专用采样方案的设计

５．３．１　采样方案建立的基本程序

建立采样方案的基本程序如下：

ａ）　确定煤源、批量；

ｂ）　确定欲测定的参数和需要的试样类型；

ｃ）　确定煤的标称最大粒度、总样和子样的最小质量；

注：标称最大粒度可参考有关发货单确定或目视估计，最好用筛分试验测定。

ｄ）　确定或假定要求的精密度；

ｅ）　测定或假定煤的变异性（即初级子样方差和采样单元方差）和制样化验方差；

ｆ）　确定采样单元数和采样单元的子样数；

ｇ）　决定所用的采样方法：连续采样或间断采样；

ｈ）　决定采样方式和采样基：系统采样、随机采样或分层随机采样；时间基采样或质量基采样，并

确定采样间隔（ｍｉｎ或ｔ）；

ｉ）　决定采样的地点；

ｊ）　决定将子样合并成总样的方法和制样方法。

５．３．２　采样各程序的设计

５．３．２．１　概述

采样方案的设计是根据实际情况拟定供采样人员使用的作业指导书的第一步。

作业指导书是实施采样的操作细则，应当涵盖所有采样方案中包括的要素和可能遇到的问题，指导

书应当简单、易懂、可行、只能有唯一的一种解释并被采样人员充分理解和执行。

根据采样的目的———技术评定、过程控制、质量控制或商业目的决定试样的类型：一般煤样、水分煤

样、粒度分析煤样或其他专用煤样。根据采样目的和试样类型决定测定的品质参数：灰分、水分、粒度组

成或其他物理化学特性参数。

采样程序设计中，应尽可能保证测定的参数不因采样、制样过程及试验前的试样贮存而产生偏倚。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限定初级子样、缩分后试样和试验样品的质量。

在设计人工采样方案的同时，还应制定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

５．３．２．２　采样精密度确定

采样精密度根据采样目的、试样类型和合同各方的要求确定。采样精密度一般用灰分表示，也可用

其他煤炭品质参数表示。

在用灰分表示精密度时，一般取干基灰分的十分之一

精密度确定后，应在例行采样中用双份采样法或多份 录Ｃ）来确认精密度是否达到

要求。

５．３．２．３　煤的变异性的确定

５．３．２．３．１　初级子样方差的确定

初级子样方差可用以下方法之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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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直接对被采样的煤进行测定：从同一批煤或同一煤源的几批煤中，至少采取５０个子样，每个子

样分别制样并化验，测定参数最好是干基灰分。然后用式（１２）计算初级子样方差：

犞Ｉ＝
１

狀－１
∑犡

２
ｉ－

（∑犡ｉ）
２

（ ）狀
－犞ＰＴ

…………………（１２）

式中：

犞Ｉ———初级子样方差；

狀———所采的子样数目；

犡ｉ———分析参数测定值；

犞ＰＴ
———制样和化验方差。

ｂ）　根据类似的煤炭在类似的采样方案中测定的子样方差确定；

ｃ）　在没有子样方差资料情况下，对于灰分，最初可以假定犞Ｉ＝２０，并在采样后进行核对。

５．３．２．３．２　采样单元方差确定

采样单元方差的影响和初级子样方差相同，只是影响程度较小。采样单元方差可用以下方法之一

确定：

ａ）　直接对被采样的煤进行测定：从同一批煤或同一煤源的几批煤的至少２０个采样单元中，各采

取１个总样，将每个总样分别制样并化验，测定参数最好是干基灰分。然后用式（１３）计算采样

单元方差：

犞ｍ ＝
１

犿－１
∑犡

２
ｍ－

（∑犡ｍ）
２

（ ）犿
－犞ＰＴ …………………（１３）

式中：

犞ｍ———采样单元方差；

犿———采样单元数目；

犡ｍ———总样的分析参数数值。

ｂ）　根据类似的煤炭用类似的采样方案测定的采样单元方差确定；

ｃ）　在没有采样单元方差资料情况下，对于灰分，最初可以假定犞ｍ＝５，并在采样后进行核对。

５．３．２．３．３　制样和化验方差确定

制样和化验方差可用以下方法之一确定：

ａ）　用下列两种方法之一直接测定

方法一：从同一批煤或同一种煤的几批中至少采取２０个分样，从每个分样缩制出（或在第一缩分阶

段取出）两个试样，分别制成分析煤样并用例常分析方法化验品质参数（最好是灰分），然后按式（１４）计

算制样和化验方差：

犞ＰＴ ＝
∑犱

２

ｉ

２狀ｐ
……………………………（１４）

　　式中：

犞ＰＴ
———制样和化验方差；

犱ｉ———每对样品测定值之差；

狀ｐ———样品对数。

方法二：将一个或多个总样缩制成至少２０个试样，将 试样并化验每一个试样的品质

参数（最好是灰分）。然后按式（１５）计算制样和化验方差：

犞ＰＴ ＝
１

犼－１
∑犡

２
ｊ－（ ……………………………（１５）

　　式中：

犞ＰＴ
———制样和化验方差；

犼———试样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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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ｊ———试样分析参数值。

