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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４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省金润碲业有限公司、永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永兴鑫裕环保镍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水林、李俊、李杰、周宇飞、杨安福、刘文文、李红贵、罗细兰、郭承学、谭小雄、

李振国、陈庚龙、朱赞芳、郑林、侯千驹、谷丽、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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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碲原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回收碲原料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标志、运输、贮存、质量预

报单和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回收碲原料（以下简称原料）的综合回收利用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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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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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分类

原料按照物理形态及化学性质分为四大类，按照每类原料的来源及化学成分分为不同级别，具体见

表１。

表１　原料的分类、级别、来源

类别 级别 来源 碲含量（质量分数）／％

Ⅰ类：

碲及碲

合金

一级 直接利用原料：金属碲产品加工中产生的块、屑、粉等 ≥９５．０

二级 二次加工原料：电子行业产的制冷片物料等 ≥３０．０～５５．０

三级 多次富集原料：铅铋铜碲合金等 ≥１０．０～３０．０

四级 处理处置原料：含碲特种钢物料 —

Ⅱ类：

碲氧化物

一级 直接利用原料：冶金行业产的亚碲酸盐溶液中和沉淀物等 ≥４０．０～７８．０

二级 二次加工原料：碲电积阳极泥（三氧化碲）等 ≥３０．０～５０．０

三级 多次富集原料：冶金行业产的含碲氧化物酸泥、烟灰等 ≥２．０～１８．０

Ⅲ类：

碲化物

一级
二次加工原料：电子行业产的含碲原料，薄膜太阳能行业产的碲化

镉、碲锌镉、导电银浆等
≥５．０～５５．０

二级 多次富集原料：冶金行业产含碲化物（碲化铅、碲化铋等）物料 ≥１０．０～５０．０

三级 处理处置原料：光电行业含碲废电池玻璃等 —

Ⅳ类：含碲

的盐类

一级 二次加工原料：冶金行业产的含碲酸盐碱渣（亚碲酸钠）等 ≥２．０～４０．０

二级 多次富集原料：含碲酸盐碱性环保泥、碱性污泥及碱性废水等 ≥２．０～１５．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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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技术要求

４．１　原料应按照本标准规定的类别、级别进行回收和贸易，不同类别和级别的原料不应相互混合。本

标准中未列出的其他原料，可归入相近的类别中。

４．２　原料中放射性污染物控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不应混有放射性物质；

ｂ）　原料（含包装物）的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不超过所在地正常天然辐射本底值＋０．２５μＧｙ／ｈ；

ｃ）　原料表面α、β放射性污染水平：表面任何部分的３００ｃｍ
２ 的最大检测水平的平均值α不超过

０．０４Ｂｑ／ｃｍ
２，β不超过０．４Ｂｑ／ｃｍ

２。

４．３　块状原料表面不应含有渣尘、油污等杂质。原料中不准许混有易燃、易爆的物品。

４．４　块状原料最大外形尺寸及单块重量不做具体规定，但在不妨碍运输的情况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

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４．５　需方有其他特殊要求时，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原料的形状及夹杂情况应通过目视检验。

５．２　原料的化学成分、外形尺寸及单块重量的检测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

注明。

５．３　原料的放射性污染物检验参照附录Ａ的规定进行。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检查和验收

６．１．１　原料应由供方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或委托其他检验部门进行检验，保证其质量符合本标准

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并提供质量预报单。

６．１．２　需方应对收到的原料按本标准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标准或订货

单（或合同）规定不符时，应单独封存，并在收到之日起３０天内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

６．２　组批

原料应成批提交检验，每批应由同一类别、级别的原料组成，批重不限。

６．３　取样

根据含原料的性质、状态可分为固态原料、液态原料两种。取样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合同中

注明。

７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预报单

７．１　标志

每批原料均要附有标签，其上注明：

ａ）　供方名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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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原料名称；

ｃ）　原料类别、级别；

ｄ）　批号；

ｅ）　批重；

ｆ）　本标准编号。

７．２　包装

７．２．１　经供需双方确定，原料可以打包或压块方式供货，碲及碲合金屑、碲渣均应包装后交货。

７．２．２　废液应有良好的包装，防止废液的泄漏。

７．２．３　包装方式、尺寸与重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７．３　运输和贮存

７．３．１　不同类别的原料在运输过程中不应混装。

７．３．２　原料在运输、装卸、堆放过程中，严禁混入爆炸物、易燃物、垃圾，也不得用以上物品污染的装卸

工具装运，有特殊要求时，应有防雨、防雪、防火设施。

７．３．３　如涉及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应按照ＧＢ１８５９９、ＧＢ１８５９７的规定进行。

