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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民用核安全设备核安全1级铸锻件 

制造单位资格条件 

（征求意见稿） 

 

  一、总则  

  为进一步明确核安全1级铸锻件制造许可证取证、变更及延续申

请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根据《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

和《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检验监督管理规定》

（HAF601）的要求，制定本资格条件。 

  二、适用范围 

本资格条件适用于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民用核安全设备目录中

核安全1级铸锻件制造许可证取证、变更及延续申请单位的资格审

查。钛合金、镍基合金等有色金属铸锻件暂不适用本资格条件。 

  三、资格条件 

（一）法人资格要求 

申请单位应持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申请单位如果有子公司，则申

请单位申请范围内的制造活动不得涉及其子公司（允许分包的活

动除外）。 

（二）质量保证要求 

1.申请单位应持有有效的 GB/T 19001（或 ISO 9001）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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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认证证书，体系覆盖范围应包含所申请许可活动范围，并且

至少经过两个周期的运行。  

2.申请单位应参照《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规定》（HAF003）建

立全面且适用的核质量保证体系，有符合核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质

量保证大纲，且该体系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三）人员要求 

1.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经考核合格的专业

技术人员，如冶炼、铸造、锻造、焊接、机加工、材料及热处理、

无损检验、理化检验、试验等技术人员，以及相应的质量保证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数量比例应不低于本单位在职涉核人员总数的15%，兼

职、顾问、退休返聘、劳务派遣等不缴纳社保的人员不计入工程技

术人员及在职人员统计范围。 

2.申请单位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技术副总经理、技术总监

等）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取得中级技术职称满5年或相关专业本科

（或以上）学历，且具有10年以上申请范围内同类产品制造经历。 

3.申请单位各主要制造环节（如冶炼、铸造、锻造、焊接、热

处理、机加工、检验、试验）技术负责人应具有相应专业中级（或

以上级别）技术职称或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满5年、专科毕业满8

年，且从事该专业相关工作满5年。各工艺环节应至少有3名以上技

术人员。 

4.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熟悉核质量保证体系

相关要求的专职质量保证（QA）人员，总数应不少于3名。其中，质

量保证部门负责人应具有中级（或以上级别）技术职称或本科及以

上学历毕业满5年，且具有5年以上质量管理工作经历；其余专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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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证人员应具有初级（或以上级别）技术职称或专科（或以上学

历）毕业满5年，且具有3年以上质量管理工作经历。 

5.申请单位从事核安全1级铸件补焊活动的焊接人员应持有有

效的民用核安全设备焊接人员证书，且申请单位应按照民用核安全

设备标准和技术要求对聘用的焊接人员实施技能评定，合格并授权

后，方可从事核安全1级铸件的焊接活动，持证人员数量和项目应满

足核安全1级铸件补焊的需要，使用到的每类焊接方法持证焊工应不

少于2名。 

6.申请单位从事核安全1级铸锻件无损检验活动的人员应持有

有效的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证书，持证人员的数量和项目

应满足核安全1级铸锻件的无损检验需要。针对制造过程中申请单位

自行开展的无损检验项目，每个项目应至少配备2名核II级及以上级

别持证人员，其中至少1名核Ⅲ级持证人员。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单

位可委托其他持有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许可证的单位开展无损

检验活动，但不转移申请单位的质量责任。 

7.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计量管理人员。对自

行开展的计量检定、校准、检验、测试等项目，申请单位应至少配

备2名具有从业资质的计量管理人员，且具有2年以上计量工作经历。 

8.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专职检验和试验人

员，满足入厂、制造、出厂等阶段检验和试验的需要。 

9.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经过核质量保证培训

且考核合格的技术工人。 

（四）厂房和装备要求 

1.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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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厂房和制造车间。厂房

和制造车间的面积、跨度、高度、起重运输能力等应满足核安全1级

铸锻件制造的需要。制造车间应根据制造和工艺要求，划分专用的

生产区、半成品区、成品区、临时堆放区和检验试验区等，确保区

域标识清晰，各区域（车间）的清洁度应满足核安全1级铸锻件制造

要求。 

2.库房 

（1）原材料及成品库 

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原材料、零部件、半成

品和成品库或专用存放区，设置库房、专用货架及相应的转运设备，

并满足分区存放（待检区、合格区、不合格区）、防潮、防尘、防

机械损伤、防污染等要求。 

（2）试样库 

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试样库，设置专用货架，

用于存放材料复验、工艺评定、破坏性试验等环节产生的试件和试

样，试样库应满足分区存放、防潮、防损伤、防污染等要求。 

（3）焊材库 

铸件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焊材库。焊材库应

配备检定合格的温湿度计和温湿度控制设备（如除湿机、空调等），

确保焊材库的温湿度符合焊材管理要求；配备相应的摆放货架，满

足分区（待检区、合格区、不合格区等）保存要求；制定严格的规

章制度和程序，并张贴焊材存放、发放和回收管理制度。对于焊条

和焊剂，申请单位还应配备检定合格的焊材烘干箱、焊材保温箱和

保温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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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档案室 