ｂ）　根据类似的煤炭在类似的制样程序测定的制样和化验方差确定；

ｃ）　在没有制样和化验方差资料情况下，对于灰分，最初可以假定犞ＰＴ＝０．２，并在制样和化验后进

行核对。

５．３．２．４　采样单元数和子样数

５．３．２．４．１　犞犐、犞犿 和犞犘犜已知下的每个采样单元子样数确定

犞Ｉ、犞ｍ 和犞ＰＴ
已知时，如下确定每个采样单元子样数：

ａ）　连续采样

按式（１６）计算起始采样单元数：

犿＝
犕
犕槡０

……………………………（１６）

　　式中：

犿———起始采样单元数；

犕———批煤量，单位为吨（ｔ）；

犕０———起始采样单元煤量，单位为吨（ｔ）。

对大批量煤（如轮船载煤）犕０ 取５０００ｔ；对小批量煤（如火车、汽车和驳船载煤）犕０ 取１０００ｔ。

按式（１７）计算每个采样单元子样数狀：

狀＝
４犞Ｉ

犿犘２Ｌ－４犞ＰＴ

……………………………（１７）

　　如计算的狀值为无穷大（∞）或负数，则证明制样和化验方差较大，在已设定的采样单元数（犿）下，

达不到要求的精密度。此时，或当狀大到不切实际时，应用下述方法之一增加采样单元数犿：

估计一适当的犿值，然后按式（１７）计算狀，如计算出的狀仍不合适，则再给定一犿 值，重新计算狀，

直到可接受为止；

或设定一实际可接受的最大狀值，然后按式（１８）计算犿：

犿＝
４犞Ｉ＋４狀犞ＰＴ

狀犘
２

Ｌ

……………………………（１８）

　　需要时，可将犿值调大到一适当值，然后重新计算狀。当计算的狀小于１０时，取狀＝１０。

当一批量大于起始采样单元量（１０００ｔ或５０００ｔ）的煤作一个采样单元采样时，按式（１９）计算子

样数：

狀＝
４犞Ｉ

犘
２

Ｌ－４犞ＰＴ

犕
犕槡０

……………………………（１９）

　　当一批量小于起始采样单元量的煤作一个采样单元采样时，子样数可按比例递减，但各子样合并成

的总样质量应符合表４和表５规定，且最少子样数不应少于１０个。

ｂ）　间断采样

设采样单元总数为犿，需进行采样的采样单元数为狌，然后按式（２０）计算狀：

狀＝
４犞Ｉ

狌犘
２

Ｌ－４（１－狌／犿）
……………………………（２０）

　　如计算的狀为无穷大或负数，则证明制样和化验方差 定的实际采样单元数狌下，达不

到要求的精密度，此时，或当狀大到不切实际时，应用下述 实际采样单元数狌：

设定一较大的狌值，然后按式（２０）计算狀，并重复此过 可以接受为止；

或设定一实际可接受的最大狀值，然后由式（２１）计算狌：

狌＝
４犿（犞Ｉ／狀＋犞ｍ＋犞ＰＴ

）

犿犘
２

Ｌ＋４犞ｍ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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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时，可将狌值调大到一适当值（有时还需要调大犿值），然后按式（２０）计算狀。当狀小于１０时，

取狀＝１０。

５．３．２．４．２　犞犐、犞犿 和犞犘犜未知下的采样单元数和子样数确定

犞Ｉ、犞ｍ 和犞ＰＴ
未知时，采样单元数和子样数按如下方式之一确定：

ａ）　设犞Ｉ＝２０，犞ｍ＝５和犞ＰＴ＝０．２，分别按式（１６）～式（２１）决定采样单元数和每个采样单元的子

样数，并在采样后对采样精密度进行核对，需要时对犿、狌和狀进行调整；

ｂ）　粒度分析总样的起始子样数为２５。

５．３．２．５　总样和子样最小质量的确定

总样和子样最小质量按５．２．４确定。

６　采样方法———初级子样采取方法

６．１　移动煤流采样方法

６．１．１　概述

移动煤流采样可在煤流落流中或皮带上的煤流中进行。为安全起见，本标准不推荐在皮带上的煤

流中进行。

采样可按时间基或质量基以系统采样方式或分层随机采样方式进行。从操作方便和经济的角度出

发，时间基采样较好。

采样时，应尽量截取一完整煤流横截段作为一子样，子样不能充满采样器或从采样器中溢出。

试样应尽可能从流速和负荷都较均匀的煤流中采取。应尽量避免煤流的负荷和品质变化周期与采

样器的运行周期重合，以免导致采样偏倚。如果避免不了，则应采用分层随机采样方式。

６．１．２　落流采样法

该方法不适用于煤流量在４００ｔ／ｈ以上的系统。

煤样在传送皮带转输点的下落煤流中采取。

采样时，采样装置应尽可能地以恒定的小于０．６ｍ／ｓ的速度横向切过煤流。采样器的开口应当至

少是煤标称最大粒度的３倍并不小于３０ｍｍ，采样器容量应足够大，子样不会充满采样器。采出的子

样应没有不适当的物理损失。

采样时，使采样斗沿煤流长度或厚度方向一次通过煤流截取一个子样。为安全和方便，可将采样斗

置于一支架上，并可沿支架横杆从左至右（或相反）或从前至后（或相反）移动采样。

６．１．２．１　系统采样

６．１．２．１．１　子样分布

初级子样应均匀分布于整个采样单元中。子样按预先设定的时间间隔（时间基采样）或质量间隔

（质量基采样）采取，第１个子样在第１个时间／质量间隔内随机采取，其余子样按相等的时间／质量间隔

采取。在整个采样过程中，采样器横过煤流的速度应保持恒定。如果预先计算的子样数已采够，但该采

样单元煤尚未流完，则应以相同的时间／质量间隔继续采样，直至煤流结束。

为保证实际采取的子样数不少于规定的最少子样数，实际子样时间／质量间隔应等于或小于计算的

子样间隔。

６．１．２．１．２　子样间隔

如下确定系统采样时的子样间隔：

ａ）　时间基采样

采取子样的时间间隔Δ狋（ｍｉｎ）按式（２２）计算：

Δ狋≤
６０犿ｓｌ
犌狀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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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犿ｓｌ———采样单元煤量，单位为吨（ｔ）；

犌———煤最大流量，单位为吨每小时（ｔ／ｈ）；

狀———总样的初级子样数目。

ｂ）　质量基采样

采取子样的质量间隔Δ犿（ｔ）按式（２３）计算：

Δ犿≤
犿ｓｌ
狀

……………………………（２３）

　　式中：

犿ｓｌ———采样单元煤量，单位为吨（ｔ）；

狀———总样的初级子样数目。

６．１．２．１．３　子样质量

子样质量与煤的流量成正比。初级子样质量应大于式（１０）计算值。

６．１．２．２　分层随机采样

６．１．２．２．１　概述

采样过程中煤的品质可能会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应避免其变化周期与子样采取周期重合，否则将会

