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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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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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0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黄山菲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西北工业大学、东营宝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桐庐

宇鑫汽配有限公司、青岛华瑞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工程学院、河北正大摩擦制动材料有限公

司、日照中伟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咸阳非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咸阳有限

公司、衡水众成摩擦材料有限公司、河北星月制动元件有限公司、珠海格莱利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华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怡超、卢锦花、杜孟子、侯立兵、田式国、王煜鹏、王忠生、王乾廷 、申让林、
张启、孙宝旗、刘卫、申坤瑞、张建国、高雪峰、孙金朋。

Ⅰ

GB/T41062—2021



引  言

  当进行有限元分析(FEA)或制动系统性能建模时,建议使用本文件中描述的材料性能。测试零件

的热膨胀、尺寸稳定性、膨胀和增厚的试验是评估衬片零件受热影响的性能。零件热膨胀测试值与材料

特性热膨胀系数(CTE)有差异。衬片在进行压缩特性试验过程中或通过GB/T22310测得的热膨胀试

验的结果不是导热系数(λ)。
利用盘式制动器衬片、鼓式制动器衬片以及摩擦材料间的热传导性能评价制动部件的热负荷承受

能力。通常使用计算机辅助或者模拟来观察制动衬片的热处理性能。
暴露在高温下会改变摩擦材料的性质,包括它们的热传导性能。例如,新衬片和使用过的衬片材料

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中会表现出不同的热传导性能。由高温导致材料性质的任何变化也可能是温度和时

间的函数。基于此,建议试验结果记录衬片完整的状况、所处的温度状况和所处高温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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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材料和制动器间的热传导试验方法

  警示———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

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摩擦材料和制动器间热扩散系数、比热容、导热系数和热膨胀系数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盘式制动器衬片、鼓式制动器衬片与摩擦材料间的热传导性能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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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339 金属材料热膨胀特征参数的测定

GB/T5620 道路车辆 汽车和挂车制动名词术语及其定义

GB/T10295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热流计法

GB/T19466.4 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 第4部分:比热容的测定

GB/T22588 闪光法测量热扩散系数或导热系数

GB/T32064 建筑用材料导热系数和热扩散系数瞬态平面热源测试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56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热扩散系数 thermaldiffusivity
α
摩擦材料被加热或者冷却时,热量在摩擦材料内部扩散的速率。
注:单位为平方厘米每秒(cm2/s)。热扩散系数越大,通过材料的温度扩散和热流量越快。

3.2
比热容 specificheat
Cp

单位质量的物质在压力不变的条件下,温度升高或下降时所吸收或释放的热量。
注:单位为焦耳每克摄氏度[J/(g·℃)]。

3.3
导热系数thermalconductivity
λ
稳定条件下,通过单位面积,垂直于面积方向单位温度梯度的热流时间速率。
注:单位为瓦每米开尔文[W/(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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