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琴击弦机》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计划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和外文版项目

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94 号）进行修订，项目名称《钢琴击弦机》，计划号：20220310T-QB。

起草单位为森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钢琴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乐器

研究所等。项目周期 18 个月。

2. 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22 年 4 月，《钢琴击弦机》标准修订计划下达后，乐器标委会秘书处、牵头单位森鹤乐器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对该项标准的修订工作进行了筹备。会议对 QB/T 2279-2013

的实施运行情况做了全面的分析。基于一个标准守住一个行业底线的原则，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方式的

改变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 确定以标准引领产品品质的提升，满足市场需求，完善乐器消费为目的。

拟以 QB/T 2279-2013 作为修订标准的基本框架，梳理各条款内容，通过增加、更改和删除等方式对 QB/T

2279-2013 进行修订，由牵头单位森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对标准修订原则、目标及拟修订的技术内容等制

订工作方案，并形成修订草案的共识，同时着手成立标准修订工作组。

2023 年 3 月 28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会议。森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钢琴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乐器研究所、宜昌金宝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南京艺术学院、杭

州嘉德威钢琴有限公司、重庆斯威特钢琴有限公司等单位派人员参加了第一次工作组会议。经过与会者讨

论，会议对由森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钢琴击弦机》草案稿进行了研讨，并对草案稿提出了具体意

见和建议。

2023 年 4 月 10 日，工作组成员通过网络召开第二次工作组会议。针对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后，工作组

主要对托木铁丝抗拉强度、制音器制音弹簧弹力，转击器勾簧弹力，联动器顶杆弹簧弹力的要求等再次进

行了讨论，并形成了下阶段调研、数据验证的方案。

2023 年 5 月 22 日，主要工作组成员通过网络召开第三次工作组会议。会议对经实验证明的指标进行

了讨论，针对文本的修改逐项进行了确认。并对制音器制音弹簧弹力，转击器勾簧弹力，联动器顶杆弹簧

弹力的的测试方法提出了新的修改意见，且要求工作组成员单位于 6月 2日前完成验证工作。

2023 年 6 月 20 日，主要工作组成员通过网络召开第四次工作组会议。此次会议主要对第三次形成的

标准草案进行了通篇的会审讨论，特别对“弹力”的“量值”指标进行了研讨，对相关测试方法进行了确

认，就文本修改基本统一了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8 月 7日，经工作组组长审核后，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上报乐器标委会秘书处。

2）征求意见阶段

暂无

3）审查阶段

暂无

4）报批阶段

暂无

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森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乐器研究所、宜昌金宝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南京艺术学院、杭州嘉德威钢琴有限公司、重庆斯威特钢琴

有限公司共同修订。

主要成员：罗冲、邬立平、张开峰、肖巍、杨杰、王伟、熊南方、宋丹、陈莲琴、孙家希、胡央丹、

徐刚、胡建迪、李淑萍。



所做工作：工作组长罗冲负责统筹项目修订，张开峰、王伟、胡央丹、负责文本的起草和各方信息的

汇集，肖巍、邬立平、杨杰、熊南方、宋丹、陈莲琴、孙家希负责产品技术现状及使用者需求调研，徐刚、

胡建迪、李淑萍负责数据采集及测试验证，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修订符合产业发展需求，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标准的目标性、统一

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进行修订。

本标准起草主要依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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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分 产品标准》。

2.主要变化内容

本标准是对QB/T 2279-2013《钢琴击弦机》的修订，与QB/T 2279-2013相比，除做编辑性修改外，主

要变化如下：

——依据QB/T 2444-2010《钢琴零部件名称》确定的内容，对部分名称做了修正；

——修改了三角钢琴击弦机名称；

——修改了托木铁丝的抗拉强度；

——增加了制音器制音弹簧弹力，转击器勾簧弹力，联动器顶杆弹簧弹力的要求，并规定了相应的试

验方法；

——增加了对制音器轴架、轴钉与轴衬呢间转向摩擦阻力的要求，并规定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修改了电镀防锈能力等级；

——修改了耐久性指标；

——修改了轴钉耐磨性指标；

——增加了弹簧耐疲劳性的内容；

——增加了产品回收利用的内容；

——修改了检验规则；

——修改了附录A中的图示描述；

——对标准文本重新做了编排。

3. 主要解决的问题及理由依据

QB/T 2279-2013《钢琴击弦机》行业标准发布以来，对指导生产、规范市场、保护消费者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但该标准也存在着标龄过长，内容滞后，技术内容已不能准确反映生产和使用的实际。

增加了产品回收利用的内容：随着钢琴产品的普及产量增多的同时，钢琴击弦机产品因性能降低不再

具有使用价值的废弃件也越来越多，为节约资源与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本次修订依据GB/T