带来不可接受的采样偏倚。为此可采用分层随机采样方法。

分层随机采样不是以相等的时间或质量间隔采取子样，而是在预先划分的时间或质量间隔内以随

机时间或质量采取子样。

分层随机采样中，两个分属于不同的时间或质量间隔的子样很可能非常靠近，因此初级采样器的卸

煤箱应该至少能容纳两个子样。

６．１．２．２．２　子样分布

子样在预先设定的每一时间间隔（时间基采样）或质量间隔（质量基采样）内随机采取。

６．１．２．２．３　子样间隔

如下确定分层随机采样时的子样间隔：

ａ）　时间基采样

按式（２２）计算采样时间间隔。

将每一时间间隔从０到该间隔结束的时间（ｓ或ｍｉｎ）划分成若干段，然后用随机的方法，如抽签，决

定各个时间间隔内的采样时间段，并到此时间数时抽取子样。

ｂ）　质量基采样

按式（２３）计算采样质量间隔。

将每一质量间隔从０到该间隔结束的质量（ｔ）数划分成若干段，然后用随机的方法，如抽签，决定各

个质量间隔内的采样质量段，并到此质量数时抽取子样。

６．１．３　停皮带采样法

６．１．３．１　概述

有些采样方法趋向于采集过多的大块或小粒度煤，因此很有可能引入偏倚。最理想的采样方法是

停皮带采样法。它是从停止的皮带上取出一全横截段作为一子样，是唯一能够确保所有颗粒都能采到

的、从而不存在偏倚的方法，是核对其他方法的参比方法。 常规采样情况下，停皮带采样操

作是不实际的，故该方法只在偏倚试验时作为参比方法使

６．１．３．２　子样采取

停皮带子样在固定位置、用专用采样框（见图２ｇ））采取

采样框由两块平行的边板组成，板间距离至少为被采样煤标称最大粒度的３倍且不小于３０ｍｍ，

边板底缘弧度与皮带弧度相近。采样时，将采样框放在静止皮带的煤流上，并使两边板与皮带中心线垂

直。将边板插入煤流至底缘与皮带接触，然后将两边板间煤全部收集。阻挡边板插入的煤粒按左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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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或者相反的方式处理，即阻挡左边板插入的煤粒收入煤样，阻挡右边板插入的煤粒弃去，或者相反。

开始采样怎样取舍，在整个采样过程中也怎样取舍。粘在采样框上的煤应刮入试样中。

６．２　静止煤采样方法

６．２．１　概述

本标准规定的静止煤采样方法适用于火车、汽车、驳船、轮船等载煤和煤堆的采样。

静止煤采样应首选在装／堆煤或卸煤过程中进行，如不具备在装煤或卸煤过程中采样的条件，也可

对静止煤直接采样。

直接从静止煤中采样时，应采取全深度试样或不同深度（上、中、下或上、下）的试样；在能够保证运

载工具中的煤的品质均匀且无不同品质的煤分层装载时，也可从运载工具顶部采样。

无论用何种方式采样，都应通过偏倚试验，证明其无实质性偏倚。

在从火车、汽车和驳船顶部煤采样的情况下，在装车（船）后应立即采样；在经过运输后采样时，应挖

坑至０．４ｍ～０．５ｍ采样，取样前应将滚落在坑底的煤块和矸石清除干净。子样应尽可能均匀布置在

采样面上，要注意在处理过程（如装卸）中离析导致的大块堆积（例如，在车角或车壁附近的堆积）。

用于人工采样的探管／钻取器或铲子的开口应当至少为煤的标称最大粒度的３倍且不小于３０ｍｍ

（见９．１），采样器的容量应足够大，采取的子样质量应达到５．２．４．２要求。采样时，采样器应不被试样

充满或从中溢出，而且子样应一次采出，多不扔，少不补。

采取子样时，探管／钻取器或铲子应从采样表面垂直（或成一定倾角）插入。采取子样时不应有意地

将大块物料（煤或矸石）推到一旁。

采样单元数、子样数、子样最小质量及总样的最小质量见５．２．３（或５．３．２．４）和５．２．４。

６．２．２　子样分布

６．２．２．１　子样分布方法

６．２．２．１．１　系统采样法

将采样车厢／驳船表面分成若干面积相等的小块并编号，然后依次轮流从各车／船的各个小块中部

采取１个子样，第一个子样从第一车／船的小块中随机采取，其余子样顺序从后继车／船中轮流采取。

６．２．２．１．２　随机采样法

将采样车厢／驳船表面划分成若干小块并编号。制作数量与小块数相等的牌子并编号，一个牌子对

应于一个小块。将牌子放入一个袋子中。

决定第１个采样车／船的子样位置时，从袋中取出数量与需从该车／船采取的子样数相等的牌子，并

从与牌号相应的小块中采取子样，然后将抽出的牌子放入另一个袋子中；决定第２个采样车／船的子样

位置时，从原袋剩余的牌子中，抽取数量与需从该车／船采取的子样数相等的牌子，并从与牌号相应的小

块中采取子样。以同样的方法，决定其他各车／船的子样位置。当原袋中牌子取完时，反过来从另一袋

子中抽取牌子，再放回原袋。如是交替，直到采样完毕。

以上抽号操作也可在实际采样前完成，记下需采样的车／船号及其子样位置。实际采样时按记录的

车／船及其子样位置采取子样。

６．２．２．２　火车采样

６．２．２．２．１　车厢的选择

当要求的子样数等于或少于一采样单元的车厢数时， 取一个子样；当要求的子样数多

于一采样单元的车厢数时，每一车厢应采的子样数等于总 厢数，如除后有余数，则余数子

样应分布于整个采样单元。分布余数子样的车厢可用系统 每隔若干车增采一个子样）或用

随机方法选择（参见６．２．２．１．２）。

６．２．２．２．２　子样位置选择

子样位置应逐个车厢不同，以使车厢各部分的煤都有相同的机会被采出。常用的方法如下：

ａ）　系统采样法：本法仅适用于每车采取的子样相等的情况。将车厢分成若干个边长为１ｍ～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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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块并编上号（如图１），在每车子样数超过２个时，还要将相继的、数量与欲采子样数相等

