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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铸造协会《炼焦炉用蠕墨铸铁炉门、炉框和保护板》 

标准制修订编制说明(征求意见阶段) 
 

 

1.任务来源、工作简要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任务来源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能源领域，大力推广低碳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绿色能源

已列入国家重点项目。2020年 6 月 1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焦化行业规范条件》

的公告，焦化生产企业应满足《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及地方相关政策要

求。因此就对焦炉护炉铁件有更高的性能要求。 

2024 年 1 月由山东汇达蠕墨装备有限公司向中国铸造协会提出申请，于 2024 年 4 月

获得中国铸造协会 2024第 17号文件批复准予立项，并委托中国铸造协会标准工作委员会、

铸铁工作委员会进行组织实施的制修订项目，项目编号为 T/CFA 202402,项目立项名称为

《蠕墨铸铁炉门、炉框和保护板》。主要起草单位山东汇达蠕墨装备有限公司提出并起草，

本标准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5年。 

2)工作简要过程 

（1）草稿研制阶段： 

2024 年 1 月由山东汇达蠕墨装备有限公司向中国铸造协会提交了制定《蠕墨铸铁炉

门、炉框和保护板》标准的项目建议书，同时山东汇达蠕墨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了公司内部

的标准编制工作小组，组织了公司技术骨干针进行研讨，结合中国铸造协会标准工作委员

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前后进行了三次更改完善，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内外技术资

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并结合实际应用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和归纳，

在此基础上编制出《蠕墨铸铁炉门、炉框和保护板》标准草案初稿，于 2024 年 4月形成

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等相关附件，报中国铸造协会（标准工作委员）秘书处。

于 2024 年 4月 22 日对此标准进行了批复（中铸协标 [2024] 17 号文）。2024年 7月 13

日中国铸造协会（标准工作委员）组织了《蠕墨铸铁炉门、炉框和保护板》团体标准研讨

会，参会单位有中国铸造协会、中国铸造协会等温淬火分会、中国铸造协会铸铁工作委员

会、河北工业大学、中国重汽集团、河海大学、山东国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华焜耐

磨钢有限公司、山东汇达蠕墨装备有限公司 9个单位共 17人，经会议讨论，商定《蠕墨铸

铁炉门、炉框和保护板》做以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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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名称：改为《炼焦炉用蠕墨铸铁炉门、炉框和保护板》，英文名改为：vermicular 

graphite cast iron door，frame and protective plate for coke oven； 

2）1 范围  将“本文件适用于焦化行业炉门、炉框和保护板等产品的制造与验收”改

为“本文件适用于炼焦炉用炉门、炉框和保护板等产品的制造和验收”。 

3）3 术语和定义 

（1）3.1 删除“装煤和推焦时由推焦机和拦焦机来完成其摘挂”。 

（2）增加“刀封面、炉框刀边密封面、小炉门刀边”的定义或者图示说明。 

4）4 技术要求 

（1）4.1.1和 4.1.2合并成一条，增加残余 Mg及稀土元素含量。 

（2）4.1.4 “金相检验”改为“金相组织要求”，增加珠光体、铁素体、磷共晶含量

规定。 

（3）4.1.5“其他要求”改为“加工要求”；本条目下增加对炉门、炉框和保护板分规

格型号挠弯的要求及缺陷要求定量描述。 

（4）4.2“装配要求”改为“密封要求”，并分成“严密性要求、渗漏要求、气压要求”。 

（5）4.3“涂装”改为“涂装要求”，增加对油漆种类、涂装方法、耐温要求、漆膜厚

度等参数的要求。 

5）6 检验规则 

（1）6.1检验批次 将“（简称同包同窑）”改为“（简称同包同炉）”。 

（2）“6.3拉伸试验” 去掉。 

（3）6.4外观  增加 6.4.3 对涂装的检验规则。 

（4）增加对密封试验的检验规则。 

起草组对专家提出的建议进行总结归纳对标准再次进行认确认修改，于 2025 年 4 月

15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等相关附件，报中国铸造协会标准工作委员会秘书

处。 

（应描述清楚起草组的成立情况以及开展的各项工作介绍，有专题调研报告时应将其

扫描件作为附件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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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征求意见阶段： 

