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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是按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第三批产品标准试点项目计划〉的通知》

（建标协字〔２０１７〕０３４号）的要求制定。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绿色建筑与生态城区专业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混凝土外加剂分会、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敬疆、尹靖宇、管辰、武庆涛、乔敏、赵霞、王玲、刘庆、魏建勋、宋绍宁。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赵霄龙、蒋荃、任俊、兰明章、王新祥、李美利、赵立群、曹杨、王智、李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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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材评价　混凝土外加剂　减水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混凝土减水剂绿色建材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混凝土减水剂（普通减水剂、高效减水剂、高性能减水剂）的绿色建材评价。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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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８０７５　混凝土外加剂定义、分类、命名与术语

ＧＢ８０７６　混凝土外加剂

ＧＢ１８５８８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

ＧＢ１８５９７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１８５９９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ＧＢ／Ｔ２３３３１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ＧＢ／Ｔ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ＧＢ／Ｔ２８００１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ＧＢ３１０４０　混凝土外加剂中残留甲醛的限量

ＧＢ／Ｔ３３０００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ＪＣ／Ｔ２１６３　混凝土外加剂安全生产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８０７５、ＧＢ８０７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绿色建材　犵狉犲犲狀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在全生命周期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和减轻对生态环境影响，具有“节能、减排、安全、便利和可

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

３．２

绿色建材评价　犵狉犲犲狀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依据绿色建材评价技术标准，按照程序和要求对申请开展评价的建材产品进行评价，确认其等级的

活动。

３．３

评价等级　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犾犲狏犲犾

产品评价结果所达到的绿色建材级别，由低到高分为一星级、二星级和三星级。

３．４

环境产品声明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犱犲犮犾犪狉犪狋犻狅狀

提供基于预设参数的量化环境数据的环境声明，必要时包括附加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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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碳足迹　犮犪狉犫狅狀犳狅狅狋狆狉犻狀狋

用以量化过程、过程系统或产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参数，以表现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贡献。

３．６

普通减水剂　狑犪狋犲狉狉犲犱狌犮犻狀犵犪犱犿犻狓狋狌狉犲

在混凝土坍落度基本相同的条件下，能减少拌合用水量的外加剂。

３．７

高效减水剂　狊狌狆犲狉狆犾犪狊狋犻犮犻狕犲狉

在混凝土坍落度基本相同的条件下，能大幅度减少拌合用水量的外加剂。

３．８

高性能减水剂　犺犻犵犺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狑犪狋犲狉狉犲犱狌犮犲狉

比高效减水剂具有更高减水率、更好坍落度保持性能、较小干燥收缩，且具有一定引气性能的减

水剂。

４　评价要求

４．１　一般要求

４．１．１　生产企业近３年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和导致人员死亡的安全生产事故。

４．１．２　一般固体废弃物的收集、贮存、处置应符合 ＧＢ１８５９９的相关规定。危险废物的贮存应符合

ＧＢ１８５９７的相关规定，后续应交付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

４．１．３　生产企业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

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４．１．４　生产企业应按照ＧＢ／Ｔ１９００１、ＧＢ／Ｔ２４００１和ＧＢ／Ｔ２８００１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

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４．１．５　混凝土减水剂产品应满足ＧＢ８０７６的要求，且近３年无产品质量责任事故。

４．１．６　能释放氨的、具有室内使用功能的建筑用混凝土减水剂的释放氨量应满足ＧＢ１８５８８的要求。

４．１．７　原材料或产品生产过程中引入甲醛的、具有室内使用功能的建筑用混凝土减水剂的残留甲醛量

应符合ＧＢ３１０４０要求。

４．１．８　生产企业应具有自动化生产控制系统，并实现以下功能：

ａ）　关键工艺、参数的在线监测与自动控制，包括釜内温度、原料滴加速率、釜内加水及加碱量、

ｐＨ值、粘度和离子含量等；

ｂ）　自动报警与连锁切断。

４．１．９　申请不同等级的生产企业还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申请企业其他规定

具体规定
不同评价等级符合项数要求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安全生产标准化满足ＧＢ／Ｔ３３０００或ＪＣ／Ｔ２１６３要求

按照ＧＢ／Ｔ２３３３１建立并运行能源管理体系

具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环境产品声明（ＥＰＤ）和碳足迹报告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

