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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铸造协会《铸造感应炉订货技术条件》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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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铸造协会下发的中铸协标[2021]32号《关于中国铸造协会熔炼技

术与设备分会一项团体标准制修订的批复》制定的，标准计划号为 T/CFA 2021016。 

根据计划，本项目主要开展团体标准《铸造感应炉订货技术条件》的制定工作。 

项目计划完成时间：2021年 8月。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1）2020 年 5 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分不同地域对铸造感应炉市场进行调研，了

解当前铸造感应炉市场的特点。2020 年 10 月，由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起草标准申报草

案和项目建议书，并上报至中国铸造协会申报立项。 

2）2020年 8月，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召开了“《铸造感应炉订货技术条件》标

准立项审查会”，该标准在审查中无重大分歧意见，获得一致通过。 

3）2021年 6月，中国铸造协会下发了中铸协标[2021]32号《关于中国铸造协会熔

炼技术与设备分会一项团体标准制修订的批复》，本项目计划随之下达。 

4）2021年 10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工作组协商意见的基础上编写完成了标准工作

组草案初稿，并将草案发送给工作组成员审查。 

5）2021年 11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工作组成员的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针对性

的修改和完善，编写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6）2021 年 10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发往 14 个相关单

位征求意见，并对反馈的意见进行收集整理。截止到 2022年 3月，在征求意见的 14个

单位中，回函的单位有 10 个，其中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有 4 个，没有回函的单

位有 4 个，合并后征集意见共计 8 条（详见附件一）。通过对这些反馈意见进行整理和

分析，最终采纳 3条、部分采纳 3条、不采纳 2条意见和建议，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反

馈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完善，于 2022 年 4月完成了标准送审稿和编制说明。 

7）2022 年 9 工作组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组织了《铸造感应炉订货技术条件》

标准审查会，该标准在审查中无重大分歧意见，获得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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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作组按照会议审查意见对标准送审稿作进一步修改、整理和完善，于 2022年

11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报至中国铸造协会。 

征求意见阶段： 

2022年 12月至 2023年 4月，熔炼技术与设备分会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发

往 40个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并对反馈的意见进行收集整理。截止到 2023年 5月初，在

征求意见的 40个单位中，回函的单位有 38 个，其中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有 1个，

没有回函的单位有 37 个，合并后征集意见共计 2 条，对编制说明提出了补充完善的意

见，详见意见汇总表，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反馈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完善，于

2023年 5月完成了标准送审稿和编制说明。 

2023 年 5 月上交中铸协熔炼分会理事会年会讨论，27 位与会代表对标准送审稿进

行了讨论，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与会代表反馈意见对文件进行了修改完善，一致同意上

报，并于 2023年 8月向中铸协标准委提交征求意见稿。 

 

审查阶段： 

报批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项目由西安电炉研究所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制定工作。 

项目参加单位：苏州振吴电炉有限公司、山东荣泰感应科技有限公司、西安蓝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科健电炉电器有限公司、泰州宏康电气有限公司、富士电机（珠

海）有限公司、唐山市君通科技有限公司、洛阳申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主要成员： 高巍、张永武、姜兴华、吴艳美、吴超、陈彤、、、、、、、 

主要起草人所做的工作：高巍任起草工作组组长，全面协调标准起草工作。张永武

负责标准的具体起草与编写工作，负责对铸造感应炉市场进行调研，了解当前铸造感应

炉市场的特点。姜兴华、吴艳美负责对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纳整理，以及其他材

料的编制，吴超、陈彤负责试验方法验证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 

1）制修订标准的依据或理由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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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起草。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时，

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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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2）制修订标准的原则及制修订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时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

断完善”的原则，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

推进。 

三、标准化对象简要情况 

感应炉主要用于金属熔炼和保温，以及金属快速热处理等领域，主要炉种有无心感

应（熔炼/保温/加热）炉、有心感应（熔炼/保温/加热）炉置等。我国感应炉制造企业

主要集中分布在江苏、浙江、陕西等地，近年来，随着我国铸造行业和热处理行业市场

快速发展，我国感应炉制造企业数量有所增加，截止 2022 年初，我国感应炉制造企业

已达到 170余家，其中年产值 5000万以上企业数 

送审阶段（应描述清楚审查会的情况和必要时的函审情况）： 

 

报批阶段 

 

量已达到 16 家以上。随着感应炉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我国感应炉行业发展非常迅

猛，国产感应炉技术水平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内市场占有份额显著提高。T/CFA 

0310021《铸造企业规范条件》的实施，加快了落后产能淘汰速度，促使感应炉制造企

业不断技术创新，降低设备能耗指标。感应炉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当前铸造感应

炉市场具有以下特点： 

a)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市面上大部分铸造感应炉，产品选用元器件质量普遍较差，