（应描述清楚研讨会的情况以及会议意见处理情况） 

（3）送审阶段（应描述清楚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及意见采纳情况）： 

（4）报批阶段（应描述清楚审查会的情况和必要时的函审情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汇达蠕墨装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新兴、王鹏飞、王志强、伊立冬、 

所做的工作：山东汇达蠕墨装备有限公司为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负责组织本标准的

起草与编制及各阶段标准的审核、总结，并进行规范和多次的实验验证。工作组成员负责

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的收集、分析及资料查证，对产品生产工艺、性能和使用经验

进行总结和归纳，以及负责对国内外产品和技术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主要起

草单位负责对各方面的意见及建议进行归纳、整理。 

2.制修订标准的原则 

1）制修订标准的依据或理由 

推进实施焦化行业低排放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建设国家绿色焦化产

业基地的现实要求。为推进焦化行业全流程、系统化环境治理，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以生态环境高标准保护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然而当前老的行业标准已出现了多项空

白，不符合新的环保形势下的焦化行业使用要求。新起草的标准对包括铸件的力学性能，

金相，涂漆，检验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2）制修订标准的原则 

修订的原则是不脱离行业标准，恰当的通过实践论证得出结论。提高对炉门、炉框和

保护板铸件生产的约束性，使生产企业在组织生产中有章可循。基本上符合国内相关标准，

在原有行业标准的基础上更加细化要求，借鉴一部分蠕墨铸铁国家标准融入本次起草的标

准中，并更加严格修订标准。本标准仅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借鉴，提出一整套适用于炉门、

炉框和保护板的技术要求文件。 

3.标准化对象简要情况 

炉门、炉框和保护板的产品质量影响焦化企业的生产效率，目前看生产企业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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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占市场一份额各显神通。规模企业例如无锡甘露焦化设备有限公司、河北知新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邢台轧辊沃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江苏苏铁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

尚且不能保证产品百分百合格。而没有规模的小厂（小作坊）对于质量更无法控制，性能

无法保证。市场上打价格战对于内在质量无法约束。 

受限于环保政策越来越完善，焦化行业对产品性能要求越来越严格，炉门、炉框和保

护板的质量不合格，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变形、断裂，造成焦炉跑烟、冒火，既造成环境

污染也容易导致安全事故，给焦化厂造成损失，将会影响蠕墨铸铁在焦化行业的口碑。所

以标准的确立是对生产企业的一个约束，是对客户在采购中有了一个质量保证。 

2023 年焦化行业拟建项目有 10个（甘肃 兰鑫钢铁集团年产 120 万吨焦化项目；河

南 河南平煤神马汝丰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20 万吨焦炭改造升级项目等），在建项

目有 14 个（河北 河北新彭楠焦化有限公司 251 万吨年焦化产能整合及减量项目；河北 

邯钢华丰能源有限公司邯钢老区焦化搬迁项目），按照全年近 18座焦炉，一座焦炉用炉门、

炉框和保护板重量 1000 吨核算，2023 年焦炉炉门、炉框和保护板总吨位达 18000 吨，较

前年 27 座焦炉减少近三分之一。 

目前国内炉门炉框和保护板材质已接近百分百蠕墨铸铁，日本、韩国、德国及俄罗斯

在焦化行业上使用灰铸铁较多，但在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受国内设计院及承包

商影响，大部分采用蠕墨铸铁材质。对蠕墨铸铁材质也比较认可。 

4.与国际、国外、国内标准对比情况及标准水平分析 

1）与国际、国外、国内同类标准的主要差异，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况等。 

2）标准水平分析 

本标准没有相似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悬挂式弹簧门栓焦炉炉门、

炉框、保护板制造技术条件》（YB/T 138-1998）,部分技术指标与其一直，与行业标准《悬

挂式弹簧门栓焦炉炉门、炉框、保护板制造技术条件》（YB/T 138-1998）相比，本标准重

点对炉门、炉框、保护板本体进行规范，提高蠕墨铸铁材质的炉门、炉框、保护板的产品

质量，从而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本标准增加了蠕墨铸铁的力学性能和金相检验要求，形

