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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铁皮资源化利用 第 2 部分：永磁铁氧体用氧化铁皮》

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年第三批行业标准

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21〕234号），由上海宝钢

磁业有限公司牵头起草《氧化铁皮资源化利用 第 2部分：永磁铁氧

体用氧化铁皮》行业标准，计划编号：2021-1224T-YB。

本项目由工信部钢铁行业资源综合利用标准化工作组提出并归

口。由上海宝钢磁业有限公司、安徽马钢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宝武环

科武汉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梅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冶金工

业规划研究院等共同起草，并参与前期研究、调研和标准的编制、修

改以及标准推广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钢铁生产过程中钢坯或钢锭在凝固成型、轧制或锻造过程中表面

氧化层脱落而形成的铁屑，带鳞片状，被称为氧化铁皮（Fe3O4），

也称铁鳞。据统计，钢铁行业年产生氧化铁皮近千万吨，主要用作钢

铁生产含铁返回料、还原铁粉和永磁铁氧体生产原料。

目前，中国是唯一使用氧化铁皮生产永磁铁氧体材料的国家，其

产量已达 40万吨左右，对氧化铁皮的需求量巨大（Fe3O4），但缺乏

统一的原料要求标准，缺乏权威的测试方法及评估手段，给供需双方

和产品贸易带来不便。《氧化铁皮资源化利用 第 2部分 永磁铁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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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氧化铁皮》行业标准的研制，有利于填补用于生产永磁铁氧体的氧

化铁皮（Fe3O4）的标准空白，有利于提升氧化铁皮原料质量控制和

产品利用附加值，有利于提高其铁氧体的生产和质量控制水平。

三、主要工作过程

在《氧化铁皮资源化利用 第 2部分 永磁铁氧体用氧化铁皮》标

准立项前，已开展了利用氧化铁皮生产还原铁粉的文献资料和现场工

艺调研。立项后，成立了由上海宝钢磁业有限公司为牵头单位的标准

编制工作组，在参考《GBT 24244-2009 铁氧体用氧化铁》等标准文

本的基础上，结合氧化铁皮自身化学成分和形貌特点等，搭建了标准

框架草案。2022年 08月 25日，由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协调组织召

开标准专家研讨会，针对《氧化铁皮资源化利用 第 2部分 永磁铁氧

体用氧化铁皮》标准草案进行深入研讨，并修改形成标准初稿。2023

年 9月，标准编制组内部专家在对标准初稿进行多次修改和充分讨论

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编写。标准主要技术指标选

定综合考虑了企业生产实际和使用情况，注重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

试验验证、应用推广相结合，体现了技术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合

理性和可操作性。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

自主制定、适时推出”的原则，以及统一、协调、适用性和规范性的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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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主要包括以下 8个部分：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永磁铁氧体用氧化铁皮的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

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本文件适用于永磁铁氧体生产所使用的氧化铁皮（Fe3O4）。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共引用了 4个国标和 3个行标，主要包括氧化铁皮化学成

分和含水量、含油量检测标准、取样标准、数值修约标准和产品包装

标准。

（三）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主要定义了氧化铁皮。氧化铁皮又称铁鳞。是钢铁生产过

程中钢坯或钢锭在凝固成型、轧制或锻造过程中表面氧化层脱落而形

成的一种铁的氧化物。

（四）技术要求

4.1化学成分

4.1.1 氧化铁皮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 1规定。

鉄鳞的组成为 FeO、Fe3O4、Fe2O3，其分布状况是：接近金属相

的是 FeO，中间层是 Fe3O4，外表是 Fe2O3。用于生产永磁铁氧体的

铁鳞对铁含量要求相对稳定在较高水平，其它杂质含量要低。一是鉄

鳞的 TFe含量直接影响生成永磁铁氧体的纯度；二是 Si4+离子进入铁

氧体晶格，使 Fe3+还原为 Fe2+，生成低熔点硅酸盐，属于非磁性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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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范围内可以降低烧结温度，提高矫顽力，超量部分会降低铁氧体

剩磁；三是少量Mn会增强各向异性，增大畴壁能，超量部分会生成

MnFe2O4从而降低铁氧体矫顽力。

结合用户对铁鳞实际与永磁铁氧体生产要求，以及影响铁氧体质

量的各类因素，确定鉄鳞的牌号及化学成分如下：

表 1 化学成分

序号 项目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1 全铁（TFe） 不小于 72.50

2 锰（Mn） 不大于 0.40

3 硅（Si） 不大于 0.40

4 水分（H2O） 不大于 5.00

4.1.2 需方对化学成分有特殊要求时，可由供需双方另行协商。

4.2外观

氧化铁皮为黑色鳞片状或粉状。

4.3其它

氧化铁皮不应含有其它杂物或油污。

（六）试验方法

给出了氧化铁皮的外观和化学成分检测的方法。氧化铁皮的外

观、杂物或油污采用目测检验。氧化铁皮的检验项目、试验方法应符

合表 2的规定。试验方法也可由供需双方协商。

表 2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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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试验方法

1 全铁（TFe） GB/T 223.7

2 锰（Mn） GB/T 223.63

3 硅（Si） GB/T 223.5

4 水分 YB/T 4716

（七）检验规则

主要给出了氧化铁皮原料的检查和验收规则、组批规则、取样方

法、复验与判定规则、数值修约规则。

氧化铁皮的检查和验收由供需双方质量监督部门进行。氧化铁皮

应按批检验。同一条产线 1000t为一个批次，不足 1000t为一批次。

氧化铁皮的取样应按照 SN/T 3323.6相关规定进行。如果检验结果不

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则从同一批中再任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复验。

复验结果即使只有一个指标不合格，则整批不合格。试验测定和计算

得出的数值，需要修约时按 GB/T 8170数值修约规则进行。

（八）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和质量证明书

氧化铁皮一般采用散装方式，其包装、标志、储存、运输和质量

证明书等应满足 YB/T 5142相关要求。

六、标准相关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目前，用于铁氧体生产的氧化铁（Fe2O3）

已有相关标准《GB/T 24244-2009 铁氧体用氧化铁》《SN/T 10383-2013

软磁铁氧体用氧化铁》，但并无用于铁氧体生产的氧化铁皮（Fe3O4）

标准要求。本标准项目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所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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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制定过程中不涉及采标的问题。本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通过标

准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填补技术标准空白，规范技术发展和技术推广

应用意义重大。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氧化铁皮用于生产永磁铁氧体，产品利用附加值高，对原料的化

学成分、物理性能和外观尺寸进行适当控制和要求，有利于提高铁氧

体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有利于规范氧化铁皮的回收与处置过程。制

定本标准有利于促进氧化铁皮原料的销售，有利于提高氧化铁皮综合

利用技术水平和产品利用附加值，不仅可以满足市场贸易需求，同时

也具有重大的环保意义。对提升我国在氧化铁皮的资源再生利用方面

的生产、研发和应用水平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建议本标准批准发

布后尽快实施。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氧化铁皮资源化利用 第 2部分 永磁铁氧体用氧化铁皮》标准编制

工作组

2023年 0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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