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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关于“推

动第三方评价机构发布一批企业标准排行榜，引导更多企业声明公开更高质量的标准”的要

求，强化企业标准引领，树立行业标杆，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国工商联在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标准委）的指导下，联合“领跑者”制度的工作机构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一同在部分行

业领域开展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 

非开挖施工技术就是在不开挖地表的情况下进行各种管线的铺设和更新。非开挖施工具

有不破坏环境、不影响交通的特点，可以在一些无法实施开挖施工的地域实行各类地下管线

的施工，比如繁华市区、古迹保护区、农作物和植被保护区、以及穿越高速公路、铁路、建

筑物以及河流湖泊等。得益于我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非开挖技术近年来在国

内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常见的非开挖施工技术主要分为牵引法和顶管法。水平定向钻法是我

国目前广泛采用的一种牵引法非开挖技术，同其他非开挖工艺相比，其特点包括施工安全、

施工占地少和施工速度快等。施工示意图见图 1。 

 

图 1.水平定向钻法法施工示意图 

在水平定向钻法施工中，选择合适的管材至关重要。离心球墨铸铁管具有机械性能强、

耐腐蚀性能好、管线漏损率低、使用寿命长的特性，非常适合水平定向钻法施工中的各种受

力和特殊环境的要求。与钢制、PE 牵引管相比，具有寿命长、综合性价比高优势，广泛应

用于市政、城乡给排水领域。 

球墨铸铁管材既克服了钢管易电化学腐蚀、易变形等弱点，具有良好的强度和韧性，兼

具有使用寿命长，设计使用寿命 50 年以上，是钢管的 3～4倍。在《城市供水行业 2010 年

技术进步发展规划和 2020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指出：球墨铸铁管被列为推荐发展的管材。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行业标准：YB/T4564—2016《非开挖铺

设用球墨铸铁管》，对牵引管施工、拉力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规定。2023 年，中国铸造协会

发布了 T/CFA 020102029-2023《非开挖施工用球墨铸铁管 第 2部分：水平定向钻法用》，

国内才有了较为系统牵引管生产制造标准。 

新华市北京 2021 年 10月 10 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标准化发展

纲要》并发通知，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

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展的基础性，引领性的作用。新时代推动

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标准工作统筹发展。 

《标准化法》要求企业标准不得低于强制性标准，鼓励企业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的企业

标准，并提出支持利用自主创新技术制定企业标准。由于企业在指标选取和指标值确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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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参考，因此企业标准先进引领作用未得充分体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的《关于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的意见》（国市监标准[2018]84 号）于 2018年 6月

27 日发布，《意见》对推动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建立、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发挥标准

引领作用、有效保障行业高质量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是通过

高水平标准引领，增加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鼓励性政策，对深化

标准化工作改革、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

头兵企业具有重要作用。鼓励企业制定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具有竞争力的

企业标准。 

为了规范各企业所制定的企业标准，为了能够客观地评价出各企业所制定的企业标准的

水平高低，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领跑者标准，促进产品和服务标

准水平的整体提升，让消费者拥有更高水平的质量获得感。非开挖管道施工用球墨铸铁牵引

管团体标准的制定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对顶管的基础指标、核心

指标和创新指标评价起着重要作用，为积极推动我国球墨铸铁牵引管产品质量的提升发挥重

要作用，特制定本标准。 

根据中铸协标（2022）21 号文件，中国铸造协会标准工作委员会四团体标准制修订的

批复相关要求，对《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非开挖管道施工用球墨铸铁水平定向

钻法牵引管》进行立项，编制工作由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负责。 

1.1  主要工作过程 

1.1.1 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3年6月，中国铸造协会标准工作委员会组织启动此团体标准编制，开展标准的相关

制定工作。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为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1.1.2 开展调研，形成标准草案 

2023年6月开始编制标准，编制人员对相关资料收集、背景进行了调研，对非开挖管道

施工用球墨铸铁牵引管的企业标准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确定了《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

要求 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铸铁管》团体标准的初步技术要求，形成《标准草案》。 

1.1.3 行业专家研讨，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8 月 29 日，10:00—13:30，《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非开挖水平定

向钻法用球墨铸铁管》标准研讨会以腾讯视频会议形式举办，大家对标准编制的框架、技术

指标制定及行业调研数据的搜集结果展开充分的研讨，对编制情况进行回顾，对草本中的相

关技术细节进行了修订。 

2024年 6月 7日全天，《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

铸铁管》标准研讨会线下会议在安徽马鞍山召开，中铸协及行业多位专家进行会议讨论，对

编制情况进行回顾以及相关条款进行完善。 

1.1.4 征求意见处理，完成标准送审稿 

2023年 8月 29日会后进行了相关细节的修正，并递交了《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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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铸铁管》草案。 

1.1.5 其他  

 2023 年 8 月 14 日，接中国铸造协会标准工作委员会要求，《质量分级及“领跑者”

评价要求 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铸铁管》需要明确相关的采用标准，草案得到进一步