的号编成一组并编号。如每车采３个子样时，则将１、２、３号编为第一组，４、５、６号编为第二

组，依此类推。先用随机方法决定第一个车箱采样点位置或组位置，然后顺着与其相继的点或

组的数字顺序、从后继的车箱中依次轮流采取子样；

ｂ）　随机采样方法：将车厢分成若干个边长为１ｍ～２ｍ的小块并编上号（一般为１５块或１８块，

图１为１８块示例），然后以随机方法依次选择各车箱的采样点位置。

１ ４ ７ １０ １３ １６

２ ５ ８ １１ １４ １７

３ ６ ９ １２ １５ １８

图１　火车采样子样分布示意图

６．２．２．３　汽车和其他小型运载工具采样

６．２．２．３．１　车厢的选择

如下选择车厢：

ａ）　载重２０ｔ以上的汽车，按火车采样方法选择车厢；

ｂ）　载重２０ｔ以下的汽车，按下述方法选择车厢：

当要求的子样数等于一采样单元的车厢数时，每一车厢采取一个子样；当要求的子样数多于

一采样单元车厢数时，每一车厢的子样数等于总子样数除以车厢数，如除后有余数，则余数子

样应分布于整个采样单元。分布余数子样的车厢可用系统方法或随机方法选择；当要求的子

样数少于车厢数时，应将整个采样单元均匀分成若干段，然后用系统采样或随机采样方法，从

每一段采取１个或数个子样。

６．２．２．３．２　子样位置选择

子样位置选择与火车采样原则相同。

６．２．２．４　驳船采样

驳船采样的子样分布原则上与火车采样相同，因此驳船采样可按６．２．２．２所述进行。

６．２．２．５　轮船采样

由于技术和安全的原因，本标准不推荐直接从轮船的船舱采样。轮船采样应在装船或卸船时，在其

装（卸）的煤流中或小型运输工具如汽车上进行。

６．２．２．６　煤堆采样

６．２．２．６．１　概述

煤堆的采样应当在堆堆或卸堆过程中，或在迁移煤堆过程中，以下列方式采取子样：于皮带输送煤

流上、小型运输工具如汽车上、堆／卸过程中的各层新工作表面上、斗式装载机卸下的煤上以及刚卸下并

未与主堆合并的小煤堆上采取子样。不要直接在静止的、高度超过２ｍ的大煤堆上采样。当必须从静

止大煤堆表面采样时，也可以使用６．２．２．６．２ａ）所述程序，但其结果极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倚，且精密度

较差。从静止大煤堆上，不能采取仲裁煤样。

６．２．２．６．２　子样点布置

如下进行子样点布置：

ａ）　在堆／卸煤新工作面、刚卸下的小煤堆采样时，根据煤堆的形状和大小，将工作面或煤堆表面划

分成若干区，再将区分成若干面积相等的小块（煤 应距地面０．５ｍ），然后用系统

采样法或随机采样法决定采样区和每区采样点（ 从每一小块采取１个全深度或

深部或顶部煤样，在非新工作面情况下，采样时应 的表面层；

ｂ）　在斗式装载机卸下煤中采样时，将煤样卸在一干 按ａ）法采取子样。

７　间断采样方法

当经常对同一煤源、品质稳定的大批量煤（如港口入港煤）进行采样时，可用间断采样方法。采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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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采样方法时应事先征得有关方同意。

间断采样方案按５．３．２．４．１ｂ）设计。

８　各种煤样的采取

煤炭分析用煤样有一般分析用试样（用于煤的一般物理、化学特性测定的试样），全水分试样（专门

用于全水分测定的试样），共用试样（为了多种用途，如全水分和一般物理、化学特性测定而采取的试

样），物理试样（专门为特种物理特性，如物理强度指数或粒度分析而采取的试样）。

用于全水分测定的样品可以单独采取，也可以从共用试样中抽取。在从共用试样中分取水分试样

的情况下，采取的初级子样数目应当是灰分或水分所需要的数目中较大的那个数目，如果在取出水分试

样后，剩余试样不够其余测试所需要的质量，则应增加子样数目至总样质量满足要求。

在必要的情况下（如煤非常湿），可单独采取水分试样。在单独采取水分试样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ａ）　煤在贮存中由于泄水而逐渐失去水分；

ｂ）　如果批煤中存在游离水，它将沉到底部，因此随着煤深度的增加，水分含量也逐渐增加；

ｃ）　如在长时间内从若干批中采取水分试样，则有必要限制试样放置时间。

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在限制时间内从不同水分水平的各个采样单元中采取子样。

９　人工采样工具

９．１　人工采样工具的基本要求

人工采样工具的基本要求为：

ａ）　采样器具的开口宽度应满足式（２４）的要求且不小于３０ｍｍ：

犠 ≥３犱 ……………………………（２４）

式中：

犠———采样器具开口端横截面的最小宽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煤的标称最大粒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ｂ）　器具的容量应至少能容纳１个子样的煤量，且不被试样充满，煤不会从器具中溢出或泄漏；

ｃ）　如果用于落流采样，采样器开口的长度大于截取煤流的全宽度（前后移动截取时）或全厚度（左

右移动截取时）；

ｄ）　子样抽取过程中，不会将大块的煤或矸石等推到一旁；

ｅ）　粘附在器具上的湿煤应尽量少且易除去。

９．２　示例

图２给出采取子样的器具的示例：采样斗、采样铲、探管、手工螺旋钻、人工切割斗、停带采样框。

探管和钻取器等应按ＧＢ／Ｔ１９４９４．３规定进行偏倚试验合格后方能投入使用。

９．２．１　采样斗

采样斗（见图２ａ））用不锈钢等不易粘煤的材料制成，适用于从下落煤流中采样。

９．２．２　采样铲

采样铲（见图２ｂ））由钢板制成并配有足够长度的手柄。如进行其他粒度的煤采样可相应调整铲

的尺寸。铲的底板头部可为尖形。

９．２．３　探管

探管一般为管状，可垂直或以小角度插入煤中。探管 可能较困难，在从煤中拔出时煤

可能从底部掉下。

图示的几种探管可用于采取标称最大粒度２５ｍｍ的煤。

图２ｃ）：由两个半圆形管组成，两个半管可滑动到一起并组成一只封闭的圆管。这种探管长度最大

可到３．５ｍ；长的探管可用于标称最大粒度２０ｍｍ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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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ｄ）：探管由一个两边带有滑槽的三角状槽管和一块可沿滑槽滑动的平板组成。使用时，将滑板