成了更系统的验收标准，本标准对产品的铸造公差等级由 CT 12 级提高到 DCTG 11级，详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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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中铸协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国际标准 

主要技

术参数 

化学成分：蠕墨铸铁化学成分由供方自行决定，

化学成分不作为铸件验收依据 

 

   

主要技

术指标 

未注尺寸公差： 

铸件未注铸造公差应符合 GB/T 6414-2017 中

DCTG 11 级规定 

 

未注尺寸公差： 

铸造应符合 GB/T 6414-

86中 CT12 级规定 

 

性能要

求 

力学性能:应符合 GB/T 26655 蠕墨铸铁件的要求 

金相检验： 

蠕化率 70%±15，其余应符合 GB/T 26656 蠕墨铸

铁金相检验的要求。 

 
参 照 蠕 墨 铸 铁 件

JB4403-87 
 

实验方

法 

化学分析取样方法按 GB/T 222 进行；抗拉强度试

验按 GB/T 228 进行。 蠕墨铸铁件的蠕化率评定

按 GB/T 26656-2023 进行。 

 

化学分析取样方法按

GB/T 222 进行；抗拉强

度试验按 GB/T 228 进

行。 蠕墨铸铁件的蠕化

率评定按 JB/T 3829-

1999 进行。 

 

检验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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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蠕墨铸铁炉门、炉框和保护板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

志、质量证明书 、包装、储存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炼焦炉用炉门、炉框和保护板等产品的制造与验收。 