的完善。 

1.2  主要参加单位 

起草单位：本标准由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文件的起草工作，

包括起草标准文件、编制说明等，确定验证试验的工作路线、工作内容、方法及验证试验的

具体实施单位。生产企业单位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按照项目组的要求，承担了标准的试

验验证工作，对本企业的产品进行了全面的试验测试，就牵引管技术指标等修订项目开展自

行验证，提供了大量测试数据，为项目组提供了验证试验数据。 

起草人：余小良、陈锐、何根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2.1.1 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的编制充分考虑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相符合，重点考虑可操作性，

便于标准的实施。 

2、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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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

者”标准编制通则》进行编制。 

3、本着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反映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等原则，充分调

研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确定了评价体系和关键指标参数，确定了相关指标的技术要求和试验

方法，保证标准的科学性和指导性。关键技术指标与国内标杆企业和国际高端客户要求进行

对比，部分超越标杆企业水平。 

2.1.2 标准编制的依据 

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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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

准编制通则》进行编制。 

标准中所制定的核心评价指标均为现行有效的国家、行业、团体标准中的指标。创新性

指标的检测方法在行业中较为成熟，测试方法引用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和团体标准。 

本标准编制所参考的依据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要求、国家及行业产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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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国内或国际先进产品标准等。具体如下：   

GB/T 11836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GB/T 13295  水及燃气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T/CFA 020102029 非开挖施工用球墨铸铁管第 2 部分：水平定向钻法用 

YB/T4564 非开挖铺设用球墨铸铁管 

EN1011-8:2018  焊接—金属材料焊接推荐 铸铁的焊接 

2.2  标准适用范围及主要内容 

2.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铸铁管（以下简称牵引管）“领跑者”标准评

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接口尺寸范围 DN100～DN1200，流体温度 0℃～50℃，用于非开挖地下铺

设的球墨铸铁牵引管的企业标准水平评价。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可参照使用、相关机构在

制定企业标准“领跑者”标准评估方案时也可参照使用。 

2.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主要规范性引用了：《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GB/T 11836、《水及燃气

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GB/T 13295、《质量管理体系要求》GB/T 19001、 《环

境管理体系要求》GB/T 24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45001、

《非开挖施工用球墨铸铁管第 2 部分：水平定向钻法用》T/CFA 020102029、《非开

挖铺设用球墨铸铁管》YB/T4564 

、《焊接—金属材料焊接推荐 铸铁的焊接》EN1011-8:2018。 

2.2.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规定了非开挖管道施工用球墨铸铁水平定向钻法牵引管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

价要求的术语和定义。 

2.2.4 评价指标体系 

2.2.4.1 基本要求 

依据 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给出的规定，生

产企业必须满足的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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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应符合明示执行标准及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2) 近 3年，企业应无较大及以上环境、安全、质量事故。 

(3) 企业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4) 企业应根据 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 建立并运行相应质量、环境、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企业宜根据自身运营情况建立更高水平的相关管理体系。 

(5) 产品应为量产产品。 

2.2.4.2 评价指标分类及指标体系框架 

依据 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给出的规定，非

开挖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铸铁管评价指标包括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 

2.2.4.2.1 基础指标包括基础指标包括基材性能、球墨铸铁管壁厚等级、管道标准长

度、管道插口尺寸。 

2.2.4.2.2 核心指标包括接口允许拉力、接口允许偏转角,核心指标分为三个等级，

包括领跑者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5 星级水平；优质水平，相当于企

业标准排行榜中 4 星级水平；达标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3 星级水平。 

2.2.4.2.3 创新性指标为球墨铸铁管壁厚测量、外保护层耐磨性、接口保护配件及功

能，划分成两个等级，其中领跑者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的 5 星级水平，

优质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4 星级水平。 

2.2.4.2.4 基础指标选取依据：《非开挖施工用球墨铸铁管第 2 部分：水平定向钻

法用》T/CFA 020102029、《非开挖铺设用球墨铸铁管》YB/T4564以及 GB/T13295。 

2.2.4.2.5 核心指标选取依据：《非开挖施工用球墨铸铁管第 2 部分：水平定向钻

法用》T/CFA 020102029、《非开挖铺设用球墨铸铁管》YB/T4564以及 GB/T13295。 

2.2.4.2.6 创新性指标选取依据：《非开挖铺设用球墨铸铁管》YB/T4564 以及

GB/T13295。 

以上核心及创新性指标均着眼于体现产品性能和功能，同时可量化的指标，选取的过

程中重点考虑了消费端的关注焦点、产品使用痛点等方面，符合消费升级、产品产量提升、

供给侧改革发展趋势。《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铸铁

管》具体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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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非开挖管道施工用球墨铸铁水平定向钻牵引管评价指标体系 