７．４　质量预报单

每批原料在交货时，应附有质量预报单，其上注明：

ａ）　供方名称；

ｂ）　原料名称、类别、级别；

ｃ）　批号及批重；

ｄ）　检验结果；

ｅ）　发货日期；

ｆ）　质量检验部门印记；

ｇ）　本标准编号。

８　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本标准所列原料的订货单（或合同）内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原料类别、级别；

ｂ）　化学成分等特殊要求；

ｃ）　重量；

ｄ）　本标准编号；

ｅ）　其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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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放射性污染检验方法

犃．１　检验仪器

检验用仪器应符合ＧＢ１８８７１、ＧＢ／Ｔ１２１６２．３和ＧＢ／Ｔ５２０２的规定。

犃．２　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测量

犃．２．１　天然环境辐射本底值测量

犃．２．１．１　在进行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测量前，应先测量并确定当地的天然环境辐射本底值。

犃．２．１．２　选择能够代表当地正常天然辐射本底状态，无放射性污染的平坦空旷地面的３个～５个点（可

作为固定调查点）作为测量点。

犃．２．１．３　将测量仪之测量探头置于测量点上方距地面１ｍ高处，测定其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每１０ｓ

读取测量值１次，取１０次读数的平均值作为该点的测量值，取各测量点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正常

天然辐射平均值。

犃．２．２　巡回检测

犃．２．２．１　原料在经口岸通道前，应进行放射性污染的巡回检测。巡回检测时，尽可能地将测量仪器接

近被测物表面或装载原料的集装箱、车体、仓体等的表面，对被测物的周体表面进行巡回检测。

犃．２．２．２　在巡回检测时已发现放射性明显超过三项检测指标管理限值时，判定为不合格。对已发现放

射性污染超过三项检测指标管理限值时，不再进行分检或挑选。

犃．２．３　测试点分布

犃．２．３．１　对于装运原料的汽车、火车、集装箱、轮船或成堆摊放的散装原料，均可按网格法布点（见

图Ａ．１）。用直接测量法进行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和表面污染的检测。

图犃．１　放射性污染测量布点示意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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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３．２　汽车按车厢纵向２线和横向３线的网格法布点，于网格的６个交点上布点和测量。

