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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云南普洱钢轨价格-批发多少钱一吨？

    钢轨是铁路轨道的主要组成部件。它的功用在于引导机车车辆的车轮前进，承受车轮的巨大压力，
并传递到轨枕上。钢轨必须为车轮提供连续、平顺和阻力最小的滚动表面。在电气化铁道或自动闭塞区
段，钢轨还可兼做轨道电路之用。

    17日型材市场价格弱稳。今日唐山虽然发布限产解除通知但是部分钢厂还是无意愿开工，小厂基本
无库存，午后钢厂小幅放量，低价资源成交有所好转。期螺低位运行，钢坯暂稳上涨乏力，市场观望心
态还是较为浓厚，现在唐山型钢市场供需双弱市场操作空间不大，午后钢坯持稳，现普碳方坯含税出厂3
340元，预计明日市场价格持稳前行。

    价格方面：唐城产14-20号工字钢报价3680元，正丰产5号角钢报价3670元，瑞隆产16-20号槽钢报价3
700元。

钢坯连跌120！限产取消，工地停工，钢价跌势加大！

    随着期货的拐头向下，钢材现货报价进一步下调。日内建材跌幅加大，华北地区最大跌幅超100，
板材稳中部分市场也开始下调，热卷跌幅10-40。钢坯自12月8日以来持续下跌，至12月17日累跌120至334
0元/吨；唐山地区今日解除重污染应急响应，本周增产压力加大，钢价将继续下跌；

    一、行情走势：钢价跌幅加大

    期货自昨日高位回落之后，继续下行。期螺下跌28收报3484，下方3450有支撑，日线图中MACD动
能柱已缩减至0轴，整体偏弱，螺纹短时震荡，后市仍有下跌空间。



    热卷下跌13收报3540，形态上收出一根下影线较长的锤子线，说明该位置获得买盘支撑，下跌受阻
，走势强于螺纹。

    现货方面：螺纹钢普跌，且跌幅扩大，全国主要市场下跌20-140，华北地区跌幅较大，均价下调39;
热卷稳中部分下跌10-40，均价下调6;中板持稳，均价下调1。全国24个主要市场螺纹钢 20mm
HRB400E平均价格3899元/吨，较上个交易日下调39元/吨。全国24个主要市场4.75
热轧板卷平均价格3877元/吨，较上个交易日下调6元/吨。全国23个主要市场14-20mm
普中板平均价格3815元/吨，较上个交易日下调1元/吨。

    二、基本面：增产压力加大，成交回落

    1. 多地解除重污染预警 增产压力加大

    12月17日，唐山政府下发关于解除重污染天气Ⅱ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根据通知内容，12月17日起，
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逐步改善，污染过程基本结束，自12月17日12时起全市解除重污染天气Ⅱ级应急
响应。此次环保限产从12月13日起执行，共计4日。同时，山西省临汾市也于12月16日24时起解除了重污
染天气橙色预警。成都于12月16日零时起由橙色预警降级为黄色预警。

    根据监测数据，河北高炉开工率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在80%以上，随着重污染预警的解除，本周
增产压力会随之增加。

    2. 淡季需求渐显，成交回落

    距离新年不到半个月时间，需求回落压力加大。尤其是建材，通常正常施工时间为3月15日至11月1
5日，其余时间作为冬季施工，北方地区会因为添加防冻液等措施增加额外的养护费用，冬季需求回落是
大趋势。

    目前东北地区工地已基本停工，华北、西北地区需求和运输也受到雨雪天气影响面临下降压力，进
入12月末至1月初，各地运输将逐步停运，这也就意味着今年的行情将告一段落。

    而从近期的成交数据来看，相较11月，市场成交整体下行。且目前冬储因价格高位仍没有规模化开
启，贸易商采购谨慎，积极出货。而这一心态很可能持续到年底。

    3. 12月全球钢材市场进入整理态势

    钢价经过11月的大幅反弹之后，全球市场在12月进入了整理阶段。根据中钢协数据，全球钢材价格
指数周环比下跌0.2%，月环比上涨1.2%，月同比下跌10.6%，年同比下跌10.9%。

    从目前中国钢材出口报价来看，并不具有价格优势。根据外贸数据，11月我国出口钢材458万吨，
较上个月的478万吨下降4.2%，较上年同期的530万吨则下滑13.6%。未来出口转内销将进一步增加供应的
压力。

    三、行情预判

    随着期货钢价的高位回落，现货报价进一步松动。日内华北地区建材跌幅明显，需求端受到雨雪天
气的影响呈现下行压力，贸易商积极出货，南方市场因北材集中到货整体走弱。同时，随着空气扩散条
件的好转，多地区解除重污染预警，本周增产压力加大，钢价下行难改，预计建材跌幅将大于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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