取下，将槽管插入煤中，再将滑板插回原位后，将探管拔出。

９．２．４　手工螺旋钻

图２ｅ）：钻的开口和螺距应为被采样煤标称最大粒度的３倍。

９．２．５　人工切割斗

图２ｆ）：用于人工或在机械辅助下，对落下煤流采样。

９．２．６　停带采样框

图２ｇ）：采样框由两块平行的边板组成，板间距离至少为被采样煤标称最大粒度的３倍（但不应小

于３０ｍｍ），边板底缘弧度与皮带弧度相近。

图２犪）　采样斗

单位为毫米

图２犫）　采样铲（适用于标称最大粒度５０犿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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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犮）　圆形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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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２犱）　三角槽形探管

图２犲）　手工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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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犳）　人工切割斗

图２犵）　停带采样框

１０　煤样的包装和标识

煤样应装在无吸附、无腐蚀的气密容器中，并有永久性的唯一识别标识。

煤样标签或附带文件中应有以下信息：

ａ）　煤的种类、级别和标称最大粒度以及批的名称（船或火车名及班次）；

ｂ）　煤样类型（一般煤样、水分煤样等）；

ｃ）　采样地点、日期和时间。

１１　采样报告

采样应有正式签发的、全面的采样和试样发送报告或

采样报告或证书除了应给出第１０章所述的全部信息 下内容：

ａ）　报告的名称；

ｂ）　委托人的姓名、地址；

ｃ）　采样方法；

ｄ）　批煤的大约质量和采样单元数；

ｅ）　子样数目和总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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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采样器名称和编号；

ｇ）　气候和其他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状况；

ｈ）　试验试样、仲裁试样和存查试样的最长保存期；

ｉ）　任何偏离规定方法的采样及其理由，以及采样中观察到的任何异常情况。

采样报告的有关信息应附随样品，或通知制样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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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２（续）

样号
灰分值

犃ｄ／％
犃２ｄ

６ １６．４０ ２６８．９６

７ １５．７０ ２４６．４９

８ １６．３０ ２６５．６９

９ １８．００ ３２４．００

１０ １６．７０ ２７８．８９

求和 １６５．００ ２７２８．２６

　　重复试样的数目犼＝１０。

平均结果为１６５／１０＝１６．５％

试样总体标准差狊为：

狊＝

２７２８．２６－
１６５２

１０

槡 ９
＝０．８００

　　批煤平均灰分精密度最佳估计值为：

犘＝
２狊

槡犼
＝
２×０．８００

槡１０
＝０．５０６％

　　从表（７）查得自由度为１０时，犪ｕ＝１．７５，犪Ｌ＝０．７０，

犪ｕ犘＝１．７５×０．５０６＝０．８９（％）；

犪Ｌ犘＝０．７０×０．５０６＝０．３５（％）。

　　则该批煤的真实精密度在９５％置信概率下落在０．３５％和０．８９％之间。

犆．１．３．３　例行采样方案的设计

如果需要在本试验基础上设计该种煤的常规采样方案，可将本试验所得精密度、每个试验的子样数

目和采样单元数代入式（４），并推算出子样方差（参见ＧＢ／Ｔ１９４９４．３），然后可按照５．３给出的程序设计

常规采样方案。

犆．２　偏倚试验

任何一个人工采样程序（包括移动煤流采样、静止煤全煤柱采样、深部或深部分层采样和表面采样）

及其所用采样工具都应进行偏倚试验。

偏倚试验按ＧＢ／Ｔ１９４９４．３进行，但进行静止煤采样偏倚试验时用以下方法构成试样对（包括子样

对、多个子样构成的试样对和总样对）：

人工钻孔参比试样和全深度试样；

人工钻孔参比试样和深部试样；

人工钻孔参比试样和表面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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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犐犛犗１８２８３：２００６（犈）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Ｂ．１给出了本标准与ＩＳＯ１８２８３：２００６（Ｅ）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对照一览表。

表犅．１　本标准与犐犛犗１８２８３：２００６（犈）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标准的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　　因

