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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岩台车用柱齿钎头》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钢结构协会《关于发布中国钢结构协会 2023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

编制计划的通知》（中钢构协[2023]39 号），项目名称“凿岩台车用柱齿钎头”（以

下简称：柱齿钻头）进行团体标准的编制，主要起草单位：普兰卡钎具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期限 2024 年 12 月 15 日。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立项阶段已开展初稿的部分起草工作和收集了部分国内外有关台车用

柱齿钻头的相关标准。计划下达后，普兰卡钎具股份有限公司和部分参编单位于 2023

年9月20日在浙江普兰卡钎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凿岩台车用柱齿钻头团体标

准项目启动会议，正式成立了以沈国华为组长，沈帅为副组长，韩争强 贺超 沈玲根 沈

微洋  任光海 杨日平 余永高 蒋明庆 刘朋 王继兰 相仁发 刘水金 李斌  孙丽华 

徐随成 刘修杰 杨湘龙 孙帅 崔盼超 王祖权 徐强等为成员的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

了起草单位和人员分工及工作计划。主编和参编单位在启动会议前对台车杆产品和技

术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和检索了国内外凿岩台车用柱齿钎

头的技术资料，并进行了大量试验、分析、资料查证工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凿岩

台车用柱齿钎头》编制工作组讨论稿，并在本次会议上研讨后，经修改后，形成《凿

岩台车用柱齿钎头》征求意见讨论稿，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在株洲召开了三个团体

标准征求意见初稿讨论会，对征求意见讨论稿逐条讨论，会后对凿岩台车用柱齿钎头

项目在株洲会上就热点问题在工作群内充分研讨，达成共识，于 2024 年 2 月 5 日形成

了《凿岩台车用柱齿钎头》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相关编制说明。经组长审核后，报送至

中国钢结构协会标委会秘书处。 

征求意见阶段： 

审查阶段： 

报批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浙江普兰卡钎具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贵钢钎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长沙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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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开山钎具有限公司、山东裕兴机械有限公司、洛阳金鹭硬质

合金工具有限公司、潜江市江汉钻具有限公司、长沙超金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武穴

市明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天岳钻具有限公司、山东凿岩钎具有限公司、中国钢

结构协会钎钢钎具分会等单位共同负责起草。 

 所做的工作：沈国华负责项目的整体规划和协调起草工作及标准编制过程中未

尽事宜的工作安排，沈帅 韩争强等负责标准各文稿及相关文件的编制，贺超 、任光

海 、杨日平 、余永高、 蒋明庆、 刘朋等负责标准各文稿及相关文件的审查工作，

沈微洋、相仁发 刘水金 李斌 孙丽华等负责国内外柱齿钎头产品的技术数据、图纸汇

编、分析和提供； 刘修杰 孙帅 崔盼超 王祖权等负责试验论证和分析及提供；徐随

成 杨湘龙  徐强 等负责国内外有关柱齿钎头的相关标准（国际、国家、行业、企业）

的收集、整理、提供。沈玲根、王继兰等负责征求意见收集和整理、报批文件的上报。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

不断完善”的原则，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 

本标准内容和格式要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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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制，力求做到文字表达准确简明，内容

严谨合理。本标准纳入行业最新技术成果和市场发展情况，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

的先进性与合理性，其内容既能指导和规范此类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和检验，又

能成为供方与买方之间的质量保证依据。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凿岩台车用柱齿钎头的术语和定义、订货内容、符号、分类代号、外形、

尺寸及允许偏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尺寸为 33mm～165mm的凿岩台车用柱齿钎头。 

3、解决的主要问题 

国产液压凿岩台车使用数量和冲击功率在不断增加，对液压凿岩台车用钎具产品

的市场需求，质量要求，产品种类，结构形式提出更高的要求。本项目充分纳入和反

映了当今产品和技术及工艺的现状，保证标准的时效性，为台车柱齿钎头的推广应用

提供技术支撑，解决台车柱齿钎头检验的规范性和判定规则及品种不全等问题，该团

体标准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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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凿岩台车用柱齿钻头的产业快速发展，现行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尚

