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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基本情况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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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标准定义

国际标准是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和国际电信联盟（ITU）制定的标准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确认并

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

注：ISO认可的其他组织约有39个，如IAEA、ICRU、ICR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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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ISO/TC 85/SC 2 辐射防护

ISO/TC 85/SC 5 核燃料循环

ISO/TC 85/SC 6 反应堆技术3

2

1

核能领域分技术委员会设置

5

国内归口管理：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58）秘书处（标准化所）



（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ISO/TC 85/SC 2 辐射防护

ISO/TC 85/SC 5 核燃料循环

ISO/TC 85/SC 6 反应堆技术3

2

1

核能领域分技术委员会设置

国内归口管理：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58）秘书处（标准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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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TC 45：核仪器仪表

SC 45B：辐射防护用核仪器

SC 45A：堆用核仪器

负责通用核仪器、核探测器、勘探采矿用核仪器、

放射性同位素应用仪器等专业领域标准化工作。

负责环境辐射监测、核设施厂区内外监测、人员

监测和核设施排出物监测等所用设备和系统等专

业领域标准化工作。

负责核反应堆及核电厂的核测量系统、控制系统、

安全系统、安全级电力系统、事故监测系统和破

损元件探测定位系统等专业领域标准化工作。

A

B

C

核能领域分技术委员会设置
TC 45 Nuclear instrumentation

国内归口管理：
全国核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0）
秘书处（标准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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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SO/TC85 & IEC/TC 45现行有效标准发布年份分布及趋势预测

核国际标准历年发布情况及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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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SO/TC 85和IEC/TC 45及下设分委员会标准项目统计情况



国际标准申报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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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相关性原则（Global Relevance）
国际标准特性是尽可能广泛地被全球产业及市场利益相关方使用并实施。（ISO定义）

2. 协商一致原则（Consensus）
➢ 国际标准反应映全球的需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 为了达到全球范围的协商一致，在技术工作中需要特殊的措施以保障发展中国家的需

求得以考虑。（源自：ISO/IEC Directives, 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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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制定基本原则



国际标准申报及制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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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申报及制定流程

12



1、预阶段（00）-PWI
（1）申请制定国际标准需要准备的工作

◆摸清是否已有类似标准

属于哪个TC/SC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是谁

◆填写有关申请表格、

编制标准草案

◆向国内技术对口单位提交

B. 调研国内外情况
填写申请材料

◆制定全新国际标准 or，

修改现行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种类：

国际标准(IS)、

技术规范(TS)、

可公开获取的规范(PAS)、

技术报告(TR) etc.

A. 明确制定国际标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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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SO新工作项目申请表模板（英文版）
Form 4: New Work Item Proposal

2

3 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案审核表（英文版）

4 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案审核表（中文版）

ISO新工作项目申请表模板（中文版）
Form 4: New Work Item Proposal

提交材料

5 标准草案（中英文对照）

14



15

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案审查要素



2、提案阶段（10）-NP

04030201

报对口技术委员会（ISNI）

报国家委员会（SAC）

报中央秘书处 / 中央办公室（ISO/IEC）

各成员国投票（P-member）

• 积极联络相关P成
员国技术专家

• 主导修订项目的
反向备案机制



如果说预阶段和提案阶段是潜在的（预研或提案）

项目，从准备阶段（20.00）开始则是正式启动

的（被批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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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准备阶段（20）-WD



小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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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主导发布核领域国际标准仅1项、未曾参与国际标准化全球治理、
实质性参与国际活动少，全球贡献度和影响力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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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补10余项核领域国际标准空白

• 发布9项国际标准

• 推进11+1(8)项新提案立项

• 建立30余项提案储备库

• 注册核领域专家14人次（累计21人次）

• 国际标准团队成员首次突破150人

• 科研成果获选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优秀论文，在EI、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20余篇，注册软著1项、申请实新专利2项，形成研究成果50余万字

• 首次承担ISO/TC85/SC6国际秘书处，担任SC6主席、WG召集人等职

创新协同、精细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核工业蓬勃发展，不断提高核科技工业的
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而核能领域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参与
度不高、话语权较弱，前沿议题设置能力不足、缺乏预见性
和引领性，政策研究缺乏针对性和精准性等制约发展的瓶颈
问题日益凸显。

我国核工业国际标准化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系统性、规划性、创新性、前瞻性

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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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角度系
统性筛选

差异化竞争
战略方法

大量数据
信息论证

确认各潜在研究领域方向

➢ 核电（核反应堆与厂用仪控电）领域

➢ 核燃料循环（核装置、工艺与技术）领域

➢ 辐射防护领域

➢ 核聚变领域

➢ 核仪器仪表（通用及辐射防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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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展望

1、开展世界一流核工业标准研究
贯彻实施“标准化战略”要求，梳理我国现有成熟领先技术，开展技

术转化为标准的可行性研究，构建支撑核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世界一流核工
业标准体系。

2、持续分析美、法等标准化先进国家动态
客观了解各国标准国际化发展策略和方法，部署前瞻性战略研究，提

出度出研究报告，稳固推进我当前发展成果。

3、建立重大项目与标准化同步协调发展机制
建议在核工业重大科研或工程项目中建立标准化同步协调发展机制，

实现同步论证、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4、系统推进核工业标准国际化
一是广泛加强同国际及地区间的合作，在国际标准化工作中发挥更大

作用。二是梳理核能贸易国清单及其标准化政策，以品牌战略助推与核能
贸易国的标准化合作，加强华龙一号、国和一号标准应用推广。



勇于担当、
积极主动的
奉献精神

思辨能力
非常重要

国家利益永远
高于一切

强烈的团队意
识和团队精神

尽可能的参
与到所有能
参加的国际

活动

争做复合性
人才

思考与展望



感谢聆听！
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 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

国际标准化专项工作组
核电标准化研究中心 刘尚源
Tel： +86 183 1105 2968， 010-8882 8514
E-mail： shangyuanliu_isn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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