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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0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大力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

持续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能力。为响应市场需求，需要制定完善的人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

机标准，满足市场产品质量提升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以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相关规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

决定立项并联合蚌埠隆华压铸机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共同制定《人工

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机》团体标准。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制造业在现代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动化和智能化技

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生产过程变得更加高效和精确。在制造业中，压

铸是一项重要的加工工艺，而压铸机的应用正逐渐成为提升制造业效

率和质量的关键之一。

全自动压铸机可以完成压铸过程中的一系列操作，包括金属熔融、

模具注入、冷却、零件脱模等。通过精确的控制，压铸机能够实现高

度自动化，减少了人工操作的介入，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一致性。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压铸机也在不断演进和创新。其中一项重要的

趋势是智能化和数据化。新一代的压铸机将具备更强大的人工智能，

能够进行自主学习和优化，提高生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通过数据分

析，压铸机能够预测零件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前采取措施，

降低生产风险。

本项目产品的压射系统和增压系统采用混合设计,压射和增压功

能可并联或分开用于压铸半固态产品及高精密特殊异形产品；且压铸

机器人采用伺服驱动系统，重复定位精度高，实现压铸生产线自动化；



同时液压系统采用多级实时控制系统，运行过程中能自动修正运行参

数，压射速度、建压时间等各项工艺参数均可通过压铸机 PLC 和压铸

机器人软件 ARCS 联动、液压及控制系统得到稳压可靠的调整、以达

到满意的生产效果。

本项目旨在借助标准化手段，针对项目所属细分行业的特点，制

定相应的标准，填补本行业标准空白，从而规范市场，促进产业标准

化应用水平升级，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三）编制过程

1、项目立项阶段

2024 年 03 月，蚌埠隆华压铸机有限公司向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

会提交立项申请。按照“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关于《人工智能全自

动冷室压铸机》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要求，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2、理论研究阶段

工作组对国内外人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机产品和技术的现状

与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和检索了人工智能全自动

冷室压铸机技术资料，并进行了大量的研制、试验及验证。

3、标准起草阶段

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标准起草的需要，进行分工。在广泛调研、

试验及验证的基础上，编制了《人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机》标准草

案。

4、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稿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

架、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 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方

面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明确和规

范人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机的技术要求。于 2024 年 05 月提交《人



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机》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拟定于 2024 年 5-6 月网上公示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建

议。

5、专家审核

拟定于2024年06月召集专家审核标准，汇总专家审核意见之后，

修改标准并发布。

6、发布

拟定于 2023 年 07 月发布标准并实施。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蚌埠隆华压铸机有限公司、××××、××××。

2、工作内容

标准工作的总体策划、组织；立项及协调工作组工作；标准文

本及编制说明的起草和编写；协助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编写；对国

内外相关标准的调研和搜集；对人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机产品技术

要求和试验方法的测试及验证等。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和市场需要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

性、合理性、可操作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文件

的制定。

本文件起草过程中，主要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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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写。起草过程中，

主要参考了 GB/T 21269-2023 《冷室压铸机》。

（二）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包括 10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介绍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文件所适用的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本文件所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型式和参数

对人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机的型式和关键技术参数进行规定。

5、原材料和零部件

规定了人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机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6、集成控制接口

规定了人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机的人机界面、可编程控制器和

物料网通信接口。

7、技术要求

从通用要求、外观、精度、压射性能、整机噪声、安全要求、成

套性、空运转、负荷运转和能效等级等方面对人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

铸机提出技术要求。

6、试验方法

针对技术要求，提供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7、检验规则

规定了人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机的检验规则。

8、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对人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机的标志、标签、运输和贮存的相关

内容作出规范。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和企业内部管控项目进行试验验证。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五、 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人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机应满足市场及环境需求。对相关企业

标准化生产水平的提升、科技成果认定、及今后类似产品的研发具有

重要意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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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调

一致。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人工智能全自动冷室压铸机》起草组

2024 年 05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