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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中

大力发展团体标准的有关要求，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

准，落实国家关于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满足生产企业

和下游用户对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产品标准的实际需求，提出《日

用品丝用热轧盘条》团体标准制定项目。 

本标准由中国特钢企业协会提出并归口。由衢州元立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起草，并共同参与前期研究、调

研和标准的编制、修改、技术数据验证以及标准推广等工作。 

二、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清洁球、文教用品、装饰品等轻工日用产品普遍使用了钢丝为

原料或组成部分。轻工日用产品种类较多，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息息相关，其使用的钢铁材料质量水平对日用产品的质量十分关键，

与日常生活质量直接相关。日用品丝主要由低碳钢热轧盘条经过拉

拔、热处理等工艺生产。为保证拉拔生产效率，钢丝生产企业对热

轧盘条产品拉拔过程的断丝率十分关注，就要求热轧盘条生产企业

对产品的表面质量、拉拔变形能力等进行较严格的控制。同时，为

了保证日用品丝最终的使用性能，也对热轧盘条原料的牌号和化学

成分、力学性能的稳定性提出了较高要求。 

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以低碳钢为主，目前参考使用的主要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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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 GB/T 701-2008《低碳钢热轧圆盘条》，该国家标准是基础通

用标准，规定了 Q195、Q215、Q235、Q275 四个牌号的技术要求，

化学成分范围、力学性能等指标较为基础和宽泛，尺寸外形以 GB/T 

14981-2009《热轧圆盘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为准，是

尺寸外形方面是热轧盘条产品的基本要求。而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

主要使用 Q195 牌号，并在国家标准基础上针对用途对化学成分进行

了更加精细的控制，同时对于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的尺寸外形、表

面质量、力学性能等提出了严于国家标准的特殊要求。基础通用型

国家标准已经不能满足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的应用。本标准以日用

品丝用热轧盘条专用产品的标准化需求为导向，重点关注细分领域

的标准空白，结合生产和下游用户应用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更

强、技术指标更先进的产品标准，突出标准的适用性和先进性，满

足细分领域应用对高质量标准的需要。 

三、标准编制过程 

衢州元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单位共同

承担了《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共同组建了

该团体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各自的责任和分工并开展工作。在《日

用品丝用热轧盘条》标准制定过程中，起草小组认真查阅有关资料、

收集相关数据信息，结合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生产情况，产品下游

用户对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的性能要求，进行本团体标准的编制工

作。 

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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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以下

简称团标委）秘书处给各位委员发出团体标准立项函审单。到立项

函审截止日期，没有委员提出不同意见。 

2021 年 11 月，团标委正式下达《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团体标

准立项计划（2021 年第七批）。团体标准立项后，衢州元立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相关人员组成了标准起草组，提出

了标准编制计划和任务分工，并开始标准编制工作。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 月：进行了起草标准的调研、问题分析

和相关资料收集等准备工作，完成了标准制定提纲、标准草案。 

2022 年 2 月：召开标准启动会，围绕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并

按照与会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 

2022 年 3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发出征求意见。 

2022 年 月：完成征求意见处理、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2 年 月：完成该标准审定会，根据审定意见修改。 

2022 年 月：完成标准报批稿，上报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审批。 

四、标准编制原则 

一是满足用户使用需要的原则。力争达到“科学、合理、先进、

实用”。二是实践标准供给侧改革的原则。争取实现团体标准的“及

时性”、“先进性”和“市场性”的要求。三是技术创新的原则。在

与国家标准体系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在标准结构、内容及主要技术

指标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在标准中充分体现新产品的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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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编写格式 

本文件内容符合 GB/T 1.1-2020 的规定。 

本文件规定了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的牌号表示方法、订货内容、

尺寸、外形、重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

和质量证明书。 

（二）关于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制造清洁球、文教用品、装饰品等日用品钢丝用

直径 5.0mm~8.0mm 的热轧盘条（以下简称盘条）。 

（三）关于牌号表示方法 

钢的牌号由国家标准中的牌号 Q195 和用于生产的日用品丝类

型（J 代表用于生产清洁球丝，S 代表用于生产文教用品丝和装饰品

丝）两部分组成。 

本标准牌号表示方法在 GB/T 701-2008《低碳钢热轧圆盘条》基

础上增加了不会产生其他歧义的字母后缀 J、S，从牌号上区分了日

用品丝专用盘条。 

（四）关于订货内容 

按本文件订货的合同或订单应包括下列内容：产品名称、本文

件编号、牌号、规格、尺寸、外形的精度级别、重量、特殊要求。 

（五）关于尺寸、外形、重量 

盘条的尺寸、外形及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14981-2009 中 B 级

及以上精度的规定。精度级别应在合同中注明，未注明者按 B 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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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盘条的重量应符合 GB/T 14981-2009 的规定。每卷盘条应由一

根组成。盘条的重量应符合 GB/T 14981-2009 的规定。 

（六）关于技术要求 

1. 牌号和化学成分 

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表 1 的规定。盘条的

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222 的规定。钢中气体元素含量

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与 GB/T 701 相比，本文件给出了日用品丝专用盘条的化学成分

