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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按照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关于《奥氏体不锈钢丝》（冀质信协字[2024]62

号）要求，依据《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确定《奥氏体

不锈钢丝》立项，项目编号为：T2024192。

本标准由唐山光大银河工贸有限公司提出，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归

口。本标准起草单位为：唐山光大银河工贸有限公司、河北博马丝网制品有

限公司、安平县安阳丝网有限公司。

二、重要意义

在钢铁材料的发展进程中，不锈钢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锈钢因

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如加工性能、抗腐蚀性能以及力学性能等），被广泛

使用在各行各业。在钢铁材料的使用总量中，不锈钢因占有很大的比重，成

为最重要的钢种之一。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

一大的不锈钢生产、消费、投资的市场，我国的不锈钢行业实现了产业规模

由小到大、产业技术水平由低到高的跨越。

为了满足工业与生活的需求，大量的研究者通过添加Ni、Mn、Mo、Cu、

Ti、Si、Nb、S、Se和AI等元素到不锈钢中以期满足对不锈钢的性能需求。

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目前全球已经开发出了100多种成分不同的不锈钢型

号。不锈钢是不锈耐蚀钢的简称。耐空气、蒸气、水等弱腐蚀介质或具有不

锈性的钢种称为不锈钢；而将耐化学腐蚀介质（酸、碱、盐等化学浸蚀）腐

蚀介质的钢种称为耐蚀钢。此外，根据不锈钢品体结构的不同，可分为五大

类，即铁素体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双相不锈钢和硬化型

不锈钢。其中，奥氏体不锈钢是现有五大类不锈钢中综合性能最好、牌号最

多、品种规格最全、适用范围最广、发展最快、产量最大、消费领域最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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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不锈钢。在世界范围内和各主要不锈钢产钢国中，奥氏体不锈钢的产量

一般占不锈钢总产量的50%～60%以上。

不锈钢丝作为不锈钢材中的一种材质，种类约占不锈钢总量的9%~11%，

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其中奥氏体的不锈钢丝是一种常见的

不锈钢材料，通常由18%的铬和8%的镍以及铁等元素组成。它因其良好的耐

腐蚀性、强度和耐高温性能而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如建筑、化工、食品

加工、医疗器械等。

为了提高奥氏体不锈钢丝的性能和使用寿命，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不锈钢的合金成分和力学性能方面，作为工业生产中的重要原材料，市场

需求大，发展前景广阔，本标准的制定可为奥氏体不锈钢丝生产提供更优化

的性能指标，进而推动奥氏体不锈钢丝行业的技术发展。

三、编制原则

《奥氏体不锈钢丝》团体标准的编制遵循规范性要求、一致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首先，标准的起草制定规范化，遵守与制定标准有关的基础标准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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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等编制起草；此外，工作组在制定标准过程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

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善”原则，不断满足下游企业实际

生产中对技术、安全的需求，推动奥氏体不锈钢丝产品向着高质量、高产率

的方向发展。

四、主要工作过程

2024年3月，唐山光大银河工贸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开展《奥氏体不锈钢

丝》编制工作。2024年5月，起草组研究制定了《奥氏体不锈钢丝》立项文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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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编制，明确了编制工作机制、目标、进度等主要要求。主要

编制过程如下：

（1）2024年3月：召开第一次标准起草讨论会议，初步确定起草小组的成

员，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了相关单位和负责人员的职责和任务分工。

（2）2024年3月中旬：起草工作组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检索国家及其他

省市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调研奥氏体不锈钢丝产品的市场需求并进行总结

分析，为标准草案的编写打下基础。

（3）2024年3月末：分析研究调研材料，由标准起草工作组的专业技术

人员编写标准草案，通过研讨会、电话会议等多种方式，对标准的主要内容

进行了讨论，确定了本标准的名称为《奥氏体不锈钢丝》。本标准起草牵头

单位唐山光大银河工贸有限公司向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归口提出立项申请，

经归口审核，同意立项。

（4）2024年4月15日：《奥氏体不锈钢丝》团体标准正式立项。

（5）2024年5月中旬：起草工作组通过讨论，确定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

奥氏体不锈钢丝的术语和定义、订货内容、牌号及代号、尺寸、外形、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初步形成标准草案和编

制说明。起草组将标准文件发给相关标准化专家进行初审，根据专家的初审意

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内容及依据

《奥氏体不锈钢丝》团体标准的制订主要内容基于GB/T 4240《不锈钢

丝》、YB/T 4470《不锈钢丝绳用钢丝》、YB/T 4642《笔头用易切削不锈钢

丝》等的主要技术指标及检验方法，并结合奥氏体不锈钢丝产品的特点，作

为本标准起草制订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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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奥氏体不锈钢丝的订货内容、牌号及代号、尺寸、外形、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1.范围