31731-2015增加了对废弃钢琴击弦机产品回收利用的内容，以指导、引领企业“绿色”生产，推动企业可

持续发展。

本次提出修订，将进一部对指导钢琴击弦机生产和确保产品质量起到促进作用。符合钢琴击弦机

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现状，满足使用者对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的要求。

三、主要试验及验证情况

本次是对《钢琴击弦机》标准的第四次修订。对内容的增加、修改与确定是在QB/T 2279-2013基础上

进行的，对技术内容的增加与修改主要来源于钢琴击弦机产品的实际生产和消费需求，其技术指标、参数

已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得到验证，符合实际，对目前生产、使用具有可行性。主要试验有以下及方面：

1.增加了主要弹簧的弹力要求：增加了制音器制音弹簧弹力，转击器勾簧弹力，联动器顶杆弹簧弹力

的要求，并规定了相应的试验方法。参数已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得到验证，符合实际，对目前生产、使用

具有可行性。详见表 1。

2.修改有害物质限量要求：是依据《乐器有害物质限量》推荐性标准转化为强制性标准的变化而做出，

GB 28489《乐器有害物质限量》，覆盖了所有乐器、乐器配件及置于室内的包装物，GB 28489 中的指标及

要求与测试方法对本标准是适用的。为方便标准使用，本次修订将 GB 28489 中涉及钢琴击弦机产品的指

标移入至本标准；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

乐器是我国国民经济传统产业，在国际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其既是普及文化艺术和音乐教学不可或缺基本条件，又是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钢琴作为“乐器之

王”是乐器行业的主要产品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我国钢琴产量已达 35～37 万架，已成为全球制造

钢琴数量第一的国家。作为钢琴重要组成部件的钢琴击弦机，《钢琴击弦机》标准对整个钢琴行业也非常

关键，新修订的《钢琴击弦机》行业标准更有利于钢琴制造水平的提升，产品质量、品质的提升；更多地

考虑了使用者、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发展中”的钢琴制造企业、从事钢琴研制、教育、维修及销售人士

有着指导、规范的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测试国外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领先。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钢琴击弦机》位于《乐器标准体系》中类“乐器辅助品”、小类“零部件类”，属产品标准，体系

编号为 183710001060202001CP。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乐器标准体系见下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时，代替 QB/T 2279-2013。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表 1

立式钢琴击弦机弹簧力检测数据

序号 部件名称
实测数据 （单位：N）

样品 1 样品 1 样品 3 样品 4 样品 5 样品 6 样品 7

1

制音器弹簧力

1.10 1.46 1.10 1.30 1.00 0.85 1.42

2 1.10 1.48 1.10 1.30 1.00 0.90 1.40

3 1.10 1.46 0.95 1.28 0.95 0.90 1.40

4 1.00 1.42 0.90 1.30 0.95 0.85 1.38

5 0.65 1.22 0.70 1.02 0.90 75.00 1.10

6 0.65 1.20 0.70 1.00 0.90 0.70 1.12

7 0.65 1.20 0.70 1.04 90.00 0.70 1.10

8 0.70 1.22 0.60 1.02 0.90 0.70 1.14

9 0.60 0.82 0.60 0.80 0.65 0.65 0.82

10 0.60 0.84 0.65 0.82 0.65 0.70 0.84

1

转击器勾簧力

0.35 0.90 0.35 0.70 0.30 0.35 0.52

2 0.35 0.90 0.31 0.70 0.35 0.35 0.50

3 0.35 0.94 0.30 0.68 0.35 0.40 0.48

4 0.36 0.96 0.30 0.68 0.30 0.40 0.50

5 0.35 0.92 0.32 0.70 0.35 0.38 0.50

6 0.30 0.90 0.30 0.70 0.30 0.35 0.48

7 0.30 0.92 0.32 0.68 0.34 0.37 0.52

8 0.30 0.90 0.30 0.70 0.30 0.40 0.52

9 0.33 0.92 0.35 0.72 0.30 0.37 0.52

10 0.30 0.94 0.35 0.70 0.35 0.35 0.50

1

顶杆弹簧力

0.11 0.09 0.09 0.08 0.09 0.07 0.10

2 0.12 0.09 0.08 0.07 0.09 0.09 0.10

3 0.11 0.09 0.09 0.08 0.08 0.06 0.10

4 0.11 0.08 0.09 0.08 0.09 0.06 0.10

5 0.10 0.08 0.09 0.07 0.09 0.07 0.10

6 0.11 0.09 0.08 0.07 0.09 0.10 0.10

7 0.10 0.09 0.09 0.08 0.09 0.07 0.10

8 0.11 0.08 0.08 0.08 0.09 0.07 0.09

9 0.11 0.09 0.09 0.08 0.09 0.06 0.10

10 0.11 0.08 0.09 0.08 0.08 0.06 0.10

《钢琴击弦机》行业标准修订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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