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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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17841:2015《精细陶瓷(先进陶瓷、先进技术陶瓷) 精细陶瓷基片的热疲劳

试验方法》。
本文件与ISO17841:2015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两个文件之间的结构编号变化对照一览表

见附录A。
本文件与ISO17841:2015相比,存在较多技术差异,在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直

单线(︱)进行了标示。这些技术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录B。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精细陶瓷基片的热疲劳试验方法》;
———增加了附录A(资料性)“本文件与ISO17841:2015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增加了附录B(资料性)“本文件与ISO17841:2015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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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工业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材高新氮化物陶瓷有限公司、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桐乡清锋科

技有限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深圳市深中原科技有限公司、福建臻璟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衡阳凯新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伏尔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华清电子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珠海粤科京华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德汇电子陶瓷有限公司、江苏富乐华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源创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德阳三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州赛瑞特科

技有限公司、丹东市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三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氮化硅新材料有限

公司、湖南省新化县鑫星电子陶瓷有限责任公司、乌镇实验室。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峰、尚超峰、王再义、张业雷、巩秀芳、龚文、张辉、董廷霞、陈常祝、徐学敏、

杨禧凤、刘卫平、曾小锋、徐斌、黄文思、张富启、黄世东、李炎、任金伟、孙健、侯美珍、付振晓、黄向东、
王浩宇、张燕、曹秀华、宋艳东、张萌、曹建辉、吴海萍、闫永杰、孙晨晓、吴超峰、聂丽萍、宋晓文、姚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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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陶瓷基片的热疲劳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于功率模块、电子控制单元和类似设备的精细陶瓷基片的热疲劳试验方法的试验

仪器及设备、样品、试验方法、测试结果的计算、测试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精细陶瓷基片的热疲劳性能测试、评估及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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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16 外径千分尺

GB/T3505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表面结构 轮廓法 术语、定义及表面结构参数

(GB/T3505—2009,ISO4287:1997,IDT)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21389 游标、带表和数显卡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陶瓷基片 ceramicsubstrate
金属板与精细陶瓷板连接形成的电路基板,应用于功率模块和类似设备。

注:精细陶瓷板包括氮化硅、氧化铝、氮化铝等材质。

3.2
热循环 thermalcycling
在特定的高温和特定的低温之间重复地循环。

3.3
四点弯曲强度 four-pointbendingstrength
试验样品通过四点弯曲试验能承受的最大应力。

[来源:GB/T17991—2009,2.3.20,有修改]

3.4
残余强度比 residualstrengthratio
经过热循环试验样品的四点弯曲强度的值(σb)除以未经受热循环试验样品的平均四点弯曲强度

(σb0)(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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