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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阀门 碳素钢锻件技术条件》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标准制修订计划（国标委发[2023]64 号），计划 

编号 20233579-T-604，项目名称“通用阀门  碳素钢锻件技术条件”进行修订，代替 GB/T 

12228—2006，标准归口单位：全国阀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起草单位：安徽省屯溪

高压阀门有限公司、大连大高阀门有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计划完成周

期 16个月。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计划下达后，2024 年 1 月 12 日标委会组织成立了本项目

标准起草小组。工作组首先收集和整理与标准相关的行业技术资料，确定修订计划方案。

同时根据产品特点、制造和用户单位的区域分布等情况，邀请了相关单位作为起草组成员，

进行任务分工，同时也加强了工作组技术力量，确保标准修订具有更好的市场需求符合性，

经济实用性和通用性强，起草组首先确定工作方案，进行任务分工。 

起草工作组通过对相关产品最新技术资料的收集学习吸收，于 2024 年 5 月 4 日完成

标准草案，在起草组内部交流、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由组长审查后报标委

会秘书处。 

 

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安徽省屯溪高压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  

所做的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了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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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原则，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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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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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

性和合理性。 

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通用阀门、法兰、管件等受压碳素钢锻件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订货要求、标志和质量证明。 

本标准适用于通用阀门、法兰、管件等受压碳素钢锻件（以下简称锻件）。非受压锻

件可参照执行。 

3  主要技术变化 

与 GB/T 12228—2006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 ASTM  A350/A350M：2003标准中的 LF2材料； 

b) 增加了 LF2材料化学成分、力学性能的数值； 

c) 增加了 LF2热处理温度参考值。 

4  解决的主要问题 

碳素钢锻件是阀门、法兰以及管件等零部件的重要原材料，在阀门等产品的组成中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标准从化学成分、制造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订货要求、标

志等多方面对锻件进行了规定和要求，为阀门和相关产品的原材料制造，检验等提供了依

据。本标准增加了低温碳素钢锻件材料及热处理要求；增加了含硫化氢介质对材料的要求。

原标准规定的材料和技术要求已不能满足实际使用的需要，为提升阀门行业技术和工艺水

平，提高阀门的产品质量，满足用户要求，因此有必要重新修订该标准。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是阀门领域重要的基础标准，是一项成熟的标准，本次修改增加了低温碳钢材

料及要求，本标准能够更好地指导阀门产品的设计，提高阀门的产品质量，满足用户要求，

试验记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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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碳素钢锻件阀门广泛用于国民经济各领域，GB/T 12228《通用阀门 碳素钢锻件技术

条件》是阀门领域重要的基础标准，该标准已被众多工业领域 60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所引用。对促进我国通用阀门碳素钢锻件的生产制造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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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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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颁布后通过网络、会议等公告标准发布信息，由全国阀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

标准起草人员进行标准的宣贯，介绍标准的特点、技术要求和实施情况等。特别是让用户、

工程公司、设计院以及制造企业深入了解该标准，从而使标准得到更好的贯彻和实施。另

外，本标准在国内实施成熟后，建议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推荐该标准。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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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实施将代替 GB/T 12228—2006。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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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