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腐蚀控制工程标准化工作总结及“十五五”规划（草案）

腐蚀控制工程标准化工作是 2012 年底，在总结原防腐蚀标准化工作基础上，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结合国内外腐蚀控制的现状，就国家“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任会长适时提出了相应的“两个协会梦”，即第一个一百年，成立“国

际（ISO）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个一百年，全面走

向国际！2021 年，按照十九大五中全会精神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又总

结制定出了适应国家实现现代化要求的腐蚀控制行业的“十四五”标准化工作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十四五”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相对完善的腐蚀控制工程

全生命周期标准化体系框架，“2035”能够基本实现，“2049”得到全面实现!经

过十余年不懈的努力，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下，在任振铎会长带领下，在理事

会的领导下，在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果：

1．国际 ISO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委会成立。中美两国开创的腐蚀控

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应用及其标准化的新概念，从标准入手，联合提出

了申请成立国际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委会的提案，2016 年，经全世界 172

个国家 3 个月投票、TMB15 个国家 1 个月投票通过，最后全体大会商讨形成

ISO/TMB75/2016 号决议批准成立国际 ISO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委会，并

授权中国担任秘书国，中国推荐美国为主席国。标委会的成立，为从根本上全面

控制腐蚀打下了里程碑的基础，开辟了从根本上全面有效控制腐蚀的新纪元。国

际专家高度评价，印度认为：“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准化是一个了不起的

主动解决问题的途径”。以色列认为：“新的技术委员会将能够在该领域带来一个

协调性的总揽，研究制定国际标准，建立共同语言”。

2．首批国际标准成功发布。2020 年 12 月，经全世界 164 个成员国 DIS、FDIS

两轮投票,最后通过、批准，我国首批主导制定的 ISO23123：2020 等三项国际标

准正式发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在获得国际标委会秘书国的基础上，又掌握了主导

研发制定国际标准的优势。2022 年 11 月，由我国主导研制的国际标准 ISO24239：

2022《火电厂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 通用要求》历经三年多的时间，反复研



讨、反复修改、多方沟通、论证，特别是在进入出版阶段后，就标准名称与 ISO

中央秘书处、国标委、标委会主席进行了近十个月反复二十余次的沟通、会谈、

说明，终于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向全球发布。这既是国际腐蚀控制工

程全生命周期标准化又一次重大的突破和飞跃，也进一步推动了对腐蚀的认识。

3．新标准研制稳步推进。在 2021 年经五年多时间、四轮提案申请终获批立

项的《核电厂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 通用要求》，经过三年多的起草、征求意

见、反复讨论沟通、修改，通过了国际标准草案（DIS）投票，进入 FDIS 阶段。

该标准从立项到制定通过实属得来不易，既是腐蚀控制领域中又一次的国际性的

重大突破和飞跃，也是一次重大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制定出具有科学性、适用性、

时效性和有效性的高质量、高水平的核电厂系统顶层核心主导国际标准。2022

年 6 月，由我国主导申请的 ISO 国际标准项目《输变电系统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

周期 通用要求》，通过了委员会投票，获批立项，并由我国专家担任该项目的负

责人，负责组织该国际标准的制定。同样经过了对草案的多次征求意见和修改，

目前已进入最后的出版阶段。

此外，今年还提出了《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 腐蚀源》《腐蚀控制工程全

生命周期 术语》《钢塑复合耐蚀技术制管道装置工程全生命周期 通用要求》《腐

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技术监理 通用要求》等多项新提案，正在申请立项中。

4．成功组织召开八次国际会议。通过八次会议上主题报告的梳理总结，以

及与国内外专家的交流、探讨，推动达成共识，向前推进。一步步总结了人类同

腐蚀斗争的科学发展概况史，深刻剖析了腐蚀的本质和特性，在此基础上针对性

地提出了从根本上全面有效控制腐蚀的“矛”和“盾”的两大工程，并最终形成

腐蚀控制模板的框架，为从根本上全面控制腐蚀，达到腐蚀控制的最佳效益，杜

绝或避免安全、环保等重大事故的发生，提供了解决方案。

5.ISO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准化体系建设和实施工程国际示范基地

全面启动。为贯彻 ISO 国际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四次、

第五次国际会议决议，落实第十届全国人大顾秀莲副委员长在第八届中国国际腐

蚀控制大会上提出的“加快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准化体系建设和实施”的

建议，特授牌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为首批“ISO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准化体系建设和实施工程国际示范基地”，开展相关



工作。2022 年 8 月，由顾副委员长亲自颁发的首批“ISO 国际腐蚀控制工程全生

命周期标准化体系建设和实施国际示范基地”先后分别在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和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举行了揭牌暨全面启动仪式，启动国际示范基地建

