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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时俱进  传统行业也有“春天”              
—— 访全国锻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金红

  文 / 张佩玉

锻压行业是我国装备制造业中举足轻重的基础产业，其发展水平是一个

国家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的重要性犹如空气、水、阳光之于人，任何

重要的装备都离不开锻压生产。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锻压设备数量、品种、

等级和锻件与冲压件的产量，就可衡量其工业水平和国防实力。

虽然我国锻件产量已进入世界生产大国，但在设备构成、等级、技术水

平和锻件品种、精度、工艺水平等方面，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尚需改

进提高。因此重视锻压行业的标准体系和规范的研究与开发，成为推动我国

锻压行业技术工艺水平进步的重要手段。

全国锻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 74 ）致力于我国锻压行业标准的制修

订工作，多年来为推动我国基础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日，《中国标准

化》杂志社记者采访了全国锻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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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修订突出行业需求

锻压是装备制造业最重要的基础工艺之一，

广泛应用于电站、冶金、机械装备、铁道、造船、

航空航天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以运载工具为

例，在飞机上约有85%、汽车上约有58%、农机上约

有70%的零部件均采用锻压工艺制造，采用锻压工

艺制造的零件不仅强度高、韧性好，而且随着锻压

设备的升级换代和锻压技术的进步，其在节材、节

能、降本增效方面的优越性日益显现，适用于工业

化大批量生产。据统计，2016年我国锻件产量已经

达到1200余万吨，居世界第一位。

越来越多的锻压企业认识到了标准化工作的

重要性，迫切期望通过标准化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

力。但是，很多企业苦于缺乏标准化人才，不知从

何入手开展此项工作。

金红秘书长介绍，全国锻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下简称“锻标委”）成立于1986年，负责全国

锻造、挤压、冲压、轧制及各种特种成形等塑性成

形工艺技术及工艺装备（模具除外）、工艺机械化

配套技术、锻压制品、锻压安全、锻压环保卫生、

锻压质量控制与检验等专业领域的标准化工作。

锻标委近年来积极开展“锻压标准体系”建设

工作，根据锻压行业技术发展需求和国家产业发展

政策及时进行调整，并于每年的年会上对“锻压标

准体系”进行讨论、审议，确定是否需要调整及调

整的内容。

为使锻压标委会组织制定的标准能够契合国

家的产业发展政策，起到引领锻压行业技术进步

的作用，“十二五”之初，秘书处认真研究工信

部发布的“机械基础件、基础制造工艺和基础材

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从中提炼出10类

“十二五”期间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锻压技术与工

艺，并按不同锻压工艺在行业内广泛征集符合“规

划”精神的拟制定标准项目名称，取得很好成效。

“十二五”期间，征集标准名称70余条，为标准制

定工作、特别是标准研究课题的申报工作做好了充

分准备。

针 对 企 业 缺 乏 标 准 化 人 才 这 一 问 题 ，

“十二五”期间，锻压标准委会秘书处以江苏太平

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试点，协助该公司建立

起了较为完善的标准体系，受到企业欢迎，并获得

良好社会经济效益。借鉴这一成功案例，经过积极

沟通，2016年，锻压标准委会秘书处成功与湖北三

环锻造有限公司、芜湖禾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达成

合作意向后，2017年又与正兴车轮集团有限公司达

成合作意向，将在“十三五”期间，为这3家企业规

划、并协助其建立完善的标准体系，目前此项工作

正在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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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智能”成行业标准关键词

