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用车发动机曲轴锻件毛坯  技术条件》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由于国内无专门的汽车发动机曲轴锻件（毛坯）技术条件，不利于曲轴锻件质量的保证和行业技术的

健康发展。对此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提出建立“汽车发动机曲轴锻件技术条件”团体标准的建议，

经中国锻压协会标准委员会相关专家按照《中国锻压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审议，同意标准立项并列入

中国锻压协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2020）中锻压字 063 号］。 

根据中国锻压协会标准委员会意见，项目名称最终确定为《乘用车发动机曲轴锻件毛坯技术条件》。

项目起草牵头单位为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拟邀项目参与单位有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2、主要工作过程 

2020 年 6 月 9 日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提出《汽车发动机曲轴锻件技术条件》团体标准立项建议； 

2020 年 6 月-7 月经中国锻压协会标准委员会相关专家按照《中国锻压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审议，

同意标准立项并列入中国锻压协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2020）中锻压字 063 号］； 

2020 年 7 月 25 日在全国锻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锻标委”）的组织下，确定由重庆大江

杰信锻造有限公司牵头、拟邀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参与协助，并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成

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0 年 7 月 25 日—2020 年 12 月 30 日，进行了资料收集等调研工作，确定了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标准的草案； 

2021 年 1 月 5 日—2021 年 2 月 28 日，对标准草案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牵头起草单位：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负责确定标准框架、技术指标，以及标准在制定过程中

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的制定。 
参加单位：拟邀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标准化对象简要情况及编制原则 

1、标准化对象简要情况 

   本标准化对象为乘用车发动机曲轴锻件毛坯技术条件，主要内容为乘用车公司发动机曲轴锻件毛

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2、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针对乘用车发动机曲轴锻件毛坯，为首次制定，编制依据： 

  （1）国内主要乘用车公司发动机曲轴锻件毛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等相关规定； 

  （2）曲轴国内及行业相关技术标准； 

  （3）锻件相关行业要求和规定； 

  （4）国内各曲轴锻件生产企业生产技术和经验。 

根据上述依据进行了本标准的编制，作为行业内的基础标准， 统一规范乘用车发动机曲轴锻件毛坯



技术条件，满足乘用车发动机曲轴锻件生产和产品品质要求。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的制定，解决了乘用车发动机曲轴锻件无专用技术条件的问题，便于曲轴锻造企业技术质量标

准统一，能够进一步提升国内曲轴锻件质量和整体配套能力，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规范和引导行业健康发

展。从而提升行业制造水平和整体竞争力、加快企业工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该项标准属于我国自主研发的标准，没有对应的国际和国外标准。 

四、标准主要内容 

4.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乘用车发动机曲轴锻件毛坯(以下简称“锻件”)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在热模锻压力机、高能电动螺旋压力机等锻压设备上生产的曲轴锻件，摩擦压力机、模

锤锻生产工艺亦可参照使用。 
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主要引用了原材料、化学成分、机械性能、微观组织、无损检测等相关国家标准。 
4.3 技术要求 

本部分主要从原材料的化学成分、非金属夹杂物含量、晶粒度、带状组织、禁用物质、冶炼方法及交

货状态、钢厂选用等方面；从锻件的标识、形状尺寸精度、表面质量、金属纤维流线、交货状态、热处理、

型式试验等方面进行详细要求。 
4.4 试验方法 

   本部分主要从原材料、锻件两方面的检验项目、检验比例及试验方法进行详细要求。 
4.5 检验规则 

   本部分从检验和验收、组批原则、型式试验检验规则三方面做出规定。 
4.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对曲轴锻件毛坯的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做出规定。 

五、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制定的依据：国内主要乘用车公司发动机曲轴锻件毛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相关规定；曲轴国内及行业相关技术标准；锻件相关行业要求和规定；国内各曲

轴锻件生产企业生产技术和经验。标准涉及的数据和检测标准都是经过实际使用验证的，具有可靠性，无

需在单独进行验证。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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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预期达到的社会效果 

近年来，我国汽车年产销总量持续攀升，目前已趋于稳定。国内自主汽车品牌蓬勃发展，已和国际老

牌汽车品牌直接对话竞争，国内自主汽车品牌的竞争力和供应商的配套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曲轴是汽车

发动机的关键零部件之一，随着汽车行业的迅猛发展，曲轴锻件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目前，乘用车曲轴锻件毛坯国内各生产厂家各自为政，技术质量标准口径不一致。本标准可用于指导

乘用车曲轴锻件毛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保障乘用车整车性能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升行业制造水平和整体竞争力、加快企业工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企业间的

技术交流和协同创新。 
    本标准的研究、制订和发布实施，以其先进性和实用性将在行业中产生较大的影响，符合国情，顺应



国家发展的大趋势，在行业中的推广应用前景将会十分广阔。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标准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2021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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