序

号 

指

标

类

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依据/方法 
领跑者水平 

（5星级） 

优质水平 

（4星级） 

达标水平 

（3星级） 

1 

基

础

指

标 

基材性能 
GB/T13295-2019 

YB/T4564-2016 
见附录 A 标准要求。 

GB/T13295-2019 4.3 

YB/T4564-2016 5.1 

2 

球墨铸铁

管壁厚等

级 

GB/T13295-2019 

YB/T4564-2016 
见附录 B 标准要求。 

GB/T13295-2019 4.2 

YB/T4564-2016 5.1和

5.3 

3 
管道标准

长度 

GB/T13295-2019 

YB/T4564-2016 
见附录 C 标准要求。 

GB/T13295-2019 4.2 

YB/T4564-2016 5.3 

4 
管道插口

尺寸 

GB/T13295-2019 

YB/T4564-2016 
见附录 D 标准要求告。 

GB/T13295-2019 4.2 

YB/T4564-2016 5.3 

5 

核

心

指

标 

接口允许

拉力 

GB/T13295-2019 

YB/T4564-2016 

1)所有口径高

于标准要求，且

高出值不低于

25%; 

2)能提供全部

分组的合法型

式试验证书。 

1)所有口径高

于标准要求，且

高出值不低于

25%; 

2)能提供至少 2

个分组的合法

型式试验证书。 

1)所有口径高

于标准要求，且

高出值不低于

25%; 

2)能提供至少 1

个分组的合法

型式试验证书。 

GB/T13295-2019 5.2 

YB/T4564-2016 6.5.3 

附录E 

6 
接口允许

偏转角 

GB/T13295-2019 

YB/T4564-2016 

1)不低于标准

规定的要求； 

2)至少有3个DN

不低于标准要

求。 

1)不低于标准

规定的要求； 

2)至少有2个DN

不低于标准要

求。 

1)不低于标准

规定的要求； 

2)至少有1个DN

不低于标准要

求。 

GB/T13295-2019 5.2 

YB/T4564-2016 6.5.2 

附录F 

7 

创

新

指

标 

球墨铸铁

管壁厚测

量 

GB/T13295-2019 

YB/T4564-2016 

满足附录 G 要

求。 

测量比率达到

50%，每 200mm

有测量。 

 附录 G 

8 

接口保护

配件尺寸

及功能 

市场需求 

具备接口外渗

漏保护措施、防

止外渗漏保护

措施因摩擦力

损伤的保护措

施。 

仅有接口外渗

漏保护措施。 
 附录 H 

9 
外保护层

耐磨性 
市场需求 

所有产品耐磨

性外涂层使用

增强型纤维水

泥砂浆，或耐磨

性不低于增强

型纤维水泥砂

浆的材料且有

第三方证明文

件。 

满足附录 I 和

YB/T4564 要求

采用其他耐磨

性涂层。 

 

GB/T13295-2019 

4.4.1.5 

YB/T4564-2016 5.6.2 

附录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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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球墨铸铁管材质性能 

A.1  球墨铸铁管材质性能来源于 GB/T13295-2019、YB/T 4564 -- 2016 的相关规定。 

A.2  球墨铸铁管拉伸性能应符合表 A.1。 

表 A.1  球墨铸铁管材质性能参数表 

铸  件  类  型 
抗拉强度Rm/MPa 断后伸长率A/% 

DN100～DN1200 DN100～DN1000 DN1100～DN1200 

离心铸造管 ≥420 ≥10 ≥7 

塑性延伸强度(RP0.2)的值，应符合如下规定： 

当DN100～1000， A≥12％时，允许RP0.2≥270MPa； 

或当DN＞DN1000，A≥10％时，允许RP0.2≥270MPa。 

其它情况下RP0.2应≥300MPa。          

 

A.3  布氏硬度应符合： 

——部件的布氏硬度应满足用常规机械加工方式对其进行切割、钻孔的要求； 

——离心铸铁管的布氏硬度应不超过 230 HBW,非离心铸铁管、管件和附件的布氏硬度

应不超过  

250 HBW； 

——焊接制造部件的焊接热影响区的布氏硬度可大于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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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球墨铸铁管道铸铁壁厚标准 

B.1  非开挖拖拉管插口应增加焊环结构，采用焊接方式，为确保球墨铸铁管的有效铸铁厚

度以及确保管道的允许工作压力 PFA，依据 YB/T 4564 的要求，采用≥K9 级离心球墨铸铁

管作为母材，下表给出 K9 级壁厚应满足表 B.1 要求： 

表B.1  球墨铸铁管道铸铁壁厚标准参数表 

DN DE（mm） K9最小壁厚（mm） K9公称壁厚（mm） 

100 118 4.7 6.0  

150 170 4.7 6.0  

200 222 4.8 6.3  

250 274 5.3 6.8  

300 326 5.6 7.2  

350 378 6.1 7.7  

400 429 6.4 8.1  

450 480 6.9 8.6  

500 532 7.2 9.0  

600 635 8.0 9.9  

700 738 8.8 10.8  

800 842 9.6 11.7  

900 945 10.4 12.6  

1000 1048 11.2 13.5  

1100 1152 12.0 14.4  

1200 1255 12.8 15.3  

B.2  生产厂家应有可靠的生产工艺和壁厚监控方法。 

 

