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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硫酸工业协会接受河北彩客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彩客化学（沧州）有限公

司、上格环境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委托而提出，并在中国硫酸工业协会 硫和硫酸团

体标准技术委员会的指导下成立工作组，负责标准的制定、编写等工作。 

2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由河北彩客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彩客化学（沧州）有限公司、东光县华力铸造材料厂、

上格环境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彩客化学（东营）有限公司、深圳准诺检测有限公司负责标

准和编制说明的编写，深圳准诺检测有限公司负责检测方法的建立和确定。 

3  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1）利于国家监管：再生硫酸有很大的价值，如果作为废物交由第三方，那么运输本身

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再加上第三方处理能力参差不齐，一旦发生倾倒或处理不当，对于国家

和生产企业都有很大的压力。如果能够资源化，从产生到去向都非常清晰的情况下，更有利

于国家监管。 

2）形成产业链：再生硫酸的利用，与呋喃树脂、原砂在当地能够形成一条新的产业链，

让上下游企业以最小的投入实现经济、资源最大化，符合国家资源化的思路。 

3）适应市场：团体标准的制定，为 50 酸的合法使用提供了一个依据，更能适应市场经

济，更具有实际实施意义。 

4）带动行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版）将“高浓度连续烟酸磺化”列

为鼓励类，此工艺也会再生硫酸，那么这个标准的提出同时解决了整个行业再生酸的去向。 

4  主要工作过程和工作内容 

1）2020.10 河北彩客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硫酸工业协会 硫和硫酸团体标准技术委

员会（以下简称“硫和硫酸标委会”）提交《DSD 酸（4，4′-二氨基二苯乙烯-2，2′-二磺

酸）生产再生硫酸团体标准申报项目的总体情况说明》、《DSD 酸（4，4′-二氨基二苯乙烯

-2，2′-二磺酸）生产再生硫酸团体标准项目计划汇总表》、《DSD 酸（4，4′-二氨基二苯乙

烯-2，2′-二磺酸）生产再生硫酸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经审查，获批立项； 

2）2020.11 考虑到新冠疫情目前的形势，在硫和硫酸标委会的指导下，项目启动会暨第

一次工作组讨论会通过腾讯视频会议线上召开，会上对标准框架及相应具体内容、指标等进

行了讨论，会议对行标制定流程的各个时间节点进行了规划，并对各参编单位的工作内容进

行了分工，即会后由河北彩客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彩客化学（沧州）有限公司、东光县华力

铸造材料厂、上格环境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彩客化学（东营）有限公司、深圳准诺检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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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着手进行团标工作组讨论稿和编制说明的起草，由深圳准诺检测有限公司负责检测方

法的建立； 

3）2021.01.06 标准工作组第二次讨论会通过腾讯视频会议线上召开，会上对标准和编

制说明文本讨论稿进行了充分讨论，最终对编入标准的 5 个项目的指标要求及检测方法达

成了一致意见，并增加 TOC（以 C 计）、对硝基甲苯邻磺酸、铊 3 个项目的复测，会上还对

标准讨论稿中其它条目的具体内容与格式进行了确认。会议决议，会后由深圳准诺检测有限

公司对 TOC（以 C 计）、铊两个项目进行复测、河北彩客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对硝基甲苯邻

磺酸进行复测，由河北彩客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彩客化学（沧州）有限公司、东光县华力铸

造材料厂、上格环境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彩客化学（东营）有限公司、深圳准诺检测有限

公司着手进行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的组织编写，由硫和硫酸标委会秘书处审定后公开

征求意见； 

4）2021.1 经标准工作组编写，最终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由工作组向

专家、生产厂家和下游应用单位共 X 家发出征求意见函，工作组将征求意见稿的回复、反

馈收集齐，列出《团体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5）2021.2 根据《团体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修改、完

善，最终形成送审稿，提交硫和硫酸标委会审定； 

6）2021.3 团体标准专家审查会在 XXXX 召开，审查组听取了标准工作组的汇报、解答

并提出 X 条意见和建议，最终一致同意标准送审稿通过审查，并要求工作组根据修改意见

完善团体标准，尽快形成报批稿上报审批； 

7）2021.4 标准工作组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最终形成报批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的编制遵循“规范性、一致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

