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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及计划要求 

2023年 11月 23日，中国黄金协会下达《单分散金粉》（后经委

员会议讨论表决，做项目调整，变更名称为《工艺美术用金粉》，为

行文统一，以下不产生歧义处，统一采用“工艺美术用金粉”）团体

标准制定计划通知，计划号 2023-T-112306，技术归口全国黄金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起草单位长春黄金研究院有限公司、华金高科（北京）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长春黄金研究院烟台贵金属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针对我国生产及销售的工艺美术用金粉产品品类进行

约定，制定工艺美术用金粉团体标准，规范其分类和可验证技术指标

等内容，以期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标准在我国黄金装饰行业的引领

作用。 

1.2  任务落实 

项目计划下达后，全国黄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长春黄金研究

院有限公司牵头成立《单分散金粉》团体标准项目起草工作组，工作

组对项目工作进行计划安排，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分工见

表 1。 

表 1  任务安排表 

起草单位 主要工作 

长春黄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的起草 

负责参与单位的协调，与标委会的沟通 

负责样品检测分析、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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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金高科（北京）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提供企业相关产品指标及管理内容，并对本标准

内容提出可行性修改建议和意见，完善标准内容 

长春黄金研究院烟台贵金

属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提供企业相关产品指标及管理内容，并对本标准

内容提出可行性修改建议和意见，完善标准内容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预阶段（2023年3月—2023年5月） 

（1）检索查新（2023年3月） 

牵头单位首先开展了国内外标准的机检和手检工作，未见有与工

艺美术用金粉相关的标准。 

（2）现场调研（2023年4月—2023年5月） 

牵头单位对华金高科、烟台贵金属等公司进行调研，对工艺美术

用金粉产品的金含量、尺寸、要求、试验方法、包装规格等情况进行

详细了解，并对金粉产品物料采样及检测方法进行了研究探讨，最终

调研了下游企业对该产品的技术要求和市场需求状况。 

1.3.2  立项阶段（2023年6月—2023年11月） 

2023年 6月 20日，在全国黄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吉林市组织

召开的标委会年中会议上进行了《单分散金粉》项目提案研讨，并通

过委员投票表决。随后牵头单位联合华金高科（北京）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和长春黄金研究院烟台贵金属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完善申报立

项材料，并于同年 11月 23日，通过中国黄金协会审核，立项中国黄

金协会团体标准计划项目。 

1.3.3  起草阶段（2023年11月—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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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工作组在调研工作的基础上，对《单分散金粉》

团体标准起草内容进行分析、归纳、总结，收集整理相关企业标准和

企业意见，以此为基础起草了标准初稿。 

2023年 12月 9日，全国黄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深圳市组织召

开《单分散金粉》标准初审会，与会专家组成审查组对标准初稿进行

审查研讨，并提出修改意见。工作组根据会审意见调整标准名称为《工

艺美术用金粉》，并修改完善后形成标准预审稿。 

2024年 6月 26日，全国黄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重庆市组织召

开《工艺美术用金粉》标准预审会，与会专家组成审查组对标准预审

稿进行审查研讨，并提出修改意见。工作组根据会审意见修改完善后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1.3.4  征求意见阶段（2024年9月—2024年10月） 

2024年 9月 18日，全国黄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标准公开进行

意见征求，并发送征求意见材料至 60家相关单位，公示期 30天。 

 

1.3.5  审查阶段 

 

1.3.6  报批阶段 

 

二、标准编制的主要原则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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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标准制定原则 

本文件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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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

则  第 10部分：产品标准》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制定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致性原则。制定标准应当贯彻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

法规，标准条款及内容应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引用标准准则之规定

保持一致，不可与之抵触；其格式、语言形式等应规范，不能标新立

异。 

性能特性原则。只对“结果”（即产品）进行要求，不对“过程”

（技术、方法）的途径进行约束。 

科学适用原则和满足可证实性原则。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一切结论

的获得均应有充分的科学论据给予支持，采用的方法、使用设备等应

与当前社会发展相协调，制定出的标准应有利于开发和利用国家资源、

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安全、身体健康，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维护消费

者的利益等，总之应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协调配

套”的科学理念。 

中立原则。本文件的使用者包括供方（第一方）、需方（第二方）

和独立机构（第三方），故在起草文件时应做到客观、公正，即使得

本文件的要求能够作为第一方、第二方或第三方合格评定的依据。 

2.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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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试验和调研对比，确定了工艺美术用金粉质量要求参数（产