标准名称
　标准名称不同。ＩＳＯ 标准名称为：硬煤和

焦炭———人工采样

　国标强调了“商品煤”，但两个标准的实质技

术内容相同

１

１）　适用范围差异：本标准为褐煤、烟煤和

无烟煤，ＩＳＯ标准为硬煤和焦炭

２）　删除了ＩＳＯ标准中有关制样部分内容

１）　标准体系差异：ＩＳＯ标准体系中煤和焦炭

为一个体系，中国为两个不同体系；ＩＳＯ标

准中褐煤采样有单独标准

２）　国家标准体系中，煤样的制备为单独的

标准

２

１）　引用我国国家标准

２）　删除了ＩＳＯ５７９、ＩＳＯ５８９：２００３、ＩＳＯ６８７

和ＩＳＯ３３１０１

１）　适应国家标准的要求

２）　本标准未引用内容

３

１）　增加了部分术语及其定义：３．２、３．６、

３．１０、３．１１、３．２６、３．２９、３．３０、３．３２

２）　按中国标准习惯对部分定义进行了修

改或细化：３．１、３．９、３．１４、３．１９、３．２１、

３．２２

１）　方便使用及标准结构需要

２）　对ＩＳＯ标准定义中不详细或明确之处进

行补充，适合国情

４．１ 　增加部分原则性描述和要求 　使之更清晰，便于使用，适合国情

４．２
　整合ＩＳＯ标准中４．４．１～４．４．４内容，格

式进行编排，技术内容相同
　使内容连贯，便于使用；适合中国人习惯

５．１
　比ＩＳＯ标准新增内容：将基本采样方案纳

入本标准
　考虑ＧＢ４７５—１９９６内容延续，便于使用

５．２．１～５．２．３
　比ＩＳＯ标准新增内容：基本采样方案中吸

收ＧＢ４７５—１９９６内容
　ＧＢ４７５—１９９６内容延续，便于使用

５．２．４

１）　整合ＩＳＯ标准中４．４．９和４．４．１０内

容，格式进行编排，技术内容相同

２）　对表４、表５和表６，删除部分中国不使

用的粒度级，增加部分中国使用的粒

度级

３）　增加了计算子样最小质量和平均质

的公式

１）　使内容连贯，便于使用；适合中国人习惯

２） 使粒度适合国情

用，适合中国人习惯

５．３．２．１
　合并了４．３．１和４．３．２的内容，技术内容

相同
　使内容连贯，便于使用；适合中国人习惯

５．３．２．２ 　增加内容：采样精密度确定 　便于使用，适合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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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本标准的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　　因

５．３．２．３
　合并了４．４．５～４．４．７的内容，技术内容

相同
　使内容连贯，便于使用；适合中国人习惯

５．３．２．４

１）　增加批量大于基本采样单元量时，采样

单元数和子样数的计算（公式１６和公

式１９）

２）　５．３．２．４．２中，综合了ＩＳＯ标准４．４．５～

４．４．７中犞Ｉ、犞ｍ、犞ＰＴ未知时的初始设

定值

１）　便于使用；考虑ＧＢ４７５—１９９６内容延续，

适合国情

２）　使内容连贯，便于使用；适合中国人习惯

６．１

１）　综合了ＩＳＯ标准５．２～５．４；５．６．１～

５．６．３的技术内容，重新编排、细化，基

本技术要求相同

２）　６．１．２中，将不适用煤流量由１００ｔ／ｈ改

为４００ｔ／ｈ

３）　６．１．２．１．１～６．１．２．１．２．３中，细化子样

分布的规定

１）　使标准结构清晰、便于使用，适合中国人

习惯和国内采样人员情况

２）　适合中国具体情况

３）　便于使用；考虑ＧＢ４７５—１９９６内容延续，

适合国情

６．２

１）　综合了ＩＳＯ标准５．６．４～５．６．６；５．７～

５．９的技术内容，重新编排、细化，基本

技术要求相同

２）　６．１．２中，细化规定，增加了顶部表面采

样的规定条件

３）　６．２．２．６．２中，增加了子样点布置的详

细规定

１）　使标准结构清晰、便于使用，适合中国人

习惯和国内采样人员情况

２）　便于使用；考虑ＧＢ４７５—１９９６内容延续，

适合国情

３）　便于使用；考虑ＧＢ４７５—１９９６内容延续，

适合国情

７ 　增加的内容：间断采样方法 　便于使用，适合国情

８ 　增加的内容：各种煤样的采取 　便于使用，适合国情

９ 　对各种工具增加了说明或要求 　便于使用

附录Ａ
　增加内容：本标准与ＩＳＯ１８２８３：２００６（Ｅ）

章条编号对照表
　国家标准编写要求

附录Ｂ
　增加内容：本标准与ＩＳＯ１８２８３：２００６（Ｅ）

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国家标准编写要求

附录Ｃ．１．１ 　增加“概述” 　便于使用；适合国情

附录Ｃ．１．２
　比ＩＳＯ标准增加了双份子样数精密度核

对方法
　参照ＧＢ／Ｔ１９４９４修改编写，便于使用

附录Ｄ
　与ＩＳＯ标准附录Ａ相对应，但增加部分

样方案设计计算
实际情况编写，适合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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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采样精密度核验和偏倚试验

犆．１　精密度核验

犆．１．１　概述

任何一种采样方法、包括本标准５．２规定的基本采样方案都应进行精密度核验。当采样涉及的煤

种和煤源比较多时，应选取品质最不均匀（或灰分最高）的煤进行精密度核验。如采用的方案不止一个

时，应对所有的方案进行核对。

犆．１．２　例行采样程序精密度估算

犆．１．２．１　双倍子样数双份采样法

ａ）　取同一批或同一种煤的若干批煤的至少１０个采样单元，从每一采样单元采取正常子样数（狀０）

双倍（２狀０）的子样，并将之交叉合并成２份试样，每份由狀０ 个子样构成。共得至少１０对双份

试样。

ｂ）　对各对试样进行某一品质参数，如干基灰分测定。

ｃ）　分别按式（Ｃ．１）、式（Ｃ．２）和式（Ｃ．３）计算双份试样的标准差狊和精密度犘：

狊＝ ∑犱
２

２槡狀
……………………………（Ｃ．１）

式中：

犱———双份试样间的差值；

狀———双份试样对数。

９５％置信概率下单个采样单元精密度为：

犘ｉ＝２狊 ……………………………（Ｃ．２）

犿个采样单元平均值的精密度为：

犘＝
犘ｉ

槡犿
……………………………（Ｃ．３）

　　ｄ）　从精密度范围计算因素表（表Ｃ．１）中查出自由度犳（即双份试样对数）下的精密度上、下限因

素犪ｕ和犪Ｌ，然后计算精密度上、下限：

上限 ＝犪ｕ犘

下限 ＝犪Ｌ犘

　　ｅ）　比较期望精密度犘０ 与单个采样单元或多个采样 密度

如犪Ｌ犘＜犘０＜犪ｕ犘，则采样精密度符合要求；但如范围 犪ｕ犘超过最差允许精密度犘ｗ，

则不应做结论，还须进一步试验，然后将试验结果与原结果 计算，直到犘ｗ 超过犪ｕ犘或犘０

落在置信范围以外。

如犘０≥犪ｕ犘，则采样精密度优于期望精密度；

如犘０≤犪Ｌ犘，则精密度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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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１　精密度范围计算因素