加工粗糙，出厂质检不完善，使用寿命短。出厂时相关技术条件不明确，且对应技术要

求无明确要求； 

b) 电效率低。产品设计不优化，关键元件以次充好，导致电能转换效率较低； 

c) 安全隐患突出。由于没有相关的产品订货技术条件，部分厂家在安全方面考虑

不够。可能会造成电磁泄露，产品损坏，人体触电等危害，或者产生谐波污染电网，影

响其余电器的使用； 

d) 虚假宣传严重。部分厂家利用与用户产品信息理解不对称，恶意曲解部分专用

名词的含义，宣传指标与实际参数严重不符，甚至超过理论最优值，对行业声誉造成极

差影响； 

e) 产品线低端。大部分产品科技含量不够，关键技术落后，产品附加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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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售后维护无保障。部分厂家缺乏完善的产品资料，使用说明书编制不全面，不

规范甚至与产品不符。产品使用和维护复杂，不人性化，没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 

因此，急需针对铸造行业庞大的采购和使用感应炉的市场，制定出可规范、指导产

品的订货采购和使用的标准，引导用户正确使用感应炉产品，促进铸造行业朝绿色、环

保、智能方向健康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四、与国际、国外、国内标准对比情况及标准水平分析 

1）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项目，应当详细地说明采用该标准的目的、意

义，标准程度及理由。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除产品技术标准，没有查询到相应的采购类国际、国外标准，

因此没有采标。 

产品技术标准主要有安全类（国际标准 IEC 60519-3:2005）、能耗类（国家标准 GB/T 

30839.31—2014）、性能类（国家标准 GB/T 10067.31—2013）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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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查询到相应的采购类国际、国外、国内同类标准。按照产

品安全、能耗、性能与现有标准对比如下： 

安全指标方面，本文件与际标准 IEC 60519-3:2005对比情况如下表： 

标准        

    项目/指标 

IEC60519-3 本文件 本文件较 IEC60519-3 

对比结果 

漏炉报警装置 建议安装 按炉子容量明确具

体要求分 

表述更准确 

电气绝缘 要求设置绝缘 明确绝缘电阻值 要求更明确、更严格 

能耗指标方面，本文件与国家标准 GB/T 30839.31-2014对比情况如下表： 

标准        

    项目/指标 

GB/T30839.31 本文件 本文件较 GB/T30839.31

对比结果 

单位电耗 

（以 1吨铸钢为例） 

740 kWh（二等） 执行 T/CFA0310021，

720kWh 

统一标准，更具有操作

性 

性能指标方面，本文件与国家标准 GB/T10067.31-2013对比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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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项目/指标 

GB/T 10067.31 本文件 本文件较GB/T 30839.31

对比结果 

感应线圈使用寿命 6000h 8000h 更严格 

3）标准水平分析 

通过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比较，本文件表述更准确，要求更明确、更严格，更具

有操作性，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2023年 7月项目组委托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进行了标准查新，查新结论显示无雷同

标准，对相关引用标准均进行了说明，详见附件。 

五、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论据 

1）适用范围 

本标准化文件规定了铸造感应炉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贮存以及订购和供货等要求。 

本标准化文件适用于铸钢、铸铁行业非真空中频无心感应炉。其他结构形式的感应

炉（如，真空感应炉、有心感应炉）、其他工作频率的感应炉（如，工频感应炉、高频

感应炉）以及熔炼其他金属的感应炉（如，熔铜感应炉、熔铝感应炉）订货技术条件可

参考本标准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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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化文件规定了铸造感应炉性能指标主要包括额定功率、额定容量、功率因数、

额定温度、单位电耗、熔化率和升温率、受热构件表面温升和噪声等，旨在规范铸造行

业感应炉订货技术要求，推动感应炉技术创新升级，弥补熔炼装备技术市场需求短板。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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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目前国内铸造行业感应炉的实际生产技术水平，同时考虑国家对铸造行业感应

炉的要求和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为验证铸造行业感应炉订货技术规范，西安电炉研究所

有限公司委托国家电炉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结合当前铸造行业感应炉现状对包括额定功

率、额定容量、功率因数、额定温度、单位电耗、熔化率和升温率、受热构件表面温升

和噪声等主要性能指标，进行了主要的试验验证分析。 

1）针对标准确定的上述主要内容作出相应的生产试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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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6月，项目组对浙江、江苏、陕西、山东等8家感应炉制造企业生产的1t

铸钢感应炉在8家铸造企业现场进行了额定功率、功率因数、单位电耗、熔化率、炉子

外壳温度、绝缘电阻和噪声等主要性能指标进行了按照本文件进行了测试验证。 

项目测试统计结果如下：  

检测项目 浙江 1 浙江 2 山东 1 山东 2 山东 3 江苏 1 江苏 2 陕西 

额定有效炉料/额

定容量（t）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额定功率（kW） 800 1000 1000 800 800 800 800 800 