 

 

 

 

 

 

 

 

 



11 

 

 

附录 C 

球墨铸铁管标准长度 

C.1  标准长度 

拖拉管的标准长度见 C.1。制造商设计长度与上表中所给出标准长度(Lu)的偏差应在± 

250 mm 范围内，并在其手册给出。实际制造长度应按照 GB/T 13295 – 2019 第 6.1.4 测量，

与制造商设计长度差值不应超过表 C.1 给出的公差。输水用管的最大允许缩短长度为 500 

mm，在提供的承插管总数中，每种直径的短尺管比例应不超过 10 %。 

表C.1  球墨铸铁管道标准长度参数表 

DN 标准长度（m） 

100~600 4、5、5.5、6、9 

700、800 4、5.5、6、7、9 

900~1200 4、5、5.5、6、7、8.15、9 

注 1:用作试验目的所切的短尺管视为标准长度管,不包括在 10%的限定之内。 

注 2:当以管线长度订购时,制造商可根据测量的单支管的铺设长度加在一起确定所需供应管的数量。 

注 3:管道有效长度也可根据双方协定确定。 

C.2  长度公差 

拖拉管长度允许偏差应符合 T/CFA 020102029 – 2023 的 4.3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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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球墨铸铁管插口外径 

D.1  依据YB/T 4564 -- 2016、T/CFA 020102029 – 2023 的要求，附录B给出了管与管件插口

外径DE的值，通过GB/T 13295 – 2019 第 6.1.1 中规定的方法使用环形尺测量周长得到。对

于公称直径DN≤ 300的管，从插口端起 2/3 管长范围内应符合安装尺寸要求。对于公称直径

DN> 300 的管，如果用户需求,制造商应提供一定数量的现场可切割管，从插口端起 2/3 管

长范围内应符合安装尺寸要求，并进行标示。 

D.2  外径 DE 的正公差为+ 1 mm，适用于所有壁厚级别和压力级别的管和管件。 

D.3  外径 DE 的负公差取决于接口型式设计,制造商手册应规定接口型式和公称尺寸。 

D.4  此外,管与管件插口椭圆度应满足： 

———公称直径 DN100 ~DN200，在插口外径 DE 公差范围内； 

———公称直径 DN250~DN600，不超过 1 %； 

———公称直径 DN>600，不超过 2 %。 

D.5  制造商手册应给出椭圆度校正的必要性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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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接口允许拉力 

E.1  拖拉管允许拉力（PFR）的计算方法应按 T/CFA 020102029 -- 2023、YB/T 4564 规定执

行，在自锚接口正内压试验中得出，允许拉力应按式下述公式进行计算： 

 

式中： 

PFR——允许拉力，单位为千牛(kN)； 

PFA——自锚接口的允许工作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DE——符合 GB/T 13295 规定的公称外径，单位为毫米(mm)。 

E.2  接口允许拉力见表 E.1。 

表 E.1  球墨铸铁管道接口最小允许拖拉力参数表 

规格 
最小允许拖拉力 

kN 

DN100 17.5 

DN150 36.3 

DN200 61.9 

DN250 94.3 

DN300 133.6 

DN350 179.6 

DN400 231.3 

DN450 289.5 

DN500 355.7 

DN600 506.7 

DN700 684.4 

DN800 890.9 

DN900 1122.2 

DN1000 1380.2 

DN1100 1667.7 

DN1200 1979.2 

 

 

 

 

 

 



14 

 

附录 F 

接口允许偏转角 

 

F.1  球墨铸铁管道接口允许偏转角见表 F.1。 

表F.1  球墨铸铁管道接口允许偏转角参数表 

规格 允许偏转角(度) 

DN100 3 

DN150 3 

DN200 3 

DN250 3 

DN300 3 

DN400 3 

DN500 2 

DN600 2 

DN700 2 

DN800 2 

DN900 1.1 

DN1000 1.1 

DN12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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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球墨铸铁管壁厚测量 

 

非开挖拖拉管项目施工难度较大，生产厂家应保障球墨铸铁管壁厚的符合性，应满足如下要

求： 

G.1 管道测量比率达到 100%； 

G.2 至少完成管体的测量，管体长度每 100mm 需要有测量数值； 

G.3 球墨铸铁管壁厚满足附录 B 表 B.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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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接口保护配件尺寸及功能 

 

H.1  非开挖拖拉过程是在膨润土泥浆环境中完成的，应采用有效的不影响接口角度偏转功

能和偏转角度能力的保护措施，防止泥浆从外部渗入接口内部从而腐蚀密封圈，缩短密封圈

的使用寿命，影响到管线的安全供水。 

H.2  拖拉过程存在较大的摩擦力，防渗漏的保护措施应具备耐摩擦力带来的损伤，或在其

外部再增加耐磨保护措施且不影响接口的偏转功能和偏转角度能力。 

H.3  应提供完整的设计方案和产品关键参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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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外保护层耐磨性 

 