犳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５０

下限因素犪Ｌ ０．６２ ０．６４ ０．６６ ０．６８ ０．６９ ０．７０ ０．７４ ０．７７ ０．７８ ０．８４

上限因素犪ｕ ２．４５ ２．２０ ２．０４ １．９２ １．８３ １．７５ １．５５ １．４４ １．３８ １．２４

犆．１．２．２　例行子样数双份采样法

当条件不允许用双份子样数双份采样法进行试验或需要在例行采样下测定精密度时，可用例行子

样数双份采样法。该法的精密度估算与Ｃ．１．２．１相同，仅双份试样对的合成和精密度的计算不同。

方法如下：

ａ）　取同一批或同一种煤的若干批煤的至少１０个采样单元，从每一采样单元采取与例行子样数

狀０ 相等的子样，将它们交叉合并成２份试样，每份试样由狀０／２个子样组成，共得至少１０对双

份试样。

ｂ）　对各对试样进行某一品质参数，如干基灰分测定。

ｃ）　分别按式（Ｃ．１）、式（Ｃ．２）和式（Ｃ．３）计算子样数为狀０／２的双份试样的标准差狊和精密度犘；

ｄ）　由式（Ｃ．４）计算出子样数为狀０ 时的精密度：

犘狀
０
＝
犘狀

０
／２

槡２
……………………………（Ｃ．４）

　　ｅ）　按Ｃ．１．２．２．１方法进行精密度判定。

犆．１．３　特定批煤精密度的测定（多份采样法）和例行采样方案设计

犆．１．３．１　特定批煤精密度的测定

当对一特定的批煤采样并要求得到其精密度时，可使用下述的多份采样方法：

ａ）　选定一测定参数，如干基灰分，按前述方法建立一个要求精密度下的采样方案。

ｂ）　按采样方案，将该批煤分为犿个采样单元，每个单元采取狀个子样，将犿狀个子样依次轮流放

入犼个容器中，合并成犼个试样（犼不应小于犿，且不应小于１０）。

ｃ）　分别按式（Ｃ．５）和式（Ｃ．６）计算试样总体标准差狊和该批煤平均值精密度最佳估算值犘：

狊＝
∑狓

２

ｉ－
（∑狓ｉ）

２

犼
犼－槡 １

……………………………（Ｃ．５）

犘＝
２狊

槡犼
……………………………（Ｃ．６）

　　ｄ）　按Ｃ．１．２．２．１所述方法计算精密度上限（犪ｕ犘）和下限（犪Ｌ犘），则该批煤的真实精密度在９５％

置信概率下落在上限（犪ｕ犘）和下限（犪Ｌ犘）之间。

犆．１．３．２　示例

表Ｃ．２为对一特定批煤进行多份采样的试验结果。

表犆．２　特定批煤采样机试验结果

样号
灰分值

犃ｄ／％
犃２ｄ

１ １５．３０ ２３４．０９

２ １７．１０ ２９２．４１

３ １６．５０ ２７２．２５

４ １７．２０ ２９５．８４

５ １５．８０ ２４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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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２（续）

样号
灰分值

犃ｄ／％
犃２ｄ

６ １６．４０ ２６８．９６

７ １５．７０ ２４６．４９

８ １６．３０ ２６５．６９

９ １８．００ ３２４．００

１０ １６．７０ ２７８．８９

求和 １６５．００ ２７２８．２６

　　重复试样的数目犼＝１０。

平均结果为１６５／１０＝１６．５％

试样总体标准差狊为：

狊＝

２７２８．２６－
１６５２

１０

槡 ９
＝０．８００

　　批煤平均灰分精密度最佳估计值为：

犘＝
２狊

槡犼
＝
２×０．８００

槡１０
＝０．５０６％

　　从表（７）查得自由度为１０时，犪ｕ＝１．７５，犪Ｌ＝０．７０，

犪ｕ犘＝１．７５×０．５０６＝０．８９（％）；

犪Ｌ犘＝０．７０×０．５０６＝０．３５（％）。

　　则该批煤的真实精密度在９５％置信概率下落在０．３５％和０．８９％之间。

犆．１．３．３　例行采样方案的设计

如果需要在本试验基础上设计该种煤的常规采样方案，可将本试验所得精密度、每个试验的子样数

目和采样单元数代入式（４），并推算出子样方差（参见ＧＢ／Ｔ１９４９４．３），然后可按照５．３给出的程序设计

常规采样方案。

犆．２　偏倚试验

任何一个人工采样程序（包括移动煤流采样、静止煤全煤柱采样、深部或深部分层采样和表面采样）

及其所用采样工具都应进行偏倚试验。

偏倚试验按ＧＢ／Ｔ１９４９４．３进行，但进行静止煤采样偏倚试验时用以下方法构成试样对（包括子样

对、多个子样构成的试样对和总样对）：

人工钻孔参比试样和全深度试样；

人工钻孔参比试样和深部试样；

人工钻孔参比试样和表面试样。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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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子样质量、采样单元数量和采样单元子样数的计算举例

犇．１　概述

计算中将使用下列参数和符号：

犘Ｌ　批煤的采样精密度，以灰分（犃ｄ）绝对值表示；

犘ＳＬ　一个采样单元在９５％置信水平下采样精密度；

犞Ｉ　初级子样方差；

犞ｍ　采样单元方差；

犞ＰＴ　制样和化验方差；

犿　采样单元数目；

狀　每个采样单元的子样数。

犇．２　例１

犇．２．１　相关参数

一批煤，相关参数如下：

标称最大粒度：５０ｍｍ；

批量：２００００ｔ；

期望的批煤采样精密度：犘Ｌ＝０．４％；

制样和化验方差：犞ＰＴ＝０．０５；

初级子样方差，犞Ｉ：洗煤，犞Ｉ＝５；未洗煤，犞Ｉ＝１０。

犇．２．２　可能采取的采样方案

表Ｄ．１列出了不同采样方案中各采样参数的计算结果：

表犇．１　对洗煤和未洗煤，不同采样方案中变量的计算

序号 项目 参照
规定条件下的结果

洗煤（犞Ｉ＝５） 未洗煤（犞Ｉ＝１０）

１ 采样单元数 ２ ４ ５ １０ ２ ４ ５ １０

２ 采样单元／ｔ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 参考子样质量犿ａ／ｋｇ 公式１０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４ 初级子样数 公式１７ １６７ ４５ ３３ １４ ３３３ ９１ ６７ ２９