注重标准可操作性。 

（1）规范性 

本标准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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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001.10—2015《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分：产品标准》及相关法

规的要求进行编写和表述。 

（2）一致性 

尽量与现行有效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保持一致，对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的技术指

标和要求作出相应的规定。 

（3）适用性 

制定的再生硫酸产品的技术指标，应满足下游树脂砂的生产要求，得到再生硫酸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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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并且不与其它相同应用的硫酸标准发生冲突，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再生硫酸，使资源

利用最大化。 

（4）可操作性 

标准编制标准既要充分考虑到本行业的发展现状与特点，又要有一个适宜的范围与程度，

提高标准贯彻实施的可操作性。 

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有： 

（1）参考现有的 GB/T 534-2014《工业硫酸》、GB/T 20001.4—2015《标准编写规则 第 

4 部分：试验方法标准》及部分化工企业制定的再生硫酸企业标准，据此确定 DSD 酸生产

再生硫酸的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2）采用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的企业及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再生硫酸样品的各项技术

指标的检测结果，以及下游客户的具体采购要求、下游客户产品的国家及行业标准等，据此

确定再生硫酸的技术指标具体要求、数值、范围等。 

3  国内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生产工艺和行业现状 

3.1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生产工艺 

过程酸生产工艺：将液磺通过焚硫系统转化为三氧化硫，然后在硫酸介质中与对硝基甲

苯进行连续磺化反应，待反应到达终点后，将物料打入降温釜、稀释釜进行降温稀释处理，

控制稀释后的过程酸浓度在 55%左右。待稀释后的物料降温至一定温度，进行真空抽滤，得

到对硝基甲苯邻磺酸固体，滤液即为质量浓度约 55%左右的过程硫酸。工艺流程图如图 1： 

 

 

 

 

 

 

 

 

 

图 1  过程酸生产工艺流程图 

再生硫酸生产工艺：将过程硫酸按定量打入反应釜，同时加入适当比例氧化剂，然后升

温至一定温度，继续滴加适量的氧化剂进行反应，直至过程硫酸外观为无色至淡黄色，经保

温、过滤，得到再生硫酸，质量浓度约为 50-55%左右。工艺流程图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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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再生酸生产工艺流程图 

3.2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行业现状 

DSD 酸是行业内用于替代致癌物联苯胺类物质的最佳产品，国内外尚无比 DSD 酸安全

性更高的可替代中间体。自 1994 年德国政府发布禁止使用以联苯胺为首的 22 种芳香胺和

118 种染料的规定后，其代用染料的研究非常活跃。选用非联苯胺的二氨基化合物来代替联

苯胺中间体，避免了联苯胺母体结构而受到更多重视。用二氨基二苯乙烯及其磺酸衍生物制

得的环保型染料，具有良好的牢固性能，色泽包括绿、棕、橙、黄、蓝、紫等。由此在近代

染料合成中，DSD 酸合成的染料受到人们的欢迎。DSD 酸是合成荧光增白剂的主要原材料，

最终应用于造纸、合成洗涤剂、纺织印染等行业，其中造纸和合成洗涤剂行业 DSD 酸消费

量占总量的 80%，是影响 DSD 酸市场需求的关键因素。由于国内各地的可支配收入增加、

生活水平以及经济状况整体改善，DSD 酸下游产品与其他纸张、纺织物、塑料及消费品的

运用需求将会日益增加。 

全球 DSD 酸产能 7 万吨，彩客公司 DSD 酸产能是 3.5 万吨，实际产销量全球第一。国

内产能 5.5 万吨，都是采用磺化法生产 DSD 酸并产生过程硫酸，每生产 1 吨 DSD 酸，大约

产生 1.6 吨过程硫酸，那么整个行业产生过程硫酸约 9 万吨。 

由过程硫酸生产的再生硫酸可以用来生产固化剂，固化剂与呋喃树脂用于生产呋喃树脂

砂，是铸造工业中理想的砂(型)芯粘结剂，沧州市泊头是中国八大铸造之乡之一，汽车模具

企业占全国汽车模具企业总量的 25%。与河北省周边呋喃树脂生产厂家、泊头铸造形成了产

业链。 

目前国内固化剂的需求量约 50 万吨，吨固化剂需要 0.6 吨以上的再生硫酸，总计有 30

万吨再生酸的需求，所以 9 万吨再生硫酸完全可以被消化掉。 

目前国内 DSD 酸行业产生的再生硫酸浓度在 50-55%之间、COD≤6000 mg/L，完全满足

下游生产固化剂用户对再生硫酸的使用要求。 

 

