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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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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增材制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中航迈特粉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上海材料研究

所、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北京工业大学、西安增材制造国家研究院有限公司、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中国航发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广东汉邦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易加

三维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优材科技有限公司、西安赛隆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江苏铭亚科技有限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青岛海尔智能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北京机科国创轻量化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雷佳

增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科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数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福沃德多维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应陈、高正江、黄旭东、薛莲、胡娟、贺定勇、侯颖、单忠德、张金玲、栗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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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 金属制件机械性能评价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增材制造金属制件机械性能评价适用的评价项目、试样制备通用要求、试验方法及试

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增材制造金属制件机械性能测试及试验结果的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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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228.2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2部分:高温试验方法

GB/T228.3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3部分:低温试验方法

GB/T229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GB/T230.1 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231.1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2039 金属材料 单轴拉伸蠕变试验方法

GB/T2975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GB/T3075 金属材料 疲劳试验 轴向力控制方法

GB/T4161 金属材料 平面应变断裂韧度KIC试验方法

GB/T4337 金属材料 疲劳试验 旋转弯曲方法

GB/T4340.1 金属材料 维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6398 金属材料 疲劳试验 疲劳裂纹扩展方法

GB/T7314 金属材料 室温压缩试验方法

GB/T10128 金属材料 室温扭转试验方法

GB/T21143 金属材料 准静态断裂韧度的统一试验方法

GB/T22315—2008 金属材料 弹性模量和泊松比试验方法

GB/T26077 金属材料 疲劳试验 轴向应变控制方法

GB/T35351 增材制造 术语

GB/T39247 增材制造 金属制件热处理工艺规范

YB/T5349 金属材料 弯曲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3535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制件 part
采用增材制造工艺成形的零件或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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