I.1  外涂层应具有一定耐磨性，能承受非开挖施工时的磨损，确保牵引完成后外涂层的防

腐功能不受影响。耐摩擦层应符合 YB∕T 4564 的外涂层要求。 

I.2  拖拉管可采用以下外保护涂层: 

a) 增强型纤维水泥砂浆应符合 EN 15542 的规定； 

b) 聚氨酯应符合 GB/T 24596 的规定； 

c) HDPE(包括缠绕法和挤出法)应符合 EN 14628 规定； 

d) 其他类保护涂层应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和标准依据文件。 

I.3  生产厂家应有严格的生产工艺控制过程和对应的质量监控方法，记录均应保存和可追

溯。 

2.2.5 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 2。达到三级要求及

以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均可进入建筑外窗企业标准排行榜。达

到一级要求的企业标准，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其标准和符合标准的产品或

服务可以直接进入建筑外窗企业标准“领跑者”候选名单。 

表 1  指标评价要求等级划分 

 

三、主要验证情况分析 

3.1  基础指标 

基础指标规定的基材性能、铸铁壁厚等级、管道标准长度、管道插口尺寸、管道外防腐

涂层、管道内防腐涂层均依据 T/CFA 020102029、YB/T4564规定的要求，已实施多年。 

标准等级 满足条件 

领跑者水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2 项核心指标达到领跑者水平（5 星级）

要求 

3 项创新性指标达到领跑者

水平要求 

优质水平 
2 项核心指标达到优质水平（4星级）要

求 

3 项创新性指标达到优质水

平 

达标水平 
2 项核心指标满足达标水平（3星级）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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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基础指标概述 

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铸铁管产品基础性指标应和常规球墨铸铁管保持一致，因此在

T/CFA 020102029、YB/T4564标准中均明确要求符合 GB/T13295的要求。 

 

来源于 T/CFA 020102029 

 

来源于 YB/T4564 

基材性能、铸铁壁厚等级、管道标准长度、管道插口尺寸、管道外防腐涂层、管道内防

腐涂层在生产厂家制造过程中均都采取了相关的控制手段进行监测。 

 

球墨铸铁管生产工艺流程图 

基材性能：从化学成分开始进行检测，然后有基体组织的金相监控，力学性能的制样和试验，

合格后方可被视为合格的材质性能； 

铸铁壁厚：在线 100%的壁厚测量； 

标准长度：模具的长度控制以及生产线的长度检查； 

DE：一般情况下，质量部都会进行抽查，生产会利用通止规对关键尺寸进行 100%监控； 

外防腐涂层：实验室的材料检测和在线的厚度、外观等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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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防腐涂层：实验室的材料检测和在线的厚度、外观等检测。 

3.1.2 第三方检测 

 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铸铁管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均会体现这些基础指标的合格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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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心指标 

3.2.1 核心指标设计 

核心指标主要体现在其施工工艺特殊，如下所述： 

 第一阶段：钻导向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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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设计钻杆的轨迹、确定造斜段、铺设段以及钻杆入射角。在确定并形成工作坑

后，即可以开始导向孔的钻进。根据测量的轴线，操作定向钻进水平钻进，地面上部应采用

定向钻进导向系统控制钻头的方向，严格按设计曲线形成导向孔。 

在这一阶段，管道埋深以及管道的弯曲半径对导向孔的设计至关重要。 

 

第一阶段图示：钻导向孔阶段 

第二阶段：回扩孔阶段 

导向孔完成后，卸下起始杆和导向钻头，换扩孔钻头或切口设备进行回扩。扩孔可以根

据需要，多次分级扩孔，以利于孔壁成型和坑道稳定。 

在这一阶段，如何确定最终的孔洞直径需要综合考虑孔洞长度和土壤类型等因素。 

 

第二阶段图示：回扩孔阶段 

第三阶段：牵引管阶段 

当扩孔完成至要求的孔径后，就可以进行牵引管道工序。在完成拉头的连接后，即可进

行已安装好管道的牵引，最终完成整条管钱的穿越。 

在牵引管道阶段，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减少浮力的影响，从而减少牵引的阻力。通常可以

采用以下的方法： 

>>通过调节泥浆的密度，达到减少浮力和回拖阻力。 



24 

 

>>通过压舱的方式减少浮力。 

 

第三阶段图示：牵引管阶段 

我们很容易认知到，在这个过程中接口允许拉力、接口允许偏转角、插口焊环尺寸及性

能、锁紧环尺寸和材质要求非常的重要，是项目实施成功的关键所在。 

3.2.2 接口允许拉力 

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设计了详细的计算过程，并以此计算来确定管线的设计长度，

截至目前已成功完成国内 400+次案例，无一次失败。 

例如：DN800管*100米水平定线钻进项目，其他参数如下： 

浮力与重力合力 摩擦力

公称直径 DN 800 管材与泥浆粘性系数 ube 0.2 Pa*s

(normal u=0.2)