2）标准主要技术内容（主要性能指标、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确定的论

据 

（1）为了保证成品率，本标准增加了对化学成分的要求。 

炉门、炉框和保护板采用 RuT350。化学成分应符合表的规定。 

表 化学成分要求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P S Mg RE 

RuT350 3.2-3.8 2.4-2.8 0.5-0.8 ≦0.1 ≦0.03 0.02-0.035 0.02-0.05 

注：化学成分不作为铸件验收依据。 

（2）为了保证产品性能，本标准增加了对金相组织的规定： 

炉门、炉框和保护板单铸试块蠕化率60%~85%，不允许出现片状和细片状石墨。 

基体组织为铁素体和珠光体，珠光体含量20～40%；磷共晶数量等级应符合GB/T 26656-2023中规定

的不大于磷2级要求，碳化物含量应符合GB/T 26656-2023中规定的不大于碳2级要求。 

（3）为了保证安装和使用的稳定性，本标准增加了对挠弯的规定： 

 炉门、炉框和保护板单侧挠弯不应大于 2 mm，对角挠弯不应大于 1.5 mm。 

（4）为了保证产品稳定性，本标准增加了对热处理的规定： 

铸件应进行消除内应力退火。 

（5）为了提高产品的外观质量，增加使用寿命，本标准增加了涂装要求： 

涂装前炉门、炉框和保护板表面处理等级应达到GB/T 8923.1-2011 规定的Sa2级。 

炉门、炉框和保护板应喷涂底漆和面漆各一遍，干膜漆膜厚度不应小于 50 μm。 

炉门、炉框和保护板加工面及螺栓孔应涂防锈油脂。 

（应详细描述设定的理由，与现有国内外标准不一样的理由以及标准解决的主要问题



 7 / 10 
 

等，针对修订项目，修订部分的内容需要重点描述） 

6.主要试验（或验证）结果的分析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 

1）针对标准确定的主要内容作出相应的试验、验证、统计数据等分析。 

我们对 2024年 4月-7月生产的 130炉 RuT350产品单铸试块的抗拉强度进行了数据收

集整理，数据如下表： 

2）主要试验（或验证）数据分析结果 

通过总结发现： 

蠕化率 90%，抗拉强度不合格占比 28.6%； 

蠕化率 85%，抗拉强度不合格占比 5.3%； 

蠕化率 80%，抗拉强度不合格占比 3.9%； 

蠕化率 75%，抗拉强度不合格占比 0%； 

蠕 化

率 
抗拉强度 

90% 354 352 340 352 358 354 346      

85% 

384 371 440 407 368 372 359 366 352 357 322 357 

407 416 410 350 371 386 353 358 355 352 352 370 

355 376 366 375 350 352 424 380 253 392 396 369 

380 413           

80% 

385 387 367 370 393 365 365 384 400 362 367 373 

379 371 375 385 365 366 352 396 388 360 401 396 

384 390 396 390 389 376 367 350 359 397 327 360 

350 366 352 334 388 384 427 429 359 397 375 402 

400 350 419          

75% 

382 386 411 399 393 397 382 379 364 371 392 433 

415 419 384 383 399 395 351 457 395 381 385 398 

415            

70% 396 368 408 433 421 412 407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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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化率 70%，抗拉强度不合格占比 0%。 

部分炉次的金相组织图 

 

 

 

 

 

 

 

 

 

 

 

 

 

 

 

 

 

 

蠕墨铸铁在蠕化率 70%-75%,是抗拉强度最稳定的区间；在蠕化率 80%-85%，抗拉强度比较

稳定；蠕化率达到 90%及以上，抗拉强度极不稳定。 

3）技术经济论证 

当前蠕墨铸铁炉门、炉框和保护板在国内焦化行业炉门、炉框、保护板采用蠕墨铸铁材质

使用率接近 100%，蠕墨铸铁以其出色的性能赢了客户的好评。 

灰铸铁和蠕墨铸铁性能分析对比表 

牌号 HT250 RuT350 

抗拉强度 250～35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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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服强度 165～228 ≥245 

延伸率  ≥1.5 

硬度值 180～250 160～220 

组织 珠光体 珠光体+铁素体 

蠕墨铸铁炉门、炉框和保护板的产品质量和性能稳定，因此使用寿命更高，较高的使用寿

命在节能、降耗和环保方面得到更明显体现。 

目前国内如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众联盛化工工程有限公司、赛鼎工程有限公

司等焦化设计公司，已将蠕墨铸铁作为炉门、炉框和保护板的唯一材质。 

经济效益及远景，成本上分析及计算： 

两种材质应用在炉门炉框和保护板上对比分析 

牌号 HT250 RuT350 

材料成本 5500 元/吨 6000 元/吨 

使用寿命 5-10 年（不受外力撞击） 15年以上（不受外力撞击） 

4）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制定本标准，将会提高炼焦炉用炉门、炉框和保护板的产品质量，高质量形成好

口碑，未来面对国外客户更有说服力，期望将炼焦炉用蠕墨铸铁更好的推向全世界。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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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规定：制定团体标准，应当遵循开放、透明、公平的

原则，保证各参与主体获取相关信息，反映各参与主体的共同需求，并应当组织对标准相

关事项进行调查分析、实验、论证。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8.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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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

家经济、技术政策需要和该标准涉及的产品的技术改造难度等因素提出标准的实施日期的

建议 

1）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0 / 10 
 

本标准作为炼焦炉用蠕墨铸铁炉门、炉框和保护板的重要成果，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参

照了相关单位的研究成果，实现了标准的协调一致。此外，在标准发布后，将通过标准宣

贯和行业会议对标准的内容进行宣传，让焦化设备生产企业掌握标准内容。然后通过在典

型用户的数据收集，进行案例演示，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之后通过技术交流，让行业内按照

本标准进行生产，实现本标准的贯彻实施。 

2）标准的实施日期的建议 

一般情况下，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10.废止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1.标准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12.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中国铸造协会《炼焦炉用蠕墨铸铁炉门、炉框和保护板》标准编制组 

2025 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