和气体含量。与国标 Q195 相比，本文件 Q195J、Q195S 两个牌号的

C、Si、Cr、Ni、Cu 含量均大幅加严，Mn、P、S 含量要求略严于国

家标准，气体元素中氮含量要求加严，Q195J 新增了氧含量要求。

与国家标准对比见下表。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P S Cr Ni Cu 

不大于 

团标 
Q195J ≤0.07 0.06～0.15 0.25～0.40 0.030 0.035 0.10 0.10 0.15 

Q195S ≤0.08 ≤0.12 0.25～0.40 0.035 0.040 0.10 0.10 0.15 

国标 Q195 ≤0.12 ≤0.30 0.25～0.50 0.035 0.040 0.30 0.30 0.30 

 

牌号 氧含量/% 氮含量/% 

团标 
Q195J ≤0.0180 ≤0.0050 

Q195S — ≤0.0070 

国标 Q195 — ≤0.0080 

2. 冶炼方法 

钢应采用转炉或电炉冶炼。 

3. 交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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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条以热轧状态交货。 

4. 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 

盘条的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应符合表 3 的规定。经供需双方协

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做冷弯试验。 

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与国家标准 GB/T 701-2008 对比见下表。 

牌号 抗拉强度Rm/MPa 断后伸长率A11.3/% 

冷弯试验180° 

d弯曲压头直径 

a试样直径 

团标 
Q195J ≤400 ≥30 d=0 
Q195S ≤410 ≥30 d=0 

国标 Q195 ≤410 ≥30 d=0 

与国家标准相比，本文件牌号 Q195J 的抗拉强度范围有所收窄，

两个牌号的断后伸长率、冷弯试验与国标保持一致。 

5. 表面质量 

盘条应将头尾有害缺陷部分切除，其截面不应有缩孔、分层及

夹杂。盘条表面应光滑，不应有裂纹、折叠、耳子、结疤。允许有

压痕及局部的凸块、划痕、麻面，但其深度或高度（从实际尺寸算

起）应不大于 0.10mm。 

GB/T 701 规定允许有压痕等的深度或高度应不大于 0.10mm（B

及和 C 级精度）、0.20mm（A 级精度），本文件与国标 B 级精度要求

保持一致。 

6. 特殊要求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对盘条提出晶粒度、显微

组织、非金属夹杂物等特殊要求。 

根据 2022 年 2 月标准研讨会，建议增加非金属夹杂物、晶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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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要求，经起草单位研究，部分采纳研讨会意见，将期列入特

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详细情况说明如下。 

（1）晶粒度 

起草单位对实际生产的 Q195J、Q195S 线材进行了铁素体晶粒

度、低倍组织检验，发现存在混晶现象，金相组织不均匀。但晶粒

度和金相组织不不均匀对日用品丝生产的拉拔性能没有造成大的影

响，因此建议不作为必检项目。 

（2）非金属夹杂物 

起草单位的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冶炼并不经过精炼，平时未对

非金属夹杂物进行专门的检验或提出控制要求。对 Q195J 牌号的非

金属夹杂物进行抽检，抽检情况见下表。在盘条的实际应用中，因

为夹杂物问题对拉拔性能的影响也不大，因此建议作为由供需双方

协商的特殊要求。 
非金属夹

杂物 
A B C D 

DS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抽检级别

（级） 
未检 0.5~2.0 未检 0.5~2.5 未检 0.5~2.5 未检 0.5~2.0 0.5~1.5 

（七）关于试验方法 

钢的化学成分试验方法应按 GB/T 4336、GB/T 20123、GB/T 

20124 或通用方法的规定进行，但仲裁时应按 GB/T 223.5、GB/T 

223.12、GB/T 223.19、GB/T 223.23、GB/T 223.37、GB/T 223.59、

GB/T 223.63、GB/T 223.72、GB/T 223.86、GB/T 11261 的规定进行。 

盘条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试验方法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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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1 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1 个/炉 GB/T 20066 见 8.1 

2 氧、氮分析 1 个/批 
熔炼分析按照 GB/T 20066 取

样，成品分析任取一根盘条 
见 8.1 

3 拉伸试验 1 个/批 GB/T 2975  GB/T 228.1 

4 弯曲试验 2 个/批 不同根盘条、GB/T 2975 GB/T 232 

5 晶粒度 2 个/批 不同根盘条 GB/T 6394 

6 非金属夹杂物 2 个/批 不同根盘条 GB/T 10561-2005 

7 尺寸、外形 逐盘 — 合适的量具 

8 表面质量 逐盘 — 目视 

（八）关于检验规则 

1、检查和验收 

盘条的检查和验收由供方质量检验部门进行。 

2、组批规则 

盘条应成批验收。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一尺寸的盘

条组成。 

3、复验和判定 

盘条的复验与判定应符合 GB/T 2101 的规定。 

4、数值修约 

数值判定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修约，修约规则应符合 GB/T 

8170 的规定。 

（九）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盘条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 GB/T 2101 的规定。 

六、与国内其它法律、法规的关系 

制定本标准时依据并引用了国内有关现行有效的标准，也不违

背国内其它行业标准、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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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标准属性 

本标准属于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 

八、标准水平及预期效果 

该标准的制定能有效规范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的生产、销售和

使用，对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产品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该标准对产品的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下游产品的质

量提升与推广应用，体现团体标准的引领作用。 

九、贯彻要求及建议 

本标准归口单位为中国特钢企业协会，经过审定报批后，由中国

特钢企业协会发布。建议在对日用品丝用热轧盘条的生产、贸易和

使用等相关单位进行宣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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