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PMA 团体标准《CT 球管阳极靶盘》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下达计划任务的完整名称、项目计划发布文件号、本项目的计划代号； 

背景和意义：CT球管作为CT设备中产生X射线的核心装置，被誉为CT的“核

心”，而旋转阳极靶则是CT球管产生X射线的源头，可视为CT球管的“心脏”。

作为CT整机中核心、高值、易耗部件，CT球管靶盘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巨大

的市场价值，也是国外医疗巨头在CT整机研制生产过程中重点布局和控制的核

心部件，但长期被国外垄断。 

随着CT球管国产化的普及，国内对于CT阳极靶盘的需要量也逐渐增大，但

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因此，编制CT球管阳极靶盘产品标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主要承办单位完整名称、副主办单位或协作单位完整名称； 

主要承办单位：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和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泰

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是央企“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主力上市公

司“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钨、钼、钽、铌、铼为主导产品，

为全球高端客户提供先进金属材料、制品及解决方案。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

航天、医疗、半导体、核电及能源、安全和防御、汽车等领域，是国内难熔材料

领域的高新技术领军企业。 

安泰天龙是中国钨业协会主席团单位和钨材分会会长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钼业分会副会长单位，拥有科研人员近200人，先进研发制造设备上千套，

产品种类几十种、规格上千种，开发多项专有技术。拥有授权专利120余项，参

与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30余项。 

公司拥有“天津市企业技术中心”、“天津市钨钼及复合材料企业重点实验

室”、“天津市工业设计中心”三个研发平台，荣获“天津市领军企业”、“天

津市第三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等荣誉称号。2019年通过天津市“绿色工

厂”体系市级评审，2021年入选国家绿色制造名单，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2020

年，“适形放疗多叶光栅系统”获第五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2021年，安泰天

龙入选《天津市2021年度市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培育名单》。 

协作单位：电科睿视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麦默真空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北京智束科技有限公司和昆山医源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3、制修订标准的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科

睿视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麦默真空技术无锡有限公司、北京智束科技有限公

司和昆山医源医疗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了标准编制组，调研了国内外相关资料及用

户和实验室，系统总结了国内外CT球管阳极靶盘的生产现状、客户需求及应用

发展趋势，根据调研情况，由主要编制单位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整理和编

制了《CT球管阳极靶盘》草案。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起草人 工作职责 

董帝 负责标准的编写，实验方案的确定 

熊宁 负责标准编写材料的收集 

刘洁 负责标准内容的编写 

康聚磊 负责标准开展试验验证和数据积累 

王寅 负责客户需求调研及数据收集 

弓艳飞 负责标准编写的组织协调，提供理论支撑 

王铁军 负责标准编写的组织协调，提供理论支撑 

龚海华 负责产品性能验证 

王啸 负责产品性能验证 

胡银富 负责产品性能验证 

杜小琴 负责产品性能验证 

汪上杰 负责产品性能验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2.1 标准编制原则 

以满足 CT 球管阳极靶盘的实际生产和使用的需要为原则，填补 CT 球管阳

极靶盘标准缺失的空白。标准格式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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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001.10《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

分：产品标准》给出的规则起草。 

2.2 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2.2.1 技术要求 

a) 材质 

根据 CT 球管阳极靶盘的具体用途和客户要求，确定靶盘材质为钨铼层、

TZM 层和石墨层的复合材质。本标准参考 ASTM B386-19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Molybdenum and Molybdenum Alloy Plate, Sheet, Strip, Foil, and Ribbon 标准，