— 至少符合１项 至少符合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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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评价指标要求

混凝土减水剂的评价指标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其中一级指标包括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

指标、环境属性指标和品质属性指标，评价指标要求见表２。

表２　混凝土减水剂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属性
单位产品取水量（折固） ｋｇ／ｔ ≤２３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５００

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利用率 ％ １００

能源属性

单位产品

生产能耗

（折固）

醚类或酯类

萘系或蒽系

氨基

脂肪族

三聚氰胺系

木质素磺酸盐

ｋｇｃｅ／ｔ

≤５７５ ≤５５０ ≤５００

≤８７５ ≤７７５ ≤７１５

≤３８０ ≤３４５ ≤３１５

≤３００ ≤２８０ ≤２６５

≤７００ ≤６５０ ≤６００

—

环境属性 单位产品工业废水排放量 ｋｇ／ｔ ０

品质属性

减水率 ％ ≥８ ≥１４ ≥２５

抗压强度比实测值与设计值的比值 —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１５

收缩率比设计值与实测值的比值 —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１５

５　评价方法

５．１　生产企业应按４．１的规定提供近一年内的第三方环境检测报告、近一年内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报告、有效期内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近一年之内的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近一年之内的产品释

放氨量和残留甲醛量检验报告、生产自动化控制水平说明、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有效期内

的环境产品声明（ＥＰＤ）和碳足迹报告、有效期内的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等相关资料。

５．２　资源属性中单位产品取水量、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利用率按照附录Ａ的规定进行。

５．３　能源属性中单位产品能耗按照附录Ａ的规定进行。

５．４　环境属性中单位产品工业废水排放量按照附录Ａ的规定进行。

５．５　品质属性中减水率、抗压强度比和收缩率比应由企业提供近一年内的依据ＧＢ８０７６出具的产品检

验报告。

５．６　生产企业满足第４章对应评价等级的全部要求时，判定评价结果符合该评价等级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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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混凝土外加剂部分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犃．１　单位产品取水量

宜以近１２个月作为统计期计算每生产１吨混凝土减水剂消耗新鲜水量的平均值。企业正式投产

不足１２个月时，统计期可适当缩短，但不应少于６个月。按式（Ａ．１）计算：

犚＝
犿ｉｎｔａｋｅ

犿ｐ

…………………………（Ａ．１）

　　式中：

犚　 ———单位产品取水量，单位为千克每吨（ｋｇ／ｔ）；

犿ｉｎｔａｋｅ———统计期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新鲜水消耗总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犿ｐ ———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吨（ｔ）。

犃．２　生产过程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宜以近１２个月作为统计期计算生产过程产生废弃物利用率的平均值。企业正式投产不足１２个月

时，统计期可适当缩短，但不应少于６个月。按式（Ａ．２）计算：

犠 ＝
犿ｒ

犿ｗａｓｔｅ

×１００％ …………………………（Ａ．２）

　　式中：

犠　 ———生产过程产生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犿ｒ ———统计期内回收再利用的废弃物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犿ｗａｓｔｅ———统计期内生产产生的废弃物总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犃．３　单位产品生产能耗

宜以近１２个月作为统计期计算单位产品生产能耗平均值。企业正式投产不足１２个月时，统计期

可适当缩短，但不应少于６个月。按式（Ａ．３）计算：

犲ｐ＝
犈ｐ

犿ｐ

…………………………（Ａ．３）

　　式中：

犲ｐ———单位产品耗能，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ｋｇｃｅ／ｔ）；

犈ｐ———统计期内产品耗能总量，统计边界为 “配料计量合成复配包装”全过程；包括生产全过程

中各种能源（包括电、燃油、煤气、天然气等）消耗量及耗能工质（不包括行政用车消耗的汽

油量、基建与技改项目能源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犿ｐ———统计期内符合相关标准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吨（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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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生产过程中废水排放量，计算时按照１年生产为周期计算平均值。每生产１吨混凝土减水剂排放

的废水量，按式（Ａ．４）计算：

犉＝
犿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犿ｐ

…………………………（Ａ．４）

　　式中：

犉　　 ———每生产１吨混凝土减水剂排放的废水量，单位为千克每吨（ｋｇ／ｔ）；

犿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统计期内产品生产废水排放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犿ｐ ———统计期内符合相关标准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吨（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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