我国优质、关键锻件与冲压件依赖进口问题突

出。锻压企业急需改进现有装备、提高锻件与冲压

件生产工艺水平和生产效率、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

系，提高智能化、精密化、高效率制造水平，以满

足大批量优质锻件与冲压件生产的需求，在世界自

由贸易舞台上抢占有利的位置。

《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要加快制造业绿色改

造升级，加强绿色产品研发应用，推广轻量化、低

功耗、易回收等技术工艺；要加快应用清洁高效铸

造、锻压、焊接、表面处理、切削等加工工艺，实

现绿色生产。

金红秘书长指出，近年来，“绿色 智能”的理

念成为了行业发展的趋势。经过近几十年的技术进

步和产业升级换代，我国锻压工业正在从传统的以

高污染、高能耗、高材耗、低效率为主要特征的行

业，向以“绿色锻压”为理念的方向发展。“绿色

锻压”的理念包括：能源消耗最少，排放最少；材

料利用率最高；生产效率最高；工序流程最短。锻

压技术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更精、更省、更高效、更

环保，锻压零件达到不需机械加工或少许机械加工

就可使用，努力实现锻压产品的轻量化、精密化、

复杂形状、高净形率和节能环保是当今乃至未来锻

压行业追求的目标。

由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印发的

《国家工业基础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指出，要针对

我国先进基础工艺可靠性和寿命水平低、智能化

和绿色化程度差的问题，围绕提高产品可靠性、性

能一致性和稳定性发展要求，开展铸造、锻压、焊

接、热处理、表面工程、切削加工、绿色制造和再

制造等领域先进制造工艺标准的制修订，加快先进

基础工艺标准在生产过程中的推广应用和工艺装备

改造升级。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

展规划（2016-2020年）》将锻压领域标准化工作列

入“重大工程”栏目，提出要重点制定关键零部件

所需的钢铁、有色、有机、复合等基础材料标准，

铸造、锻压、热处理、增材制造等绿色工艺及基础

制造装备标准，以提高国产轴承、齿轮、液气密等

关键零部件性能、可靠性和寿命标准指标。

金红秘书长说，国家鼓励锻压行业标准制定突

出“绿色、智能化”，成为了锻标委目前和今后工

作的主要方向。

重视研发 高标准推动技术创新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锻压行业的发展，在政府投

资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质检公益专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

项目中均安排了很多与锻压行业相关的研究课题，

就是希望通过政府投资拉动锻压领域的技术创新，

提高我国锻压行业整体装备水平与技术水平。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

展规划（2016-2020年）》将锻压领域标准化工作列

入“重大工程”栏目，提出要重点制定关键零部件

所需的钢铁、有色、有机、复合等基础材料标准，

铸造、锻压、热处理、增材制造等绿色工艺及基础

制造装备标准，提高国产轴承、齿轮、液气密等关

键零部件性能、可靠性和寿命标准指标。

《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提出

要“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加

快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

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领域急需标准的制

定，研制金属成形、金属加工、热处理、锻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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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焊接、表面工程等基础工艺标准，提升可

靠性和寿命指标。

金红秘书长说，无论是国家的产业发展政

策，还是国家的标准化战略规划，都将“锻压”作

为最重要的基础制造工艺之一列入其中，由此可

见，锻压领域的技术进步以及锻压领域的标准化工

作对我国整个装备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而长

远的意义。

近年来，锻标委紧紧围绕国家产业发展政策、

锻压行业的发展需求以及各种国家的标准研究课题

开展标准化工作。根据锻压行业轻量化、精密化、

高净形率和节材节能环保的发展趋势，锻标委组织

制修订了一批精密锻造、精密冲裁、楔横轧、环件

成形、板料成形、液压成形、有色金属锻件、安全

生产等方面的标准，这些标准的研制与发布实施对

引导锻压企业积极采用先进、节能、节材的绿色锻

压技术，淘汰落后产能以及产业的升级换代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锻标委秘书处积极申请各类标准科研课

题，在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牵头组织下，与多家

委员单位及相关企业合作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精密锻造技术规范与标准研究”、“质检公

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清洁高效基础制造工艺技术

标准研究”和863计划“绿色制造基础共性技术项

目——机电产品绿色制造基础标准与应用课题”等

10 余项标准课题的研究工作。通过这些标准科研

课题工作，不仅促进了先进锻压工艺的提炼、规

范、推广和应用，也推动了锻压领域标准化工作向

更高层次发展，极大提升了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科研

能力。

谈及锻标委的国际对标工作，金红秘书长介

绍目前尚没有与锻标委对应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因

此，标委会尚未能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虽然因受

外部条件限制，但锻标委仍很重视此方面的工作，

近年来，为使我国锻压行业的标准与国外先进标准

接轨，标委会积极跟踪相关国外先进标准，并从中

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标准进行转化。

截止2017年12月底，锻压标委会组织申报了13

项国外先进标准转化项目，均已发布实施。金红秘

书长强调，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有关有

色金属及合金钢锻件的国家标准较少，需要加强这

方面标准的转化工作。

虽说锻压行业是传统行业，可在时代和技术发

展新需求面前，传统行业也焕发出勃勃生机，积极

迎接着“春天”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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