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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美国 ＡＳＴＭ Ｂ４９—１９９８《电气用铜线杆盘条》及英国 ＢＳ６９２６—１９８８《电工

用铜　高导铜线坯》标准。

本标准是对ＧＢ／Ｔ３９５２—１９９８《电工用铜线坯》的修订。与原标准相比，本标准主要变化如下：

———加严了Ｔ１、Ｔ２牌号铜线坯中的氧含量的限量，并根据国内实际修改了ＴＵ２牌号铜线坯的氧

含量，Ｔ３牌号铜线坯规定为用紫杂铜生产的连铸连轧和上引法铜线坯；

———将原标准中的正反１０转扭转试验改为扭断试验并增加了相应的等级规定，以明确对试验结果

的界定，同时加严了热态Ｔ２、ＴＵ２牌号伸长率指标；

———增加了与体积电阻率对应的质量电阻率指标；

———增加了对连铸连轧铜线坯的铜粉量、上引无氧铜线坯的氢脆、紫杂铜火法精炼高导电率铜线坯

的退火性能要求，并规定了相应的检验方法；

———增加了附录Ａ，铜线坯铜粉量的测定方法；

———增加了附录Ｂ，无氧铜线坯氢脆试验方法；

———增加了附录Ｃ，退火性能试验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江西铜业集团公司、国际铜业协会（中国）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卢宝仁、李刚、李东林、丁士启、吴予才、张邦琪、刘婉容、危利民、李保娣、孙宁。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３９５２．１—１９８９，ＧＢ／Ｔ３９５２．２—１９８９，ＧＢ／Ｔ３９５２．３—１９８９，ＧＢ／Ｔ３９５４．１—１９８９，

ＧＢ／Ｔ３９５２—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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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用铜线坯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工用铜线坯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直径为６．０ｍｍ～３５．０ｍｍ，供进一步拉制线材或其他电工用铜导体的圆形截面铜

线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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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３０．１　金属洛氏硬度试验　第１部分：试验方法（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Ｋ、Ｎ、Ｔ标尺）

ＧＢ／Ｔ２３８—２００２　金属材料　线材　反复弯曲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６７　阴极铜

ＧＢ／Ｔ３０４８．２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金属导体材料电阻率试验

ＧＢ／Ｔ４９０９．２　裸电线试验方法　尺寸测量

ＧＢ／Ｔ４９０９．３　裸电线试验方法　拉力试验

ＧＢ／Ｔ４９０９．４　裸电线试验方法　扭转试验

ＧＢ／Ｔ５１２１（所有部分）　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３　要求

３．１　产品分类

３．１．１　牌号、状态、规格

铜线坯的牌号、状态、规格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牌号、状态、规格

牌　　号 状　　态 直径／ｍｍ

Ｔ１，Ｔ２，Ｔ３

ＴＵ１，ＴＵ２

热（Ｒ）

热（Ｒ）

硬（Ｙ）

６．０～３５．０

６．０～１２．０

３．１．２　标记示例

标记示例按牌号、状态、直径和标准编号的顺序表示，标记示例如下：

示例１：牌号为Ｔ１、热态、直径为８．０ｍｍ的铜线坯标记为：

铜线坯　Ｔ１　Ｒ　８．０　ＧＢ／Ｔ３９５２—２００８

　　示例２：牌号为ＴＵ２、硬态、直径为１０．０ｍｍ的铜线坯标记为：

铜线坯　ＴＵ２　Ｙ　１０．０　ＧＢ／Ｔ３９５２—２００８

３．２　化学成分

３．２．１　Ｔ１、ＴＵ１牌号铜线坯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３．２．２　Ｔ２、ＴＵ２牌号铜线坯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３．２．３　Ｔ３牌号铜线坯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４所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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