净化 

氧化剂 

过滤 保温 滤渣 

 

55%过程硫酸 

再生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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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制定的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和

随行文件、包装、运输和贮存、以及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DSD 酸生产过程中再生的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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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534  工业硫酸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22  化学试剂  气相色谱法通则 

GB 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T 30902  无机化工产品 杂质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3  技术要求 

3.1  评价指标的选取 

DSD 酸的生产过程包括焚硫、磺化、缩合、还原等工序，再生硫酸在磺化工段产生。理

论上，再生硫酸中重金属元素可能来自原料代入、有机杂质的来源可能为磺化工段中使用的

原料对硝基甲苯以及在磺化工段中生成的产物对硝基甲苯邻磺酸。为了准确了解 DSD 酸生

产再生硫酸的质量情况，由检测机构深圳准诺检测有限公司对再生硫酸样品进行了全项或分

项检测，其中外观的检测方法为自然光下目视观察，硫酸（H2SO4）、灰分、铁（Fe）、砷（As）、

汞（Hg）、铅（Pb）的检测方法按照 GB/T 534—2014 中的规定，样品中的杂质元素（如金属

元素铊（Tl））的检测方法按照 GB/T 30902-2014 中的规定，TOC（以 C 计）、对硝基甲苯邻

磺酸采用非分散红外线吸收法/还原—重氮化法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检测结果分别见表 1、表

2 和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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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外观、硫酸含量和灰分 

检测 

项目 

编号 

外观 ω（H2SO4）/% ω（灰分）/% 

样品 1 无色透明液体 53.6 0.238 

样品 2 无色透明液体 52.5 0.0534 

样品 3 无色透明液体 53.2 0.0259 

样品 4 淡黄色液体 53.75 0.0472 

样品 5 淡黄色液体 54.71 0.0339 

样品 6 淡黄色液体 55.45 0.0762 

样品 7 淡黄色液体 54.90 0.0390 

样品 8 无色透明液体 54.13 0.0757 

数据来源：准诺 

表 2  金属元素含量 

            编号 

检测 

结果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ω（Fe）/% 0.00844 0.00770 0.00614 

ω（As）/% <0.000003 <0.000003 <0.000003 

ω（Pb）/% 0.0000103 0.0000128 0.0000219 

ω（Hg）/%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ω（Tl）/% 0 0 0 

ω（Mn）/% 0.000107 0.0000970 0.0000814 

ω（Cr）/% 0.000129 0.000117 0.000917 

ω（Al）/% 0.00120 0.00113 0.000975 

数据来源：准诺 

表 3  TOC、对硝基甲苯邻磺酸含量 

检测 

项目 

编号 

TOC（g/L） ω（对硝基邻磺酸含量）/% 

样品 1 2.45 0.26 

样品 2 2.47 0.27 

样品 3 2.46 0.26 

样品 4 2.34 0.33 

样品 5 2.80 0.37 

样品 6 2.84 0.40 

样品 7 2.89 0.42 

样品 8 2.03 0.29 

数据来源：准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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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各样品中回收硫酸外观颜色有一定差异，但基本介于无色至淡黄色之

间；硫酸含量在 50%～60%、灰分为 0.02%～0.08%，根据调研，目前该产品含量、灰分完

全能够满足下游树脂砂的生产要求；表 2 金属含量结果显示，砷、铅、汞质量分数小于 10-

7，铊质量分数低于检出限，锰、铬质量分数均小于 10-6，虽然铁和铝含量相对较高，但是对

下游用户生产固化剂没有影响，故这几种金属均不纳入本次标准的指标范围；表 3 中有机物

检测结果显示，总有机碳 TOC（以 C 计）含量在 2.0～3.0 g/L，对硝基甲苯邻磺酸的含量在

0.2～0.5%，为了控制反应转化率和分离效率，从而确保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的下游应用，