５
一般试样要求的最小

总样质量／ｋｇ
表４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６ 总样的计算质量／ｋｇ ３×４ ５０１ （１３５） （ ９９９ ２７３ ２０１ （８７）

犇．２．３　讨论

由表Ｄ．１清楚地看出，随着采样单元数的减少，总样质 一方面给制样和管理增加麻烦，

另一方面会使采样周期延长。

洗煤采样单元数为４、５和１０；未洗煤采样单元数为１０时，总样的计算质量都达不到要求（１７０ｋｇ），

为确保采样精密度，可按下述方法之一处理：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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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子样数狀到狀＝１７０／犿ａ＝１７０／３≌５７；或

增加子样质量犿到犿≥１７０／狀。

犇．３　例２

一批２００００ｔ洗精煤由皮带输送装船，要求采样精密度为０．５％（灰分），已知：

初级子样方差犞Ｉ＝３．０；

制样和化验方差犞ＰＴ＝０．１；

求每一采样单元子样数。

解：取５０００ｔ为起始采样单元，按式（１６）计算采样单元数：

犿＝
２００００

槡５０００ ＝２
　　按式（１７）计算每一采样单元子样数：

狀＝
４犞Ｉ

２犘
２

Ｌ－４犞ＰＴ

＝
４×３．０

２×０．５
２
－４×０．１

＝１２０

犇．４　例３

一列火车，由５０节车皮组成，运输３０００ｔ筛选煤，要求采样精密度为１．５％（灰分）

已知：

标称最大粒度５０ｍｍ

初级子样方差犞Ｉ＝２０

制样和化验方差犞ＰＴ＝０．１５

设计采样方案。

解：

将整批煤作为一个采样单元采样，即犿＝１，计算初级子样数：

狀＝
４犞Ｉ

犿犘２Ｌ－４犞ＰＴ

＝
４×２０

１．５
２
－４×０．１５

＝４９

　　按每个车厢采一个子样计，狀＝５０。

按本标准规定，子样最小质量为３ｋｇ（见表６），总样最小质量１７０ｋｇ（见表４），则计算总样质量＝

３ｋｇ×５０＝１５０ｋｇ，计算总样质量小于规定的总样最小质量１７０ｋｇ，故采用如下方法之一进行调整：

在子样质量为３ｋｇ下增加子样数：

狀＝
总样质量
子样质量 ＝

１７０ｋｇ
３ｋｇ

≈５７

　　故共采取５７个子样，每车采１个子样（共５０个子样），余下的７个子样按系统分配法，每７个车采

１个子样。

或：

在子样数为５０下，增加子样质量：

子样质量 ＝
总样质量
子样数 ＝

１７０ｋｇ
ｋｇ

　　故每车采１个子样，共采取５０个子样，每个子样最小

犇．５　例４

某港进入一批２４００ｔ（４０个车皮）粒度小于２５ｍｍ的洗煤，要求采样精密度为０．８％（干基灰分），

拟进行间断采样。根据以往采样资料知：犞Ｉ＝５，犞ｍ＝０．５，犞ＰＴ＝０．１，求需进行采样的采样单元数。

解：拟定犿＝１０（每４车为一采样单元）；狀＝１２（每车采３个子样）。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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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狌＝

４犿
犞Ｉ
狀
＋犞ｍ＋犞（ ）ＰＴ

犿犘
２

Ｌ＋４犞ｍ

＝

４×１０
５

１２
＋０．５＋０．（ ）１

１０×０．８
２
＋４×０．５

＝４．８≈５

　　据上设计采样程序为：将４０车皮每４车一组顺序分成１０个采样单元，用随机方法从１０个采样单

元中选取５个，然后从每个采样单元的每个车皮中，用随机方法从１８个采样点的３点中各采取１个子

样，每个子样约３．５ｋｇ（参见表４）。分别对５个总样进行制备和灰分或其他参数测定，取它们的平均值

为该批煤的灰分或其他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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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粒度大于１５０犿犿或其他粒度大块物料的处理方法

犈．１　概述

在原煤采样中，如粒度大于１５０ｍｍ的大块物料（煤或矸石）质量分数超过５％，采样时遇到大块物

料不应故意推开，应采入子样中。采样后，将粒度大于１５０ｍｍ大块物料和其他物料分别进行制样和化

验，按粒度大于１５０ｍｍ大块物料在批煤中的比例进行加权平均，以获得总样的参数（如灰分或发热量）

结果。

犈．２　采样

采样按本标准规定进行，采取子样时如采样点位上有粒度大于１５０ｍｍ的大块物料（煤或矸石），应

将其采入子样中。

犈．３　处理方法

犈．３．１　用１５０ｍｍ的筛子筛分，将筛上物（大块物料）和筛下物各作为１个分样。

犈．３．２　将上述两个分样按如下方法之一进行处理：

犈．３．２．１　按ＧＢ４７４对两个分样分别进行制样和化验，然后按下式计算有关品质参数的加权平均值：

犡＝
犡１犘＋犡２（１００－犘）

１００

　　式中：

犡———批煤品质参数（如灰分）值；

犡１———粒度大于１５０ｍｍ大块物料品质参数测定值；

犡２———粒度小于１５０ｍｍ煤品质参数测定值；

犘———粒度大于１５０ｍｍ大块物料的质量分数，％。

犈．３．２．２　将两个分样破碎到一定粒度后，按大块物料所占质量分数将两个分样合并成一个试样，进一

步制备和化验，所得结果即为批煤品质参数结果。

犈．４　粒度大于１５０犿犿大块物料的质量分数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ａ）　通过以往对同一煤源的煤所作的筛分试验数据确定；

ｂ）　按本标准规定方法对本批煤采取粒度分析样品后，通过粒度分析测定；

ｃ）　其他粒度大块物料的处理方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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