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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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18876《应用自动图像分析测定钢和其他金属中金相组织、夹杂物含量和级别的标

准试验方法》的第2部分。GB/T18876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钢和其他金属中夹杂物或第二相组织含量的图像分析与体视学测定;
———第2部分:钢中夹杂物级别的图像分析与体视学测定;
———第3部分:钢中碳化物级别的图像分析与体视学测定。
本文件代替GB/T18876.2—2006《应用自动图像分析测定钢和其他金属中金相组织、夹杂物含量

和级别的标准试验方法 第2部分:钢中夹杂物级别的图像分析与体视学测定》,与GB/T18876.2—

200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长宽比”“不连续串(条)状夹杂物”和“连续串(条)状夹杂物”的定义,增加了GB/T10561
界定的术语(见第3章,2006年版的第3章);

b) 增加了非传统夹杂物的评定方法(见5.8);

c) 更改了氮化钛、碳氮化钛、硼化物、碳化物等析出相的评定方法(见5.9,2006年版的5.9);

d) 删除了“意义和用途”(见2006年版的第6章);

e) 增加了图像采集系统高分辨率和高储存能力的指标,以及软件系统留有自助设计的接口的要

求(见第6章,2006年版的第7章);

f) 增加了夹杂物取样的要求(见第7章,2006年版的第8章);

g) 删除了“试样准备”(见2006年版的第9章);

h) 删除了试样制备中的热处理及试样夹的选择(见2006年版的10.2和10.3);

i) 删除了光源调节和照度水平设置的要求以及灰度设置的说明(见2006年版的11.2、和11.3);

j) 增加了对图像分析装置和图像检测软件运行的可靠性定期进行系统检查确认的要求(见9.2);

k) 增加了在处理人工产物时可插入人工手动方法的规定(见10.8);

l) 增加了灰度门槛值和检测视场数对检测结果带来的偏差描述(见13.8);

m) 删除了GB/T18254—2002和ASTME45-97(2002)中夹杂物相关图表(见2006年版的附录A和

附录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冶特殊钢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咏秋、杨娥、纪肖、张志成。
本文件于2006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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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18876《应用自动图像分析测定钢和其他金属中金相组织、夹杂物含量和级别的标准试验方

法》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钢和其他金属中夹杂物或第二相组织含量的图像分析与体视学测定。目的在于确

立钢和其他金属中夹杂物或第二相组织含量图像分析和体视学测定的具体程序。
———第2部分:钢中夹杂物级别的图像分析与体视学测定。目的在于确立钢中夹杂物级别图像分

析和体视学测定的具体程序。
———第3部分:钢中碳化物级别的图像分析与体视学测定。目的在于确立钢中碳化物级别图像分

析和体视学测定的具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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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自动图像分析测定钢和其他金属中

金相组织、夹杂物含量和级别的标准试验方法

第2部分:钢中夹杂物级别的图像

分析与体视学测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依据GB/T10561应用自动图像分析对非金属夹杂物的级别进行定量测定的试验方

法概述、装置、取样、试样制备、校准、步骤、夹杂物分类和级别计算、试样报告、精度与偏差。
本文件适用于钢中夹杂物级别的评定。
本文件对夹杂物的分类是以光反射能力、几何形状、宽度、长度、数量和直径为基础的,不涉及夹杂

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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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561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的测定 标准评级图显微检验法

GB/T13298 金属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GB/T18876.1 应用自动图像分析测定钢和其他金属中金相组织、夹杂物含量和级别的标准试验

方法 第1部分:钢和其他金属中夹杂物或第二相组织含量的图像分析与体视学测定

GB/T30834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的评定和统计 扫描电镜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18876.1和GB/T1056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iA ———一个视场里的A类夹杂物级别;

iB ———一个视场里的B类夹杂物级别;

iC ———一个视场里的C类夹杂物级别;

iD ———一个视场里的D类夹杂物级别;

iDS ———一个视场里的DS类夹杂物级别;

L ———一个视场里某一类型夹杂物的总长度;

n ———一个视场里的D类夹杂物计数;

d ———DS类夹杂物的最大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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