故将二者纳入本次标准的指标范围。 

综上所述，依据国内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的产品质量情况以及用户对产品的使用要求，

同时经过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厂家及相关企业的协商和讨论，拟定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

技术指标设置的项目及基准值见表 4。 

表 4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技术要求 

项     目 要     求 

外观 无色至淡黄色液体 

硫酸（H2SO4）ω/%                 ≥ 50 

灰分ω/%                          ≤ 0.1 

TOC（以C计）（g/L）             ≤ 2.8 

对硝基甲苯邻磺酸ω/%              ≤ 0.4 

3.2  指标基准值的确定 

本标准中再生硫酸技术指标的限定数值的确定，是根据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的浓度特

点，结合下游用户对再生硫酸杂质情况的要求，参考 GB/T 534-2014《工业硫酸》国家标准，

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再生硫酸样品的各项技术指标的检测结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标准中具

体指标基准值的确定依据如下： 

（1） 外观、硫酸含量、灰分含量基准值 

此项内容主要根据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的外观、浓度、灰分特点，结合下游用户对

再生硫酸杂质情况的要求确定。 

（2） TOC（以 C 计）、对硝基甲苯邻磺酸含量基准值 

理论上，回收硫酸中有机杂质主要来源于磺化工段中的原料对硝基甲苯、该工段的产

物对硝基甲苯邻磺酸以及其他可能生成的有机物。根据检测报告，回收硫酸中 TOC（以 C

计）含量在 2.0～3.0 g/L，主要为对硝基甲苯邻磺酸。考虑到有机物分离难度以及下游用

户对回收硫酸中有机物含量的要求（回收硫酸中的有机物有利于下游企业生产固化剂），

确定指标水平的基准值时，以当前国内 80%的 DSD 酸企业达到该水平为取值原则，故将

TOC（以 C 计）、对硝基甲苯邻磺酸的基准值分别定为 2.8 g/L、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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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方法 

4.1  外观 

在自然光下目视观察。 

4.2  硫酸含量的测定 

按照 GB/T 534-2014 中 5.2 的规定执行。 

4.3  灰分含量的测定 

按照 GB/T 534-2014 中 5.4 的规定执行。 

4.4  TOC（以 C 计） 

4.4.1  测定原理 

试样经酸化曝气，其中的无机碳转化为二氧化碳去除，再将试样注入高温燃烧管中，可

直接测定总有机碳。 

4.4.2  试剂 

4.4.2.1 无二氧化碳水 

4.4.2.2 邻苯二甲酸氢钾 

4.4.2.3 硫酸溶液：1+1 

4.4.2.4 有机碳标准贮备液（400 mg/L）：准确称取邻苯二甲酸氢钾（预先在 110℃～120℃下

干燥至恒重）0.8502 g，置于烧杯中，加水溶解，定容于 1000 mL 容量瓶中，摇匀。在 4℃

可保存 2 个月。 

4.4.2.5 有机碳标准使用液（100 mg/L）：吸取有机碳标准贮备液（见 4.4.2.4）50.00 mL，定

容于 200 mL 容量瓶，摇匀。在 4℃条件下贮存可稳定保存一周。 

4.4.3  仪器和设备 

4.4.3.1 非分散红外吸收 TOC 分析仪 

4.4.3.2 一般实验室常用仪器 

4.4.4  分析步骤 

4.4.4.1 调试仪器。 

4.4.4.2 校准曲线的绘制 

在七个 100 mL 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0.00、2.00、5.00、10.00、20.00、40.00、100.00 mL

标准使用液（见 4.4.2.5），用水稀释至标线，混匀。配制成有机碳浓度为 0.0、2.0、5.0、10.0、

20.0、40.0、100.0 mg/L 的标准系列溶液，按照 4.4.4.4 操作测定其响应值，以标准系列溶液

浓度对应仪器响应值，绘制有机碳标准曲线。 

4.4.4.3 空白试验 

用无二氧化碳水代替试样，按 4.4.4.4 的步骤测定其响应值。每次试验应先检测无二氧

化碳水的 TOC 含量，测定值不应超过 0.5 mg/L。 

4.4.4.4 样品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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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稀释 50 倍（稀释倍数根据样品实际情况而定）后的试样注入 TOC 分析仪，经曝气除