规定本标准的内容以及适用的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222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GB/T 223.4 钢铁及合金 锰含量的测定 电位滴定或可视滴定法

GB/T 223.5 钢铁 酸溶硅和全硅含量的测定 还原型硅钼酸盐分光光度

法

GB/T 223.11 钢铁及合金 铬含量的测定 可视滴定或电位滴定法

GB/T 223.18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硫代硫酸钠分离-碘量法测定

铜量

GB/T 223.23 钢铁及合金 镍含量的测定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GB/T 223.25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丁二酮肟重量法测定镍量

GB/T 223.26 钢铁及合金 钼含量的测定 硫氰酸盐分光光度法

GB/T 223.28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α-安息香肟重量法测定钼量

GB/T 223.36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蒸馏分离-中和滴定法测定氮

量

GB/T 223.37 钢铁及合金 氮含量的测定 蒸馏分离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GB/T 223.59 钢铁及合金 磷含量的测定 铋磷钼蓝分光光度法和锑磷

钼蓝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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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23.64 钢铁及合金 锰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223.85 钢铁及合金 硫含量的测定 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GB/T 223.86 钢铁及合金 总碳含量的测定 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GB/T 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342—2017 冷拉圆钢丝、方钢丝、六角钢丝尺寸、外形、重量及

允许偏差

GB/T 2103—2008 钢丝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GB/T 4240 不锈钢丝

GB/T 4334—2020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奥氏体及铁素体-奥氏体（双相）

不锈钢晶间腐蚀试验方法

GB/T 11170 不锈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法（常

规法）

GB/T 20066 钢和铁 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GB/T 20123 钢铁 总碳硫含量的测定 高频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常规方法）

GB/T 20124 钢铁 氮含量的测定 惰性气体熔融热导法（常规方法）

3.术语和定义

GB/T 424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奥氏体不锈钢丝 austenitic stainless steel wire

基体以面心立方晶体结构的奥氏体组织（γ相）为主，无磁性，主要通

过冷加工使其强化（并可能导致一定的磁性）的不锈钢丝。

[来源：GB/T 20878—2007，2.1.1，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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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基于GB/T 20878—2007《不锈钢和耐热钢 牌号及化学成分》术

语和定义中的2.1.1“奥氏体不锈钢”，对“奥氏体不锈钢丝”进行定义。

4.订货内容

主要参考GB/T 4240《不锈钢丝》，再基于实际产品订货合同或订单上

的内容，对本标准的订货内容进行规定。

5.牌号及代号

不锈钢丝按组织仅采用奥氏体型不锈钢类，根据企业实际生产产品牌

号、交货状态及代号进行规定。

6.尺寸、外形

本标准主要依据GB/T 4240《不锈钢丝》对产品尺寸、外形进行规定。

7.技术要求

7.1 原料及化学成分

本标准主要根据企业生产的304、304HC、304L、316L奥氏体不锈钢丝

产品的质量证明书，对其化学成分进行规定。允许偏差和其他相关规定主要

参考的GB/T 4240《不锈钢丝》。

7.2 力学性能

本标准主要根据企业出具的质量证明书，对其力学性能进行规定。

7.3 表面质量

本标准主要参考了GB/T 4240《不锈钢丝》、YB/T 4642《笔头用易切削

不锈钢丝》对表面质量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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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特殊要求

本标准的特殊要求主要规定了可以根据需方要求，对化学成分、力学性

能、表面质量和晶间腐蚀试验进行特殊规定，由供需双方商定，并在合同中

注明。

8.试验方法

本标准主要参考了 GB/T 4240《不锈钢丝》、YB/T 4470《不锈钢丝绳用

钢丝》、YB/T 4642《笔头用易切削不锈钢丝》等国行标中的试验方法，对

奥氏体不锈钢丝的尺寸、外形、化学成分、拉伸试验、晶间腐蚀、表面质量

的试验方法进行了规定。

9.检验规则

本标准规定了奥氏体不锈钢丝的检验规则，包括检查和验收、组批规则、

取样数量和取样部位、复验与判定规则。

8.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规定了奥氏体不锈钢丝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六、与有关现行法律、政策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并在制定过

程中参考了相关领域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和其他省市地方标准，在对订

货内容、牌号及代号、尺寸、外形、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

和质量证明书等内容的规范方面与现行标准保持兼容和一致，便于参考实施。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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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八、提出标准实施的建议

建立规范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制定系统的团体标准管理和知识产权处置

等制度，严格履行标准制定的有关程序和要求，加强团体标准全生命周期管

理。建立完整、高效的内部标准化工作部门，配备专职的标准化工作人员。

建议加强团体标准的推广实施，充分利用会议、论坛、新媒体等多种形

式，开展标准宣传、解读、培训等工作，让更多的同行了解团体标准，不断

提高行业内对团体标准的认知，促进团体标准推广和实施。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奥氏体不锈钢丝》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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