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档案室，并拥有相应的

档案管理制度。核安全1级铸锻件的有关档案资料应在档案室内进行

专区存放。档案室的面积和软硬件设施应满足档案保管的有关要求。

档案室应配备检定合格的温湿度计和温湿度控制设备（如除湿机、

空调等）、并具有防火、防鼠、防虫等设备或设施。 

3.检验和试验场地 

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检验和试验场地，满足

原材料入厂、制造、出厂等阶段检验和试验要求。 

4.制造及工艺设备 

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制造和工艺设备，主要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设备： 

（1）生产设备 

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生产设备，如冶炼设备、

铸造设备、锻造设备、焊接设备、热处理设备、机加工设备等，设

备的规格、数量、精度等应满足核安全1级铸锻件的制造需要。 

（2）理化检验设备 

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检验合格的理化检验设

备，每类设备至少1台/套（分包项目除外），如化学成分分析仪器、

力学性能测试设备、金相检验设备、落锤试验设备等。 

（3）无损检验设备 

自行开展无损检验活动的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

应的检验合格的无损检验设备。 

（4）起吊运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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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检验合格的起吊运输设

备，如行车、叉车等。 

（5）试验设备 

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功能性试验设备，如水

压试验设备等。 

（6）计量器具 

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检定合格的工作计量器

具，如测量几何尺寸、角度、粗糙度、形位公差、温度、流量、压

力等的计量器具。自行开展检定工作的申请单位，应配备相应的标

准计量器具。 

（五）技术能力要求 

1.标准规范 

申请单位应配备与拟从事活动相适应的制造标准、规范，同时，

应对相关技术人员进行系统地培训，确保相关人员熟练掌握标准、

规范及相关技术要求。 

2.关键技术和工艺 

对于核安全1级铸锻件制造过程中涉及的关键工艺，申请单位应

具备相应的技术储备和解决措施。 

申请单位用于核安全1级铸锻件制造的关键工艺应是成熟的，使

用这些工艺制造的铸锻件应至少具有5年运行历史并保持良好的运

行记录。 

3.工艺试验和工艺评定 

申请单位在相关或相近产品制造中所开展的工艺试验和工艺评

定工作，应能表明其已具备相关工艺试验和工艺评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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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购和分包控制 

申请单位必须有能力独立完成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民用核安全

设备不能分包的关键工艺相关文件规定的核安全1级铸锻件制造关

键工艺。 

对于采购和分包的项目，申请单位应按照核质量保证要求进行

有效控制。 

（六）业绩要求 

1.对于许可证取证申请单位，5年以上和近5年内应至少具有为

两家核设施提供过相同设备品种非核级铸锻件业绩，近5年内业绩总

量不少于30吨或50件，且具有核安全2、3级铸锻件的供货业绩。 

2.对于变更许可证规定的活动种类或者范围的申请，若新增设

备品种或材料类别，则按新取证情况处理；若增加典型设备名称，

则应具有原许可活动范围内的供货业绩。 

3.对于许可证延续申请，申请单位在持证周期内应具有原许可

活动范围内的供货业绩或正在执行的合同，且仍满足《民用核安全

设备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三条所要求的各项条件。 

4.申请单位应提供合同、完工报告、验收报告等业绩证明文件。

对于正在执行的合同，提供合同和相关制造过程文件。 

5.持证单位持证期间供货业绩不满足本文件要求又拟在许可证

有效期届满后继续从事相关活动的，在满足本文件规定的取证资格

条件前提下，可按照取证程序重新申请许可证。 

（七）模拟件制作要求 

申请单位应按照《民用核安全机械设备模拟件制作（试行）》

（HAD 601/01-2013）的要求完成模拟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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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 

申请单位应同时满足国家核安全局对民用核安全设备管理的其

他要求。 

对于申请时国内持证单位数量不足三家的或填补国内空白的申

请单位，业绩可特殊处理。 

  四、附则  

（一）本资格条件由国家核安全局负责解释。 

（二）本资格条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