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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４２６—１９７８《炭素材料分类》。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４２６—１９７８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炭素材料大类”，１０个大类；

———增加了“炭素材料原料类”，３９个小类；

———增加了“电工机械用炭素材料类”，１４个小类；

———增加了“化工用炭素材料类”，１５个小类；

———增加了“特种炭制品类”，２３个小类；

———增加了“炭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类”，２７个小类；

———增加了“纳米炭材料类”，９个小类；

———“石墨制品类”删除了１个小类，增加了９个小类，共１４个小类；

———“炭制品类”删除了３个小类，增加了１２个小类，共１６个小类；

———“炭糊类”删除了１个小类，增加了５个小类，共９个小类；

———“特种石墨制品类”删除了１个小类，增加了２５个小类，共２７个小类；

———合计增加了６个大类，删除了６个小类，新增加１７８个小类，共１９３个小类；

———每个炭素材料小类增加了英文缩写；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删除了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武汉科技大学、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敏伦、何选明、王世杰、魏仁零、孙伟、朱海哲。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４２６—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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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 素 材 料 分 类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炭素材料的分类方法、分类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冶金、电工机械、化工和其他工业作为导电材料、结构材料和特殊功能材料等用途使

用的炭素材料的分类。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８７１８　炭素材料术语

３　分类方法

３．１　炭素材料一般按其用途、特点不同划分类别，每类又包括若干品种。

３．２　炭素材料分类以ＧＢ／Ｔ８７１８为基础，对炭素材料术语中每一种原料和产品都进行了分类。

３．３　除了炭素材料大类外，每种炭素材料都有相对应的英文名词或英文缩写。例如，炭纤维“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ｂｅｒ”的英文缩写为“ＣＦ”。

３．４　每一种炭素材料大类有一个由（１～２）个汉语拼音字母组成的大类代号，它们是该炭素材料大类汉

语名词第一个汉字汉语拼音声母的大写。例如，石墨制品类的第一个汉字“石”的汉语拼音为“ｓｈｉ”，故

其代号为“Ｓ”。当仅用第一个汉字汉语拼音的声母不能区别时，则采用汉语名词第一个汉字和第二个

汉字汉语拼音声母的大写，共同组成大类代号。如炭糊类，仅用第一个汉字汉语拼音的声母，其代号应

为“Ｔ”，与炭制品类相同，故炭糊类代号增加第二个汉字“糊”的汉语拼音“ｈｕ”的声母大写“Ｈ”，即炭糊

类代号为“ＴＨ”。

３．５　每一大类炭素材料所属的每一品种，都有一个由汉语拼音字母组成的类别代号。其组成规则为：

第一个或第一、第二两个字母为大类代号，其后是该品种汉语名词最后一个词的第一个汉字汉语拼音声

母的大写。当不能区别时，增加开头第一词第一个汉字汉语拼音声母的大写，仍然不能区别时，增加第

二词第一个汉字汉语拼音声母的大写。依次类推。例如，石墨块代号为“ＳＫ”；高功率石墨电极代号为

“ＳＤＧ”；煅烧针状焦代号为“ＹＪＤＳ”等。

４　分类

４．１　炭素材料大类

炭素材料大类见表１。

表１　炭素材料分类总表

序号 名　称 代号 特　点　与　用　途

１ 炭素材料原料 Ｙ
　各种炭素产品的生产原料，主要包括各种人造的和天然的碳质固体、有

机烃类液体和气体以及炭素生产的返回料

２ 冶金用石墨制品类 Ｓ 　用于钢铁冶金和有色冶金各种石墨质炭素产品

３ 冶金用炭制品类 Ｔ 　用于钢铁冶金和有色冶金各种碳质炭素产品

１

犌犅／犜１４２６—２０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