壁厚等级 K 9 剪切变形速率 9.7931 s
-1

钻孔内管线长度 L 100 m 管材的表面积 A 2.68 m
2
/m

泥浆密度 ρ 1.1 kg/dm
3 管线表面与泥浆的摩擦力 FRbe 524 N

管身外径 ODsch 852 mm 管线与孔壁的静摩擦系数(normal u=1) uHBo 1

承口外径 ODMu 990 mm 管线与钻孔壁的静摩擦力 FHR 312039.12 N

管材体积 V 570.13 dm
3/
m 总的静摩擦力          ∑Frbe+FHR FHRges 312563 N

球管浮力 F 627.1 kg/m 管线与孔壁的滑动摩擦系数 uGBo 0.4

(normal u=0.4)

球管重量 G 309.06 kg/m

管线与钻孔壁的滑动摩擦力 FGR 124815.6 N

管材浮力与重力合力 Fup 318.1 kg/m

3120 N/m 总的滑动摩擦力 FGRges 125340 N

管线总合力 Fres.up 312039.1 N

管线所需拉力(FHRges)  Frq 313 KN

接口允许拉力 Fperm 1225.0 KN

所需扩孔直径 Dbo 1287 mm

土方量 Vearth 130 m
3  

项目管线所需拉力：313KN； 

而圣戈班穆松桥 DN800 管接口在此项目条件下允许拉力可达到 1225KN，远大于标准要求的

程度； 



25 

 

 

同时，我们还计算出扩孔的直径以及出土立方量信息。 

 成功得项目是建立在精准的项目前期的计算基础上的，对于该项指标来说，我们需要有

足够的成功案例。 

3.2.3 接口允许偏转角 

水平定向钻法管线一般如下图，因此偏转角至关重要，角度不够会产生管线在孔洞中卡

住从而造成项目失败，也会因为角度不够需要最大管线长度增加材料成本，因此生产厂家能

够提供比标准要求更加优越的偏转角管道将更加受市场青睐。 

 生产厂家接口设计均要符合相关标准设计的需求，通过型式试验的验证方可投入市场使

用。 

规格 

DN 

标准要求的

允许偏转

角° 

圣戈班牵引

管偏转角° 

DN100 3 3 

DN150 3 3 

DN200 3 3 

DN250 3 3 

DN300 3 3 

DN400 3 3 

DN500 2 3 

DN600 2 2 

DN700 2 2 

DN800 2 2 

DN900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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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1000 1.1 1.2 

DN1200 1.1 1.1 

3.3 创新性指标 

创新性指标为管道壁厚、外保护层耐磨性、接口保护配件及功能。 

3.3.1 管道壁厚 

非开挖拖拉管项目施工难度较大，生产厂家应保障球墨铸铁管壁厚的符合性，应满足如下要

求： 

- 管道测量比率达到 100%； 

- 至少完成管体的测量，管体长度每 100mm 需要有测量数值； 

以此来保障供应的管道都是能够满足标准要求的，再施工过程中的风险也会小很多。 

3.3.2 外保护层耐磨性 

纤维水泥外保护涂层是穆松桥自有专利技术，具有很好的耐摩擦性和抗冲击性，能有效

地保护管道在拉管过程中不受损伤，确保管线的安全和寿命。同时，碱性纤维水泥本身也是

很好的耐腐蚀材料，配合喷锌涂层和环氧防腐层起到多重防腐作用，确保产品的有效使用和

长期寿命。 



27 

 

 

增强型纤维水泥砂浆外保护涂层专利证书 

（中国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 2015 1 0483402.6） 

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对于纤维水泥成品采取有效的冲击试验确保涂层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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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非开挖牵引管道的使用寿命，外涂层的选择尤为重要，其较常见的可靠方案如下： 

(1)聚氨酯(符合 GB/T 24596 的规定);  

(2)HDPE(包括缠绕法和挤出法,符合 EN 14628的规定);  

(3)增强型纤维水泥砂浆(符合 EN 15542的规定);  

以上方案均符合《YB/T4564-2016非开挖铺设用球墨铸铁管》。 

3.3.3 接口保护配件及功能 

依据 T/CFA 020102029-2023要求， 

 

接口处外部要求 

 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在安装好的管道接口采用了 PE收缩套来保护接口，不让外部

泥浆进入接口内部，同时为了保证 PE套在牵引的过程中不会被磨损或磨掉或磨错位，再在

PE套外部加上一层金属保护壳，非常有效的保障了接口的密封性和使用寿命。设计可查看

附录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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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涉及专利主要为不同生产厂家的接口，以及外部耐磨涂层的使用情况。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本标准主要针对非开挖管道施工用球墨铸铁牵引管质量分级及“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

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进行规定，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征求相关机构和企业意见，并开展调研验证，

力求标准的科学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并指导企业编写企业标准，助力企业高质量、可持

续、绿色节能发展。因此，标准制定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由于我国是铸铁排水管材出口大国，本标准的推广，将进一步实现国内产品与国际先进

