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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７５６２：２００１《精细陶瓷（先进陶瓷，先进技术陶瓷）———块体陶瓷线热膨胀系

数试验方法　顶杆法》（英文版）。

本标准在采用ＩＳＯ１７５６２：２００１时，做了以下技术性修改：

ａ）　扩大了标准的使用范围，允许“其他无机非金属材料也可参考使用”；

ｂ）　引用标准ＩＳＯ３６１１和ＩＳＯ６９０６改为引用ＧＢ／Ｔ１２１６和ＧＢ／Ｔ２１３８９；

ｃ）　删除引用标准ＩＳＯ７９９１和ＩＥＣ６０５８４１；

ｄ）　１０．２中的标定仪器改为“符合ＧＢ／Ｔ１２１６要求的千分尺”；

ｅ）　增加了附录Ａ中的氧化铝的线热膨胀率参考数据和相应的参考文献。

本标准还做了以下编辑性修改：

ａ）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ｂ）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ｃ）　３．３的公式中狋２ 和狋１ 改为犜２ 和犜１，原文有误；

ｄ）　删除５．６的注，原文重复；

ｅ）　修改了表１的格式，使其更容易理解。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６５３５—１９９６《工程陶瓷线热膨胀系数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６５３５—１９９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ａ）　标题“工程陶瓷”修改为“精细陶瓷”；

ｂ）　适用温度范围增大到“近液氮温度到最高温度１５００℃范围”（见１）；

ｃ）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２）；

ｄ）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３）；

ｅ）　增加了不确定度的期望数值（见８）；

ｆ）　增加了仪器标定（见１０）；

ｇ）　增加附录Ａ、附录Ｂ和附录Ｃ。

本标准附录Ａ和附录Ｂ是规范性附录，附录Ｃ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耐驰科学仪器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宁波韵升

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郑州玉发集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蒋丹宇、于惠梅、包亦望、朱国强、高建华、齐玲均、冯涛、黄德信、徐兵、徐海芳、

李雨林、石南云、徐梁、张红。

本标准于１９９６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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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陶瓷线热膨胀系数试验方法

顶杆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从近液氮温度到最高温度１５００℃范围内精细陶瓷线热膨胀率和线热膨胀系数的试

验方法的原理、仪器设备、试样、试验步骤和结果计算等。

本标准适用于块体精细陶瓷，其他无机非金属材料也可参考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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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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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ＧＢ／Ｔ１２１６　外径千分尺

ＧＢ／Ｔ１６８３９．１—１９９７　热电偶　第１部分：分度表 （ＩＥＣ５８４１：１９９５，Ｉ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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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３．１

线热膨胀率　犾犻狀犲犪狉狋犺犲狉犿犪犾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

在温度犜１ 和犜２ 之间的线热膨胀率为Δ犔／犔０。

其中：Δ犔＝ （犔２－犔１），犔０ 是室温下的试样长度。

　　注：假设当温度从犜１ 变到犜２ 时，试样长度从犔１ 变到犔２。

３．２

平均线热膨胀系数　犿犲犪狀犾犻狀犲犪狉狋犺犲狉犿犪犾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珔α

在温度犜１ 和犜２ 间的平均线热膨胀系数珔α为Δ犔／（犔０×Δ犜），其中：Δ犜＝ （犜２－犜１）。

３．３

瞬时线热膨胀系数　犻狀狊狋犪狀狋犪狀犲狅狌狊犾犻狀犲犪狉狋犺犲狉犿犪犾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α

瞬时线热膨胀系数α为犜２ 趋近于犜１ 时的平均线热膨胀系数，

即：α＝ ｌｉｍ
犜
２→犜１

珔［］α 。

４　原理

在特定气氛下，施加一很小的载荷于已知尺寸的试样上，以一定的升降温速率加热或冷却试样至设

定的温度，测量试样的长度变化，记录温度变化，计算试样线热膨胀系数及特定温度下的瞬时线热膨胀

系数。

１

犌犅／犜１６５３５—２０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