功率因数 0.99 0.98 0.98 0.98 0.97 0.99 0.98 0.98 

单位电耗

（kW·h/t） 
630 640 675（超） 598 615 602 595 612 

熔化率/升温率

（t/h） 
1.25 1.55 1.10 1.20 1.10 1.28 1.20 1.22 

炉子外壳温度

（℃） 
67.0 108（超） 75.0 45 46 34 54 59 

绝缘电阻（MΩ） 1.5 2.0 1.5 10 3.4 
0.12 

（超） 
0.12 1.1 

噪音（dB） 78 88（超） 92（超） 75 79 92（超） 76 79 

额定温度/试验温

度（℃）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在测试的 8×9=72 组数据中，共发现 6 组数据超标，参数合格率 91.7%；8 台被测

样品中 3 台样品出现不合格指标，产品合格率 62.5%。 

2023年8月-9月，项目组对浙江、安徽等3家感应炉制造企业生产的3台5t铸铁感应

无心炉在铸造企业现场进行了额定功率、功率因数、单位电耗、熔化率、炉子外壳温度、

绝缘电阻和噪声等主要性能指标进行了按照本文件进行了测试验证。 

检测项目 浙江 1 浙江 2 安徽 1 

额定有效炉料/额定容量（t） 5.0 5.0 5.0 

额定功率（kW） 3500 4000 4000 

功率因数 0.98 0.99 0.98 

单位电耗（kW·h/t） 585 540 565 

熔化率/升温率（t/h） 5.98 7.41 7.08 

炉子外壳温度（℃） 49.5 56.8 102（超） 



7 

 

绝缘电阻（MΩ） 1.3 2.2 1.2 

噪音（dB） 98（超） 92（超） 92（超） 

额定温度/试验温度（℃） 1500 1500 1500 

在测试的 9×3=27 组数据中，共发现 4 组数据超标，参数合格率 85.2%；3 台被测

样品均出现不合格指标。 

2023年8月，项目组对浙江某感应炉制造企业生产的1台10t铸铁感应无心炉在铸造

企业现场进行了额定功率、功率因数、单位电耗、熔化率、炉子外壳温度、绝缘电阻和

噪声等主要性能指标进行了按照本文件进行了测试验证。 

检测项目 浙江某感应炉制造企业 

额定有效炉料/额定容量（t） 10 

额定功率（kW） 5000 

功率因数 0.96 

单位电耗（kW·h/t） 555 

熔化率/升温率（t/h） 9.0 

炉子外壳温度（℃） 78.3 

绝缘电阻（MΩ） 4.5 

噪音（dB） 79 

额定温度/试验温度（℃） 1500 

现场测试 9 组数据均合格。 

2023年8月，项目组对陕西某感应炉制造企业生产的1台10t熔铜感应有心炉在用户

单位现场进行了额定功率、功率因数、单位电耗、熔化率、炉子外壳温度、绝缘电阻和

噪声等主要性能指标进行了按照本文件进行了测试验证。 

检测项目 陕西某感应炉制造企业 

额定有效炉料/额定容量（t） 10 

额定功率（kW） 3500 

功率因数 0.92 

单位电耗（kW·h/t） 340 

熔化率/升温率（t/h）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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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子外壳温度（℃） 32.2 

绝缘电阻（MΩ） 122 

噪音（dB） 72 

额定温度/试验温度（℃） 1200 

现场测试 9 组数据均合格。 

2）在铸造行业内主要验证数据分析结果和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分析数据 

项目组收集了中铸协熔炼分会22家理事单位通用感应炉《技术协议》与《产品样册》，

与本标准化文件所规定了铸造感应炉性能指标及要求进行对比，本标准化文件规定的性

能指标涵盖了以上企业感应炉《技术协议》通用技术指标（额定功率、额定容量、功率

因数、额定温度、单位电耗、熔化率和升温率、受热构件表面温升和噪声等），增加了

感应线圈、磁轭、炉盖、传动装置、操作控制台、母线及水冷电缆等部件的技术要求，

符合感应炉销售与订货双方利益要求。 

3）技术经济论证 

经过试验验证，本文件有较强的可操作性，13台抽检样品现场检测，每台测试时长

1-2天，平均每台测试费为1.45万元，人员差旅及费为0.45万元，合计1.9万元；测试结

果证明本文件规定的感应炉订货技术规范先进合理、切实可行。 

4）预期的经济效益分析、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规范铸造感应炉产品质量，提升铸造设

备技术，保证了标准的时效性，进一步推进铸造感应炉市场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

推动我国先进装备制造技术快速发展。标准实施后，将为整个行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七、标准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八、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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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在工业电热设备领域的 13 大类产品中属于第 2 大类：感应加热装置方面的

产品标准。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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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7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铸造感应炉订货技术条件》标准编制组 

                                             2023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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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查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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