标准接轨，遏制劣质产品低价竞争的势头，大大提高我国顶管质量水平，同时也可实现优质

优价，确保企业合理利益。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

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际、国外均没有本文件所评价内容的评测标准。连接件与管体焊接焊缝质量应用欧洲

标准 EN1011-8:2018。EN1011-8:2018标准中 B级、C级、D级要求分别用于评定创新指标中

的连接件与管体焊接焊缝质量的先进水平、平均水平和基准水平，与国际、国外标准基本保

持一致。 

标准指标与国家标准及国际相关产品指标对比情况见附件。 



3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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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国家相关政策、规划等保持一致，与现行

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相协调，与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宣讲，促进标准顺利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度办法、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由企业标准“领跑者”工作委员会共同提出，由中国铸造协会和中国节能协会归

口，按照中国节能协会、中国铸造协会团体标准立项要求，于2023年6月提交标准立项申请

材料。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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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附件 1《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铸铁管》指标

比对表 

序

号 

指

标

类

型 

评价指

标 

指标水平分级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对比情况 
领跑者水平 

（5星级） 

优质水平 

（4星级） 

达标水平 

（3星级） 

1 

基

础

指

标 

基材性

能 
见附录 A GB/T13295 YB/T4564 

一致 

2 
铸铁壁

厚等级 
见附录 B GB/T13295 YB/T4564 

高于国家

标准 

3 
管道标

准长度 
见附录 C GB/T13295 YB/T4564 

基本一致 

4 
管道插

口尺寸 
见附录 D GB/T13295 YB/T4564 

一致 

5 
核

心

指

标 

接口允

许拉力 
见附录E GB/T13295 YB/T4564 

高于引用

标准一致 

6 

接口允

许偏转

角 

见附录F GB/T13295 YB/T4564 

高于国家

标准和行

业标准 

7 

创

新

性

指

标 

球墨铸

铁管壁

厚 

见附录G GB/T13295 YB/T4564 

检测要求

高于国家

标准 

8 

接口保

护配件

尺寸及

功能 

见附录 H GB/T13295 YB/T4564 

高于标准

要求 

9 

外保护

层耐磨

性 

见附录 I GB/T13295 YB/T4564 

高于国家

标准和行

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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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先进性说明： 

1) 接口允许拉力：设计管线的主要参数之一，拉力允许值越大，可实现的管线牵引长度就

越长，安全性会更加有保障； 

2) 接口允许偏转角：牵引项目特点管线为弯曲的抛物线状，接口的偏转角至关重要，也是

项目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3）球墨铸铁管壁厚：更加严格的检测要求能够更好的保障项目的成功； 

4）外保护层耐磨性：产品使用寿命的重要保障环节； 

5）接口保护配件及功能：产品使用寿命的重要保障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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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附件 2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标准名称：《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铸铁管》    

负责编制单位：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承办人：   余小良      2023 年 8月 29日填写 

序号 标准章节条款 意见内容 修改为 
提出意见 

单位 
处理结果 

1 标题 

YB/T 4564里，对水平定向

钻法法进行了定义，为一种

非开挖技术。目前标题要素

重复。建议标题改为：《质

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

求   水平定向钻法法用球

墨铸铁管》 

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非开

挖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铸铁管 

中国铸造协会 

王凤 

部分采纳，非开挖有两种施工工

艺，本标为其中一种，易于理解

和后期归类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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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2节的 核心指

标第 7项 

先进水平：附录 G，并且可

以提供管线项目设计，在国

内至少 1起长度≥500m成功

案例。 

平均水平：附录 G，并且可

以提供管线项目设计，在国

内至少 1 起长度 300m~500m

成功案例。 

基准水平：附录 G，并且可

以提供管线项目设计，在国

内至少1起300m以下长度的

成功案例。 

先进水平：附录 G，并且可以提供管线

项目设计，在国内至少1起长度≥1000m

成功案例。 

平均水平：附录 G，并且可以提供管线

项目设计，在国内至少 1 起长度

500m~1000m成功案例。 

基准水平：附录 G，并且可以提供管线

项目设计，在国内至少 1起长度≥300m

成功案例。 

永通球墨铸铁管有

限责任公司 

苏柏林 

采纳，稍作修改。 

接口允许拉力，长度更加符合判

定要求。 

3 
5.2节的 接口允

许偏转角 
附录 H 应与团标保持一致 

永通球墨铸铁管有

限责任公司 

苏柏林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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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标草案全篇 

