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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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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2966—2008《铝合金电导率涡流测试方法》,与GB/T12966—2008相比,除结

构性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b) 删除了“涡流”“有效透入深度”“标准透入深度”“提离效应”“边缘效应”“仪器灵敏度”“仪器稳

定性”“提离抑制性”“直接测试”“修正测试”“修正系数”术语(见第3章,2008年版的第3章);

c) 更改了涡流电导率仪的测试范围(见4.3.1.2,2008年版的5.2.2);

d) 增加了电导率仪运行30min的稳定性(见4.3.1.4);

e) 增加了标准试块(见4.3.2);

f) 增加了涡流标准渗透深度计算公式和典型电导率值的最小测试厚度(见4.4.1.5);

g) 增加了非接触式测试方法(见第5章);

h) 增加了期间核查(见附录A);

i) 增加了窄料测试方法(见附录B);

j) 增加了曲面修正测试的试样(见C.1);

k) 增加了SigmatestD2.069型和SigmascopeSMP350型电导率仪修正表(见附录D);

l) 增加了包覆铝样品修正测试方法(见附录F);

m) 增加了非导电涂层修正测试方法(见附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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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及铝合金电导率涡流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采用接触式或非接触式测定铝及铝合金电导率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铝及铝合金材料电导率涡流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2604.6 无损检测 术语 涡流检测

JJF1516 非铁磁金属电导率样(标)块校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12604.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测量精度 accuracy
给定条件下涡流电导率仪测试电导率标准试块获得的测量值与标准试块电导率值之间的差异。

4 接触式测试方法

4.1 原理

当载有确定频率和振幅交流电的线圈接近导电体表面时,线圈中交流电产生的交变磁场在导电体

表面和近表面感应产生涡流,涡流的磁场反作用于线圈,这种反作用的大小与导电体表面和近表面的电

导率有关。据此原理,可用已知电导率值的标准试块标定涡流电导率仪后直接测出样品真实电导率值。

当样品尺寸、形状或表面状态导致电导率实测值与真实值偏离较大时,经用户同意后,可采用样品叠加

或平面与曲面对比或去除表面状态等方式获得电导率真实值和测试值的关系,从而对电导率实测数据

进行补偿,补偿后的测试结果作为电导率真实值。

4.2 测试条件

4.2.1 测试场地应为非腐蚀环境,避免阳光直射且无电磁场干扰。

4.2.2 测试环境温度不应有较大波动。

4.2.3 测试人员应具备涡流基础知识,熟悉专项技术文件,经过实际操作培训并通过企业内考评后方

可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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