去无机碳后导入高温氧化炉，记录相应的响应值。 

4.4.5  结果计算 

根据所测试样响应值，由校准曲线计算出总有机碳浓度，按式（1）计算： 

W（TOC）=（w－w0）×f             （1） 

式中： 

W（TOC）—试样总有机碳浓度，mg/L； 

w—试样仪器响应值，mg/L； 

w0—空白响应值，mg/L； 

f—稀释倍数。 

4.4.6  结果表示 

当测定结果小于 100 mg/L 时，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大于等于 100 mg/L 时，保留三位

有效数字。 

4.5  对硝基甲苯邻磺酸含量的测定 

4.5.1  对硝基甲苯邻磺酸含量的测定（化学法） 

4.5.1.1  方法原理 

方法：采用还原——重氮化法。 

原理：对硝基甲苯邻磺酸是含硝基的化合物，可以在酸性介质中，用锌粉将硝基还原成

氨基，过滤后用重氮化法分析。 

4.5.1.2  试剂与溶液 

4.5.1.2.1 锌粉，分析纯。 

4.5.1.2.2 氢氧化钠，分析纯。 

4.5.1.2.3 盐酸溶液：30%（m/m）。 

4.5.1.2.4 溴化钾溶液：100 g/L。 

4.5.1.2.5 亚硝酸钠标准滴定溶液：[C(NaNO2)＝0.1 mol/L]，按 GB/T 601 的规定配置和标定，

标定时用淀粉-碘化钾试纸指示终点。 

4.5.1.2.6 淀粉-碘化钾试纸。 

4.5.1.3  仪器与设备 

4.5.1.3.1 电子天平：精确至 0.0001 g。 

4.5.1.3.2 回流装置：500 mL。 

4.5.1.3.3 磁力搅拌器。 

4.5.1.3.4 滴定管，10 mL。 

4.5.1.4  测定步骤 

称取样品约 40 g（精确至 0.0002 g），转移至 500 mL 的锥形瓶中，用氢氧化钠中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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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PH 接近中性。 

加入锌粉 4 g，再加 30%盐酸 20 mL，加水 150 mL，加热回流沸腾 15 min 后过滤，弃

去滤饼，将滤液倒入 800 mL 烧杯中，用蒸馏水调体积至 300 mL，冷却至室温后加溴化钾溶

液 10 mL，加入盐酸 10 mL，在搅拌下以 0.1 mol/L 亚硝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当试液点

在淀粉-碘化钾试纸上呈微蓝色并保持 3 min 不消失即为终点。 

同样方法作空白试验。 

4.5.1.5  结果计算 

对硝基甲苯邻磺酸的质量分数 ω1（%），按式（2）进行计算： 

𝜔1 =
𝐶 × (𝑉 − 𝑉0) × 0.2172

𝑚1

× 100             （2） 

式中： 

C—亚硝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实际浓度，mol/L； 

V—消耗亚硝酸钠标准滴定溶液体积，mL； 

V0—空白试验消耗亚硝酸钠标准滴定溶液体积，mL； 

0.2172—与 1.00 mL 亚硝酸钠标准滴定溶液[c(NaNO2)=1.000 mol/L]相当的以克表示的

对硝基甲苯邻磺酸的质量； 

m1—试样的质量，g。 

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两位。 

4.5.2  对硝基甲苯邻磺酸含量的快速测定（分光光度法） 

4.5.2.1  仪器开机与波长选择 

7504 分光光度计开机预热 30 分钟，调测定波长 278 nm 

4.5.2.2  分析步骤 

称取约 2.0 g（精确至 0.0002 g）再生酸液体，置于带磨口盖的称量瓶中盖好盖子，称量

后记录质量 m1。把再生酸溶于 500 mL 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线充分摇匀备用。使用

1*1 cm 石英比色皿在 7504 分光光度计（或同等功效的紫外分光光度计）278 nm 处调试两只

比色皿，加蒸馏水吸光度均为 0 最佳，在正负 0.002 可用；不符合要求时清洗比色皿，使其

具备检测要求。然后测其吸光度，蒸馏水做空白，第二个格架放置样品，拉动架杆，记录样

品吸光度 A 值。 

4.5.2.3  结果计算 

对硝基甲苯邻磺酸的质量分数 ω2（%），按式（3）进行计算： 

 