1. 草案中标准依据硬采用

国、行标为依据； 

2. 核心指标 5，不应采用

产品使用案例做为评价

条款；产品使用数量单

位统一为米数； 

3. 附录 K 增加依据标准； 

4. “水平定向钻法”应与现

行标准说法保持一致，

改为“水平定向钻法”； 

5. 引用标准应从大到小进

行排列； 

6. 术语如果在相应的 GB

或 YB 中有准确定义，

建议在本标中直接采

用，不再做额外重复定

义； 

7. 核心指标中项目如果在

现行标准中没有定义，

建议做为创新指标； 

8. 创 新 指 标 可 增 加

A\B\C\D 等层级选项； 

9. 本标中的表、图名和位

置需要采用标准写法； 

10. 附录 I，对 L、b、h 尺

寸进行备注说明； 

11. 增加参考文献。 

1. 已修改； 

2. 已修改； 

3. 附录 K 已增加依据标准； 

4. 已修改； 

5. 已修改； 

6. 已修改； 

7. 已调整； 

8. 未增加，但创新指标明确了技术指

标要求； 

9. 已修改； 

10. 已增加； 

11. 已增加。 

中国铸造协会 

薛纪二、乔世杰 

1. 采纳； 

2. 采纳； 

3. 采纳； 

4. 采纳； 

5. 采纳； 

6. 采纳； 

7. 采纳； 

8. 部分采纳； 

9. 采纳； 

10. 采纳； 

11.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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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2节的插口焊

环尺寸及性能附

录 

附录 I实际焊环与图不符 

附录 J.5 锁紧环没有可行

性试验数据及依据，建议增

加 

附录 I不做调整。 

附录 J.5修改为：“J.5 生产厂家应能

组织如下试验，依据锁紧环结构选择相

应的可行性试验但不限于：” 

永通球墨铸铁管有

限责任公司 

苏柏林 

部分采纳。 

附录 I不做调整，I.6已说明可

根据生产厂家设计来定义，该标

图为示意图，目的是要生产厂家

必须跟踪 L/b/h这三个指标，另

外，各个厂家设计的形状都有所

不同。 

附录 J，锁紧环的设计各生产厂

家均不一致，不能限定数据及判

定依据。 

6 
5.2节的外保护

层耐磨性 
没有创新性，建议删掉 - 

永通球墨铸铁管有

限责任公司 

苏柏林 

不采纳。 

团标中方案类型较多，部分方案

的应用是需要特定的处理，本标

关于耐磨性只采用其中的三种，

目的是为了杜绝没有耐磨性方

案用在水平定向钻法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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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 J和附录 L 

1. 附录 J，锁紧环检测为

创新项目，各个厂家都

有不同的设计和检测，

本着鼓励创新原则，针

对不同的产品不应完全

限制一样的检测方法； 

2. 附录 L，外保护涂层类

型需要有创新性选择，

鼓励厂家自主设计。 

1. 已修改“生产厂家应能组织如下试

验，依据锁紧环结构选择相应的可

行性试验但不限于”； 

2. 修改为“(4)其他类保护涂层（应

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和标准依据

文件）。” 

国铭铸管 

张玉湖 

1. 采纳； 

2. 采纳。 

说明：1.处理结果分三种：采纳、部分采纳、不采纳； 

2.处理结果为“部分采纳”或“不采纳”时，应当说明理由。 

 

2024 年 6 月 7 日 会议修订内容： 

1. “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铸铁管”的“简称”，前后章节的使用需要保持一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标准的排序按照国标、团标、行标排列，内部按照数字大小、字母先后进行排序； 

3. “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JB/T4943 工程机械 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4. “参考文献”增加：EN14628-1：球墨铸铁管、配件和附件要求和实验方法第 1 部分:聚乙烯涂层； 

5. “术语和定义”增加对该文本解读有利的关键性术语和定义； 

6. “4.3”修改为：“企业可根据 GB/T 19001 、GB/T 24001、GB/T 45001 建立并运行相应质量、能源、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鼓励企业根据自身

运营情况建立更高水平的相关管理体系” 

7. “4.4”修改为“产品应为量产产品，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法用球墨铸铁管质量分级及“领跑者”标准应满足 GB/T13295、YB/T4564、T/CFA 020102029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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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8. “5.1.2”修改为：“基础指标包括基材性能、球墨铸铁管壁厚等级、管道标准长度、管道插口尺寸。”； 

9. “5.1.4”创新性指标删除插口焊环、承口锁紧环及接口和型式的标准要求； 

10. 表 1 中“判定依据/方法”增加标准对应的具体条款； 

11. 表 1 序号 2 ：“铸铁壁厚等级”修改为“球墨铸铁壁厚等级”； 

12. 表 1 序号 7：“接口允许拉力”评价要求修改为接口具体拉力数值，需综合各厂家具体数值制定评价级别； 

13. 表 1 序号 8：接口允许偏转角的评价要求制定两个方案即允许偏转角具体数值要求、超过标准最小允许偏转角口径的数量； 

14. 表 1 序号 9 评价项目修改为“球墨铸铁管壁厚”，从壁厚测量比率、每米检测点数、测量区域覆盖管道位置三个方面制定评价要求； 

15. 删除表 1 中创新性指标对应 3 星的评价要求； 

16. 表 1 序号 13：“领跑者”水平修改为“所有产品耐磨性外涂层使用增强型纤维水泥砂浆”； 

17. 表 1 序号出现错误需要修正； 

18. 表 2 两项核心指标以及三项创新性指标都要达到“领跑者”水平才能被认可为“领跑者”； 

19. 全文格式（包含单位、标准用词、图表清晰度等）需要符合标准编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