并进行大量数据统计确定了本产品的化学成分。具体见表 2 的规定。 

表 2 CT 球管阳极靶盘化学成分 

WRe 层化学成分（wt.%） 

W Re C O 

余量 5~10（±0.5） ≤0.005 ≤0.005 

TZM 层化学成分（wt.%） 

Mo Ti Zr C O Fe Ni Si 

余量 0.4~0.55 0.06~0.12 0.01~0.05 ≤0.050 ≤0.010 ≤0.005 ≤0.010 

b) 外观 

根据大量用户端对 CT 球管阳极靶盘表面状态的要求对外观进行规定：不允

许有划伤、氧化和裂纹等缺陷。 

c) 尺寸 

CT 球管阳极靶盘尺寸的制定，由起草单位向客户征集数据和控制标准，根

据数据，对具体的指标进行了确认，制定了合理的控制范围。具体见表 3 的规定。 

表 3 CT 球管阳极靶盘尺寸 

靶面倾角 7°~13° 

靶面厚度（WRe 层） 0.8~1.5mm 

最大不平衡量 3g·cm 

注：其余尺寸均按需方图纸要求 

d) 平均晶粒尺寸 

CT 球管阳极靶盘平均晶粒尺寸，通过收集、整理生产经验及用户需求，确

定产品不同材质层的平均晶粒尺寸。WRe 平均晶粒尺寸≤40μm，TZM 平均晶粒

尺寸≤65μm。 

e) 密度 

CT 球管阳极靶盘的密度，通过收集、整理生产经验及用户需求，确定产品

不同材质层的密度范围。WRe 密度≥18.20g/cm3，TZM 密度≥9.90 g/cm3。 

f) 无损检测 

根据数据统计、客户需求及 GJB 1580A-2019 变形金属超声检验方法的要求

确定，应符合标准中 A 级要求；焊接后 TZM/石墨层坯料焊合率应≥90%。 

g) TZM 层抗弯强度 

CT 球管阳极靶盘的 TZM 层三点抗弯通过收集、整理生产经验及用户需求

确定。TZM 抗弯强度≥900MPa。 



2.2.2 阳极靶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 

通过与用户充分的沟通，收集相关的用户要求，并根据相关标准最终制定了

技术指标及相应的试验方法。 

2.2.2 检验规则 

通过与用户充分的沟通，收集相关的用户要求，最终制定了检验规则。 

2.2.3 标志、标签、随行文件、包装、运输和存储 

根据供需双方的要求，在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随行文件几个方面都做

出了相关规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产品标准给出主要技术指标验证结果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等。 

针对 CT 球管阳极靶盘的客户使用情况，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对 WRe 平

均晶粒尺寸、TZM 平均晶粒尺寸、TZM 抗弯强度进行了试验验证，验证数据见

表 4、表 5、表 6。 

表 4 CT 球管阳极靶盘 WRe 层平均晶粒尺寸 

编号 WRe 层平均晶粒尺寸，μm 

1 26 

2 28 

3 20 

表 5 CT 球管阳极靶盘 TZM 层平均晶粒尺寸 

编号 TZM 层平均晶粒尺寸，μm 

1 60 

2 59 

3 57 

表 6 CT 球管阳极靶盘 TZM 抗弯强度 

编号 抗弯强度，MPa 

1 1060 

2 1054 

3 1088 

4 992 

5 1099 

6 1001 

7 979 

8 962 

9 1004 

通过表 4、表 5、表 6 的数据分析，本标准中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是合理的。



通过本标准的实施，将促进行业的技术提高与发展，有利于 CT 球管阳极靶盘的

规范发展。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CT 球管阳极靶盘作为医疗设备的主要零部件得到了迅速发展，推动了医疗

设备国产化进程。CT 球管阳极靶盘是高端医疗器械装备用材料，“十三五”期间，

国家持续加大对相关领域的支持，国产高端医疗器械装备的性能和竞争力不断提

高，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但与进口设备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本标准的制定不但符合《中国制造 2025》（国发〔2015〕28 号）中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发展需求，而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四个纲领性文件的国家重点发展战略——

生物医药产业（包括医疗器械）的要求。更为 CT 球管阳极靶盘的生产制造提供

质量规范，对推进高端医疗器械国产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标准为国内首次对 CT 球管阳极靶盘进行规范，有利于填补相关领域的空

白。标准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国内相关企业实际生产水平及国内外使用端需求，具

有充分的先进性、科学性、普遍性、广泛性和适用性，其综合水平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完全满足国内外用户、市场及我国产品进出口的需求，更有利于提高我国

CT 球管阳极靶盘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推广采用该标准，对 CT 球管阳极靶盘领域实施“中国制造”或“中国

创造”的飞速发展，提升产品质量，促进产业发展，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国内外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对比 

现无查询到国外相关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有色金属标准体系“稀有金属”类，“产品标准”系列。  

本标准制定时，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上按照我国标准体系做了调整和编辑。标

准的格式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完全执行了现行的国家标准和有关法规，符合 GB/T 

1.1 的有关要求。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首先应在实施前保证标准文本的充足供应，使每个生产单位、用户及检测

机构等能及时获得本标准文本，这是保证新标准贯彻实施的基础。  

2.新制定的《CT球管阳极靶盘》标准，不仅与生产企业有关，而且与用户、

检测机构等相关。对于标准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疑问，起草单位有义务进行必

要的解释。  

3.可以针对标准使用的不同对象，如检测机构、质量监管（督）等相关部门，

有侧重点地进行标准的培训和宣贯，以保证标准的贯彻实施。 

4.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1个月后实施。 

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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