式中： 

a—对硝基甲苯邻磺酸测定系数； 

A—测定的吸光度； 

𝜔2 =
𝑎 × A

𝑚2
× 1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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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称量样重量，g。 

注：对硝基甲苯邻磺酸测定系数每月校准一次，如遇氘灯更换或仪器维修后必须重新校

准系数后应用。 

4.5.2.4  对硝基甲苯邻磺酸的测定系数的计算 

称取至少 6 个对硝基甲苯邻磺酸标准样品，样品量在 0.3 至 0.8 g 左右（称取的样品质

量要具有梯度性），分别溶于 500 mL 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摇晃均匀。用移液管移取上述

溶液 5 mL 至另一个 500 mL 的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充分混匀后使用 7504 分光光度计（或

同等功效的紫外分光光度计）在 278 nm 处测其吸光度，根据化学法测得邻磺酸标准样品含

量分别计算出折算系数。取平均数做为该台分光光度计的折算系数。 

注：计算时其中某个数据偏差较大应舍去后再进行平均计算（最少 5 个可取数据）。 

对硝基甲苯邻磺酸测定系数用 a 表示，按式（4）进行计算： 

 

式中： 

ω3------标准品中对硝基甲苯邻磺酸质量分数，%； 

A-------测定的吸光度； 

m3------对硝基甲苯邻磺酸样品的质量，g。 

5  检验规则 

本部分对再生硫酸的检验分类、组批规则和采样方案以及判定规则做了相关的规定。 

6  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 

本部分根据相关规定以及再生硫酸的特性对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做了相关的规定。 

7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根据相关规定以及再生硫酸的特性，对包装、运输和贮存做了相关的规定。 

8  安全 

本部分根据相关规定以及再生硫酸的特性对安全做了相关规定。 

（四）标准技术论证及预期的社会、经济效果 

1  技术论证 

生产再生硫酸工艺路线为三氧化硫在硫酸介质中与对硝基甲苯进行磺化反应，反应物稀

释、过滤，得到固体产品对硝基甲苯邻磺酸与过程硫酸。磺化反应采用了连续化工艺自动控

制，降低了反应风险，产品品质稳定，过程硫酸质量分数均在 55%（±1%）。 

净化工艺选用的氧化剂，将过程酸中残留的对硝基甲苯邻磺酸和杂质氧化分解掉，降低

了酸的 COD 约 50-60%，改善了酸的外观，也不会对再生硫酸产生二次污染。 

𝑎 =
𝜔3 × 𝑚3

100 × A
× 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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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期社会、经济效果 

目前全国有 5 家 DSD 酸生产企业，生产过程中副产硫酸每年约 9 万吨左右。副产的硫

酸浓度约 50-55%，尚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最终可用于生产呋喃树脂砂，再生硫酸标准的建

立，有利于规范化经营及市场的拓展，以 50 元/吨计，潜在经济效益可达 450 万元/年。 

同时，再生硫酸标准的建立使得原先的副产物有了合理的去处，既避免了化学废弃品公

司处理所造成的极大的资源浪费，也减轻了生产企业的负担；同时废硫酸排放的减少，符合

国家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资源再利用的实现，又能够满足下游用户的要求，降低

下游产品的成本。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化工行业团体标准《DSD 酸（4，4′-二氨基二苯乙烯-2，2′-二磺酸）生产再生硫酸》

中产品的技术指标符合我国的实际生产情况，能够满足国内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的市场需

要，其全部项目的检测方法均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国家标准或国内先进标准。综合考量，该标

准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等并无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次制定《DSD 酸（4，4′-二氨基二苯乙烯-2，2′-二磺酸）生产再生硫酸》团体标准

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对于标准内容的制定部分，起草单位和其他各相关单位均通过函电、

会议等方式达成了一致意见。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自公布实施之日起，建议 DSD 酸生产再生硫酸的生产和使用单位、质检机构及生产许

可证审查办公室等行政部门按本团体标准的规定执行，本标准的使用者应同时遵守本标准的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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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没有现行相关标准需要废止。 

（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