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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８８５１《无损检测　渗透检测》分为五个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渗透材料的检验；

———第３部分：参考试块；

———第４部分：设备；

———第５部分：验证方法。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８８５１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３４５２３：１９９８《无损检测　渗透检测　第３部分：参考试块》（英文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ＩＳＯ３４５２３：１９９８。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欧洲标准”一词改为“ＧＢ／Ｔ１８８５１的本部分”；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和引言；

———用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规定的引导语代替国际标准中的引导语；

———删除规范性引用文件ＥＮ１００２７１，因为在正文中并未引用；

———将“附录ＺＡ”改为“附录Ａ”，并删除附录中的引导语。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８８５１—２００２《无损检测　渗透检验　标准试块》。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８８５１—２００２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

———修改了参考试块分类（２００２年版的第２章；本版的第３章）；

———修改了１型参考试块的设计与尺寸（２００２年版的３．１和４．１；本版的第４章）；

———修改了２型参考试块的设计与尺寸（２００２年版的３．２和４．２；本版的第５章）；

———删除了“包装”（２００２年版的第７章）；

———增加了附录Ａ“规范性引用文件中与欧洲标准等效的国际标准”。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无损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６）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材料研究所、上海苏州美柯达探伤器材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工业检测公司、山

东济宁模具厂。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金宇飞、吴勤箴、赵成、吴小明、宓中玉、罗云东、魏忠瑞。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８８５１—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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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　渗透检测

第３部分：参考试块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８８５１的本部分规定了两种类型的参考试块：

———１型参考试块，用于确定荧光和着色渗透产品族的灵敏度等级；

———２型参考试块，用于评定荧光和着色渗透产品族的性能。

按ＧＢ／Ｔ１８８５１．１，参考试块的使用条件与被检工件相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８８５１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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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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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ＧＢ／Ｔ１８８５１．１　无损检测　渗透检测　第１部分：总则（ＧＢ／Ｔ１８８５１．１—２００５，ＩＳＯ３４５２：１９８４，

ＩＤＴ）

ＥＮ１００８８１　不锈钢　第１部分：不锈钢列表（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ｓ—Ｐａｒｔ１：Ｌｉｓｔｏｆ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ｓ）

ＥＮ１０２０４　金属产品　检验文件的格式（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ｙｐｅｓｏｆ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ＥＵＲＯＮＯＲＭ９６　工具钢　质量要求（Ｔｏｏｌｓｔｅｅｌ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３　参考试块分类

１型参考试块为一组四块，每块的镍铬镀层厚度分别为１０μｍ、２０μｍ、３０μｍ、５０μｍ。其中镀层厚

度为１０μｍ、２０μｍ和３０μｍ的试块用于确定荧光渗透系统的灵敏度；３０μｍ和５０μｍ的试块用于确定

着色渗透系统的灵敏度。

２型参考试块为单独一块，其一半电镀镍后再镀一薄层铬，另一半制成为特定粗糙度的区域。有镀

层的一边上分布有５个星形状的不连续。

４　１型参考试块的设计与尺寸

１型试块为矩形，典型尺寸为３５ｍｍ×１００ｍｍ×２ｍｍ（见图１）。每块试块都是在黄铜板上电镀一

均匀的镍铬层，镍铬层厚度分别为１０μｍ、２０μｍ、３０μｍ和５０μｍ。每块试块通过纵向拉伸来形成横

向裂纹。每条裂纹的宽深比宜约为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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