设，开展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准研制、工程应用实施等工作，为加快腐蚀

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准化体系建设和实施及其相应标准制定的工作奠定基础。

6．全国腐蚀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81）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已

制定发布国家标准 51 项。2020 年，为适应行业发展和国际腐蚀控制全生命周期

标准化工作开展的需求，由原全国防腐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全国腐蚀

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同步开展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国家标准的研制，截

至目前，已制定发布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领域标准 14 项，为国际标准的研

制提供了更充分的基础和依据。2024 年，有 3 项国家标准批准发布，并且获批

立项 11 项国标计划，目前正在抓紧制定。

7．2015 年，我协会经国标委批准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开展团体标准工作。

2019 年，在试点工作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经广泛征求意

见，成立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统一负责团体标准工作。截至目前，已制

定发布 35 项团体标准，在研项目 10 余项。2024 年新发布 14 项团体标准。

2025 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总结过去，继往开来，在新的

“十五五”周期中，我们提出的规划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加快构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腐蚀控制工程标准体系,助力高技术创新,促进高水平开放,引

领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有力支撑。

二、总体目标

全面建设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准化体系建设和实施工程，发挥标准引

领作用释放创新动能，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开创从根本上

全面控制腐蚀工程新纪元。

三、重点任务



1.完善标准体系框架，加快相关标准制修订。

一个完整性、系统性、持续性占领市场竞争制高点的实现最佳、最大效益的

标准化体系，应该是包括主体标准体系和相应的保障标准体系。我们目前已经提

出了一个包含主体标准体系和相应保障标准体系的国际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

期标准化体系。其中，主体标准体系是核心业务标准，保障标准体系则确保其有

效执行。两者相辅相成，通过明确目标、制定标准、监督评估和持续改进，确保

组织或项目在质量、安全、效率等方面达到预期目标。

结合对腐蚀控制工程认识的深入，以及腐蚀控制工程领域的发展和需要，我

们要进一步完善这一体系。并且按照体系框架，加快相关标准的研制，为腐蚀控

制工程领域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实现

从根本上全面有效控制腐蚀的新纪元。

2.跟踪落实标准实施，推动重点领域应用示范。

标准既是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是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

引擎，同时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又是积极制定标准、贯彻标准、实施标准的

动力和动能。跟踪落实标准实施并推动重点领域应用示范，是确保标准化工作有

效落地、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1）加强标准的实施宣贯，确保标准落地，发挥标准功用，提高标准效益。

2）强化标准实施反馈，结合标准复审，开展标准评估，及时优化标准。

3）在现有标准应用示范基地基础上，继续选择一些腐蚀问题突出的行业、

领域，建立标准应用示范基地，开展相关工作。

3.深化国际合作，持续引领国际标准制修订。

深化国际合作并持续引领国际标准制修订，是提升全球话语权、推动中国技

术和产业“走出去”的战略抓手。作为国际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委会的提

出和推进方，要继续发挥这一优势平台的引领作用，需要：

1）继续加强和巩固与标委会现有成员的沟通交流，进一步寻求共识；

2）广泛寻求与更多非成员国的交流合作，争取能够吸引更多的新成员参与

到国际标准制修订。

3）发掘新的利益相关方关注点，加强对国际标准新提案的预研，在数量和

质量上提升国际标准制定能力。



4.夯实基础，提升国家标准制修订。

夯实国家标准制修订基础，是增强产业竞争力、保障质量安全、支撑高质量

发展的根基。全国腐蚀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需要立足原有工作积累，提升整体

工作水平：

1）精确识别标准需求，强化标准预研，优化标准立项，提高标准立项成功

率。

2）加强标准制定全过程的质量管控，按时保质完成标准制修订计划。

3）重视标准实施跟踪，建立标准实施与标准制修订的正反馈机制。

4）完善标委会管理，加强对标委会委员的动态管理，提高标准化人才的整

体水平。

5.鼓励创新，推进团体标准制修订。

团体标准作为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具有灵活性高、响应速度快、贴近行业

需求的特点，是激发创新活力、填补标准空白的重要抓手。为充分发挥团体标准

作用，需要：

1）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推动标准创新突破。

2）强化行业组织能力，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提升团体标准质量与影响力。

腐蚀控制工程标准化工作是一项关乎安全、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基础

性工作，对提升运行寿命、保障生产安全、降低维护成本具有战略意义。我们也

号召全行业，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共同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向

腐蚀宣战，实现从根本上全面控制腐蚀，最大、最佳减少腐蚀给人类社会造成的

各种危害，杜绝或避免腐蚀可能造成各种人命关天、环境污染等重大事故的发生，

穷力开创从根本上上全面有效控制腐蚀的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