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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磁致伸缩材料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产业升级，超磁致伸缩材料将向高性能化方向发展。研究人员正致力于提高材

料的磁致伸缩系数、磁导率等关键性能指标，以满足不同应用领域对材料性能的需求。这将使得超磁致伸

缩材料在更广泛的领域得到应用，如高精度传感器、智能驱动器、精密机械控制等。

多元化发展也是超磁致伸缩材料的一个重要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新型超磁致伸缩材料不断涌现，

如纳米结构超磁致伸缩材料、复合材料等。这些新型材料具有更优异的性能和更广泛的应用前景，为超磁

致伸缩材料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绿色环保也是超磁致伸缩材料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材料的生产和应用

过程中，环保问题备受关注。未来，开发绿色、低毒、可降解的超磁致伸缩材料将成为研究热点，以满足

社会对环保的要求。

智能化也是超磁致伸缩材料发展的重要趋势。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材料性能的智能化调控，

提高材料在复杂环境下的应用效果。这将使得超磁致伸缩材料在智能传感、智能驱动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

用。国产化也是超磁致伸缩材料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国内对超磁致伸缩材料研究的不断投入，我国在材

料制备、性能优化、应用开发等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果。未来，有望实现超磁致伸缩材料的国产化替代，为

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目前，有关超磁致伸缩材料通用技术要求的标准有 GB/T 19396-2012 铽镝铁大磁致伸缩材料、GB/T

34938-2017 平面型电磁屏蔽材料通用技术要求,相比之下《超磁致伸缩材料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针对

性比强，规定了包含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在内的各项要求，且类别

涵盖面更全。

国家标准层面暂时对超磁致伸缩材料通用技术要求没有标准化文件，处于标准空白点，急需立项标准，

填补标准空白点，推动市场化发展。

制定《超磁致伸缩材料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1. 统一技术要求：

通过团体标准的制定，可以统一行业内对超磁致伸缩材料的技术要求，确保产品质量和性能的一致性。

2. 提升产品质量：

团体标准的实施有助于提高产品的整体质量水平，促进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质量控制。

3. 促进市场规范：

明确的团体标准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减少因技术参数不统一导致的市场混乱和不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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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强企业竞争力：

制定符合行业高标准的团体标准，有助于提升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升企业竞争力。

5. 满足用户需求：

团体标准的制定能够更好地反映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更加安全、可靠和高效的产品。

6. 推动行业发展：

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以推动整个超磁致伸缩材料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健康发展。

二、起草单位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本标准由广东润宇传感器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中油乐仪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恒立远大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达精益

机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米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共同起草。

2、主要起草单位及其所作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职责

起草人 工作职责

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中油乐仪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

排，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

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材料行业资深

专业人员，压力传感器行业管理人员

天津恒立远大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浙达精益机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米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实际生产单位、负责汇报企业生产数据、试验方法，参

与标准编制。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机械行业现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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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及相关要求

编制。

四、标准编制过程

4.1立项阶段

2024年11月25日，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正式批准《超磁致伸缩材料通用技术要求》立项。

4.2 起草阶段

4.2.1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根据《超磁致伸缩材料通用技术要求》编制需要，广东润宇传感器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中油乐仪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恒立远大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达精益

机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米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等机构相关专家成

立标准制定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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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形成标准草案：根据工作计划及分工安排，在系统参考、学习已有标准及研究的基础上，标

准制定工作组完成《超磁致伸缩材料通用技术要求》各部分内容，并于2024年12月1日汇总形成标准草案。

4.2.3 2025年2月20日，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召开了《超磁致伸缩材料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讨论会，

与会代表3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标准编制组就该标准立项背景和标准框架分别进行了介绍。与会专家和

代表就标准名称、框架结构、定义、范围、技术指标、试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明确了该标准编

制工作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内容的完善措施和修改意见、建议。

在讨论会结束后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与会专家及参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3 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2月27日，本标准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同时由编制工作组向相关单位进行定向征求意见。

五、标准主要内容

根据生产企业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中油乐仪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恒立远

大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达精益机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米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等单位的产品数据得到以下主要技术内容：

1、初始磁导率：材料在弱磁场下的磁化能力，反映磁化响应速度。高初始磁导率适合高频传感器或

变压器，可快速响应磁场变化。

2、居里温度：材料失去铁磁性的临界温度（℃），超过此温度后磁致伸缩效应消失。高居里温度（如

稀土金属350 ℃～400 ℃）确保材料在高温环境稳定工作。若工作温度接近居里点，需设计散热系统或选

择耐温材料（如铁氧体）。镍基合金居里温度较低（150 ℃～250 ℃），限制其在高温场景的应用。

3、饱和磁致伸缩系数：材料在饱和磁场下的最大形变量（ppm，即微应变）。值越高，材料形变能力

越强。

4、饱和磁通密度：材料在强磁场下能达到的最大磁化强度。高饱和磁通密度（如稀土金属1000 mT～

1500 mT）支持大功率设备，高值材料可减少器件体积。

5、转换效率：磁能→机械能的转换效率（%），与磁滞损耗、涡流损耗相关。高效率减少能量浪费，

适合长期运行的设备。低效率材料易发热，需额外散热设计。

六、标准水平分析

6.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暂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与国外标准，故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外标准可采用。

6.2 与国际标准及国外标准水平对比

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6.3 与现有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与现有的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无重复交叉现象。

6.4 设计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经查，本标准没有涉及国内外专利。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要求的选定、试验方法的确定、检验项目设置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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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标准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一、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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