犃．２．３．３　火车、集装箱按纵、横２个方向的网格法布点测量，但不少于１０个点。

犃．２．３．４　轮船船舱根据舱面大小，按舱面的前、中、后３线和左、中、右３线布网格，与网格的交点上布点

测量，但不少于１２个点。

犃．２．４　测量

犃．２．４．１　按照仪器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规范操作。

犃．２．４．２　将仪器探头尽可能贴近被测物表面。

犃．２．４．３　待仪器的显示值稳定后开始测量和读数，每１０ｓ读数１次，取１０次读数的平均值作为该测点

的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测量值。

注：检测中，对管类、容器等包容体的检验，特别注意其内部可能存在的因屏蔽而从外部不易检测到的α、β表面

污染。

犃．２．５　测量仪器的效率因子

犃．２．５．１　在役测量仪器应使用校验源进行跟踪校验（如早、中、晚各１次）。

犃．２．５．２　将仪器探头置于无污染质干燥地面上方，稳定后每１０ｓ读数１次，取１０次读数的平均值犇１

为天然环境辐射本底值。

犃．２．５．３　根据校验源之净源值（犚）调整仪器之挡位，将校验源扣置于探头上并立于原处，而后同样读数

１０次，测得校验源之平均值犇２。

犃．２．５．４　按式（Ａ．１）计算测量仪器的效率因子犓η
：

犓η＝
犚

犇２－犇１

……………………（Ａ．１）

　　式中：

犓η
———测量仪器的效率因子；

犚 ———校验源之净源值，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Ｇｙ／ｈ）；

犇２ ———校验源１０次读数的平均值，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Ｇｙ／ｈ）；

犇１ ———天然环境辐射本底值，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Ｇｙ／ｈ）。

犃．２．６　测量值的修正

按式（Ａ．２）计算修正后的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犇：

犇＝犓１·犓η
·犇ｃ ……………………（Ａ．２）

　　式中：

犇　———测量仪器修正后的测量值，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Ｇｙ／ｈ）；

犓１ ———测量仪器的刻度因子（由仪器的检定证书给出）；

犓η
———测量仪器的效率因子；

犇ｃ ———测量仪器的测量值读数，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Ｇｙ／ｈ）。

犃．３　α、β表面污染检验

犃．３．１　检测要求

一般α、β表面污染水平的巡测和布点测量应与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的测量同时进行，必要时也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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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别进行该项目的巡测和布点测量。

犃．３．２　测试点布置

对α、β表面污染水平检测应按Ａ．２．３的规定进行测试点布置，测量面积应大于３００ｃｍ
２。

犃．３．３　α表面污染测量仪的效率测定

犃．３．３．１　用α表面污染测量仪测得天然环境留射本底１０ｍｉｎ的计数犖０，α。

犃．３．３．２　测定仪器校正源５ｍｉｎ，得计数犖１，α。

犃．３．３．３　将仪器探头反转１８０°后再测定５ｍｉｎ，得校正源的计数犖２，α（考虑平面源的不均匀性）。

犃．３．３．４　按式（Ａ．３）计算仪器的效率因子η４π（α）：

η４π（α）＝
（犖１，α＋犖２，α）－犖０，α

１０犃α

×１００％ ……………………（Ａ．３）

　　式中：

η４π（α）———α表面辐射污染检测仪器效率因子；

犖１，α———对校正源先前５ｍｉｎ测得的计数；

犖２，α———仪器探头反转１８０°后测得的计数；

犖０，α———仪器对本底的辐射计数；

犃α ———α校正源（平面源）的活度值。

犃．３．４　β表面污染测量仪的效率测定

犃．３．４．１　用β表面污染测量仪器测得天然环境辐射本底４ｍｉｎ的计数犖０，β
。

犃．３．４．２　测定校正源２ｍｉｎ，得计数犖１，β
。

犃．３．４．３　将仪器探头反转１８０°，测定２ｍｉｎ得校正源的计数犖２，β
（考虑平面源的不均匀性）。

犃．３．４．４　按式（Ａ．４）计算仪器的效率因子η４π（β）：

η４π（β）＝
（犖１，β＋犖２，β

）－犖０，β

４犃β
×１００％ ……………………（Ａ．４）

　　式中：

η４π（β）———β表面辐射污染检测仪器效率因子；

犖１，β
———对校正源先前２ｍｉｎ测得的计数；

犖２，β
———仪器探头反转１８０°后２ｍｉｎ测得的计数；

犖０，β
———仪器对本底的辐射计数；

犃β ———β校正源（平面源）的活度值。

犃．３．５　α、β表面污染水平测量

犃．３．５．１　α、β表面污染仪器探头尽可能接近被测物表面 （仪器距被测物表面的距离分别不大于２０ｍｍ

和５０ｍｍ），测量面积应大于３００ｃｍ２。

犃．３．５．２　以不大于１００ｍｍ·ｓ
－１的速度移动仪器，进行α、β表面污染水平的检测。

犃．３．５．３　每个测试点应进行２～３次读数，每次间隔１ｍｉｎ并读取其累积计数值犖。

犃．３．５．４　按式（Ａ．５）计算α、β表面污染水平犆（α／β）
：

犆（α／β）＝
犖

η４π（α／β）·犛·狋
……………………（Ａ．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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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犆（α／β）　———α或β（其中之一）表面污染水平，单位为贝可每平方厘米（Ｂｑ／ｃｍ
２）；

犖 ———检测仪器的计数；

η４π（α／β） ———α或β表面污染测量仪的效率因子；

犛 ———检测仪器探测窗的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ｃｍ２）；

狋 ———测量时间，单位为秒（ｓ）。

犌犅／犜３９１４９—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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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犅／犜３９１４９—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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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ＧＢ／Ｔ１２１６２．３—２００４　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　Ｘ和γ参考辐射

　第３部分：场所剂量仪和个人剂量计的校准及其能量响应和角响应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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