品分类、金含量、杂质元素、形貌、粒径分布等）数值。 

2.2.1  产品分类 

根据工艺美术等装饰领域市场需求，工作组对市面上普遍存在的

国内外金粉产品进行汇总及分类，明确该领域主要使用的金质量分数

为 94％、96％、97％、99％的金粉，分类方法符合 GB/T 18035的规

定。 

2.2.2  金含量 

工艺美术用金粉的金质量分数为 94％、96％、97％、99％。其

中，金量的测定应符合 GB/T 15249.1 中火试金重量法的测定，并且

要求金元素作为主元素质量分数应不低于 94％、96％、97％、99％。 

2.2.3  杂质元素 

工艺美术用金粉的杂质元素测定采用 GB/T 11066.8 的乙酸乙酯

萃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进行测定，将金及银铜三种

元素作为主元素，其他杂质元素的选取主要依据以下几方面： 

1）原料中含有的； 

2）生产过程中引入的； 

3）可能存在对环境有危害的。 

最终确定杂质元素有铁、镁、镍、铋、铅、锑、铬、钯元素，其

含量采用 GB/T 11066.8 方法进行测定和约束，其中产品 P-Au97.0、

P-Au96.0 和 P-Au94.0 中银含量的测定应符合 GB/T 15249.2 中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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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重量法的规定，铜含量的测定应符合 GB/T 15249.3的规定。 

工艺美术用金粉产品的使用效果主要取决于主元素的含量和占

比，因此，其他杂质超出表格范围时，不影响使用；并且杂质元素包

括但不限于本标准中所列元素。 

2.2.4  形貌 

工艺美术用金粉的形貌主要采用扫描电镜进行观察，其中球型金

粉（类球形）记为 Q、片状金粉记为 P，均为名称汉语首字母的缩写。 

2.2.5  粒径分布 

工艺美术用金粉的粒径采用 GB/T 19077 激光衍射法进行测试，

粒度分布呈现正态分布，其中，常使用 D50 来表示样品的平均粒度，

并且尺寸值的确定依据市面上多家样品进行 3次测定，选择粒径尺寸

的上限作为限定值。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按照本标准条款要求，组织包含工作组成员在内的我国主要工艺

美术用金粉生产商和零售商进行多方验证，从验证结果来看，满足标

准编写要求。 

四、标准涉及专利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本文件技术要求遵守性能特性原则，只对“结果”（即产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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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要求，不对“过程”（技术、方法）的途径进行约束，故本文件不

涉及任何专利权利要求内容。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市面上在售的金粉产品质量良莠不齐，评价方法不规范，主要依

靠个人经验判断，有些企业更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在金粉中掺杂

玻璃粉等杂质，以次充好的现象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侵犯了消费者

的权利。 

长春黄金研究院自主研发的金粉产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可以完全取代国外进口产品，目前销售的片状金粉已占据国内

38％的市场份额。 

此次《工艺美术用金粉》标准的制定、发布，将统一对工艺美术

用金粉产品的分类和质量的要求与判断依据。 

从企业发展角度，本标准的制定发布，有利于引导企业和个人对

照标准规范企业生产，完善企业生产制度，提高企业生产水平和产品

质量；从市场发展角度，本标准为金粉生产销售企业提供产品质量规

范和检验标准，将有效规范金粉产品市场，为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保

障，有利于国内金粉产品市场份额的提升；从社会发展角度，国产金

粉的问世，打破国外长期以来的市场垄断，填补国内市场的空白，增

加国民对国产产品的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 

本标准有利于引领工艺美术用金粉产品市场的规范成熟，减少或

避免无序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有利于金粉在消费市场的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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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利于促进我国黄金粉末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推动行业

高质量发展。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

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

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化文件在制定过程中开展了国内外标准的机检和手检工

作，未见有与工艺美术用金粉相关的标准。 

工艺美术用国外进口产品规格主要有 94％、96％、97％、99.9％

几种，其中 94％和 97％的片状金粉最为常见，制备工艺主要为手工

研磨，耗时耗力，其微观状态下，形貌呈现规则的四边形片状结构，

尺寸为 5 μm～10 μm，粒度分布较宽，而国产金粉产品使用机械代替

传统的手工研磨制备片状金粉，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且粒度分布

较均一，尺寸在 9 μm以下，形貌呈规则的四边形结构，国产金粉经

下游多家客户试用反馈，在使用上与国外进口产品没有区别。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

协调性 

本标准化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

有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9 

本标准化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建议本标准发布后 12个月实施。 

本标准发布后，应向黄金行业生产单位进行宣贯，向所有从事工

艺美术用金粉产品生产、销售、检测、应用的相关企业和人员推荐执

行本标准。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化文件为新制定标准，不涉及废止现行标准。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2023年 12月 9日，在全国黄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深圳市组织

召开的本标准初审会上，与会专家组成的审查组对标准初稿进行审查

研讨，提出调整标准名称为《工艺美术用金粉》的建议，会后经标委

会秘书处和工作组会议研讨，同意审查组建议，于 2024年 3月 12日

向初审机构提交项目名称变更申请，获初审机构审核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