无覆盖现有全部产品，其产品种类及技术参数已不能满足产品的技术要求，造成各

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要求差异较大，制订凿岩台车用柱齿钎头团体标准，基本包括

现有台车钎头产品。规范和指导产品的设计、制造、验收与使用，促进我国钎具产

品的提高和发展。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团标草案完成后，普兰卡钎具股份有限公司质检部于2023年10月对本公司生产的4

种规格各2支的柱齿钎头杆进行了硬度、螺纹＋退刀槽的深度、头部大径尺寸、尾部大

径尺寸、螺距、内螺纹最大径、内螺纹最小径、头部倾角等主要项目进行了测试，其

试验方法按照团体标准的规定，测试结果见表1。 

表 1主要技术参数测试结果 

产品名称 普通型钎头 普通型钎头 易返型钎头  扩孔型钎头 

型号 L ZR35 45 L Q T51 89 LF T45 76 LK 102/40 T38 

项目 标准值 实测值 标准值 实测值 标准值 实测值 标准值 实测值 

硬度（HRC） ≥42 46-48 ≥42 44-48 ≥42 46-49 ≥42 46-48 

钎头直径（mm） 45 46.7 89 89.5 76 76.5 102/40 103.1/

40.5 

螺纹长度（mm） ≤90 87 ≤110 107 ≤110 106 ≤90 89 

螺距（mm） 12.7 12.7 20.32 20.30 18.47 18.48 15.63 15.65 

螺纹高度（mm） 1.5 1.52 2.7 2.75 2.25 2.30 2.15 2.18 

螺纹小径（mm） 32.32 32.34 45.60 45.64 40.20 0.23 34.10 34.1 

边齿倾角(
0
) 35 35.4 35 34.8 35 35.2 35 35.1 

检测结果表明：送检的4种产品测试结果符合台车用柱齿钎头的团体标准的要求。 

台车用柱齿钎头团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用于指导企业生产，可以作为此类产

品质量水平评价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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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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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标准的制定，能有效地规范和促进我国台车杆产品市场的发展，确保台

车杆产品在生产、检验、贮存、运输和使用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实现生产、销售、

使用企业的有效接口。 

台车用柱齿钎头的发展将带动采矿、交通建设、市政工程的技术进步，同时促进

上游产品钢铁、钎具产品的产业发展，起到了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目前

国内台车用柱齿钎头产品型号较多，市场需求日趋增多，制定我国台车用柱齿钎头

团体标准，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对推动钎具制造业的发展，促进行业技术

进步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次团标的制定，使产品标准满足市场变化的需求、涵盖了产品的技术进步。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团标制定过程中测试了 Boart longyear 公司和 EPIROC 公司样品（或授权中国

公司生产样品）的主要参数。本团标主要参数与国外样品主要参数比对结果见表 2。 

表 2 团标样品与国外样品比对结果 

比对对象 团标样品 国外样品 团标样品 国外样品 团标样品 国外样品 

比对产品 普通型钎头 易返型钎头 扩孔型钎头 

型号 L T51 89 LF T45 76 LK 102/40 T38 

比对项目 实测值 实测值 实测值 实测值 实测值 实测值 

硬度 48 46 48 47 46 44 

钎头直径（mm） 89.5 89.3 76.6 76.5 103.2 102.9 

螺纹长度（mm） 107.5 107.7 106.8 107.4 89.0 88.9 

螺距（mm） 20.34 20.33 18.45 18.46 15.65 15.64 

螺纹高度（mm） 2.75 2.74 2.30 2.27 2.17 2.16 

螺纹小径（mm） 45.62 45.61 40.28 40.23 34.20 34.12 

边齿倾角(
0
) 35.2 35.1 35.3 35.2 35.2 35.1 

通过比对，本团标样品的主要参数和国外样品参数基本一致，均符合团体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

的协调性 

本标准在中国钢结构协会钎钢钎具分会团体标准体系中属“0109 钎钢钎具钻具”大

类，“02 钎具”小类，“02 钎头和钎尾”系列，其标准体系编号为：“0109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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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自愿性、推荐性团体标准，协会会员单位、个人及其他有关单位可自

愿采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批准发布后，由中国钢结构协会组织发行团体标准，通过公告、官网、会议等

形式进行宣传和开展对团体标准的培训。鼓励钎具行业使用团体标准，会员单位有推广

使用团体标准的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对团体标准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向中国钢

结构协会反馈。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3个月后实施。 

十一、其他说明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