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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ＡＳＴＭＥ２２８０６《用推杆法测量刚性材料线性热膨胀的试验方法》。

为了方便比较，在附录Ａ中列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和ＡＳＴＭＥ２２８０６章条编号的对照一览表。

考虑到我国国情，在采用ＡＳＴＭＥ２２８０６时进行了修改。这些技术性差异用垂直单线标识在它们

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在附录Ｂ中给出了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以供参考。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金属材料热膨胀特征参数的测定》和ＧＢ／Ｔ１０５６２—１９８９《金属材

料超低膨胀系数测量方法　光干涉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相比，在技术内容上主要有如下变化：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的第１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的第２章）；

———修改了定义及符号（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的第３章）；

———将“原理”修改为“方法综述”，并增加了关于“ＴＭＡ”的内容（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的第４章）；

———删除了对载体和推杆进行处理的规定（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的５．１．２）；

———增加了对参照材料 Ｗ、Ｃｕ热膨胀数据的有关规定（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的７．１．４）；

———修改了对校正常数的规定并补充了常用的透明石英的平均线膨胀系数值（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

的７．４．２）；

———删除了“校正适用范围”的规定（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的７．５）；

———删除了试样热膨胀计算公式（５），并将原公式（６）中的Ｂ改为Ａ（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的９．１）；

———删除了用长度和温度的测量精度进行热膨胀测量精度估算的规定（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的

１１．３）；

———增加了２０００℃以下测量精度估算的规定并删除了相应的“注”（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的１１．５）；

———增加附录Ｄ《金属材料超低膨胀系数测量方法　光干涉法》。

本标准附录Ａ、附录Ｂ和附录Ｄ均为资料性附录；附录Ｃ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丽敏、李昕、冯超、任翠英。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８４、ＧＢ／Ｔ４３３９—１９９９；

———ＧＢ／Ｔ１０５６２—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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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热膨胀特征参数的测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材料及其他相关固体材料热膨胀特征参数测量方法的定义及符号、原理、测试装

置及要求、试样制备、装置校正、测量程序、测量结果计算、试验报告、精度与偏差等。

本标准规定了用推杆式膨胀仪检测刚性固体材料的线性热膨胀，这适用于借助由同种熔融石英载

体与推杆构成的组件，在－１８０℃～９００℃温度范围内，检测金属材料试样的线性热膨胀，也适用于对

陶瓷、耐火材料、玻璃、岩石等具有刚性固体特征的试样的线性热膨胀的检测；若改用高纯度氧化铝的组

件，检测温度范围可扩大至１６００℃；改用各向同性的石墨，则可扩大至２５００℃。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

ＪＪＧ１４１　工作用贵金属热电偶检定规程

ＪＪＧ２２９　工业铂、铜热电阻检定规程

ＪＪＧ３５１　工作用廉金属热电偶检定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线性热膨胀

Δ犔／犔０

与温度变化相应的试样单位长度上的长度变化，以Δ犔／犔０表示；其中Δ犔是从起始温度狋０至所需温

度狋间观测到的长度变化，犔０是环境温度狋０下的试样的原始长度。热膨胀常以百分率或百万分之几

（１０－６）表示。

一般以２０℃为基准起始温度；若采用的温度不同于２０℃，在报告中应予注明。

３．２

平均线膨胀系数

αｍ

在温度狋１和狋２间，与温度变化１℃相应的试样长度的相对变化，以αｍ表示：

αｍ＝（犔２－犔１）／［犔０（狋２－狋１）］＝ （Δ犔／犔０）／Δ狋（狋１＜狋２） …………………（１）

　　由式（１）可见，αｍ 是线性热膨胀（Δ犔／犔０）除以温度变化（Δ狋）所得的商，单位名称为每摄氏度，它一

般以１０－６℃－１为单位表达。

３．３

瞬间线膨胀系数

α狋

在温度狋下，与温度变化１℃相应的线性热膨胀值，以α狋表示，其定义见公式（２）：

α狋 ＝
１

犔ｉ
ｌｉｍ
狋
２－狋１

犔２－犔１
狋２－狋１

＝ （ｄ犔／ｄ狋）／犔ｉ（狋１＜狋ｉ＜狋２）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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