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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5167—202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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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9959：2020《熔模铸钢件、镍合金铸件和钴合金铸件　表面质量目视检测

方法》。

本文件与 ISO 19959：2020 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的调整，附录 A 中列出了本文件与 ISO 19959：
2020 的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文件与 ISO 1995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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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录 B。

本文件与 ISO 19959：2020 相比，还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修改了表 1 中注释内容的格式；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 C。

请注意本文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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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4）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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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5167—2024

熔模铸钢件、镍合金铸件和钴合金铸件

表面质量目视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熔模铸钢件、镍合金铸件和钴合金铸件的订货信息、表面质量目视检测方法、验收标

准和检测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熔模铸钢件、镍合金铸件和钴合金铸件的表面质量目视检测与质量等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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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611　铸造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561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表面凹陷　surface pit
铸件表面的内凹状缺陷，其宽深比小于 3。

3.2
线性不连续　linear discontinuity
铸件表面内凹状线性缺陷，其长深比大于或等于 3。

3.3
表面凸起　positive surface
铸件表面的突出状缺陷。

3.4
分型线　parting line
模具分型面留在铸件表面的印记。

3.5
起模顶杆印记　ejector⁃pin mark
脱模过程顶杆在铸件表面形成的印记。

3.6
浇注系统印记　gate stub
切除浇注系统后剩余的凸起部分。

3.7
比对照片　contrasting photos
用于比对和评价被检测铸件的不同表面外观和线性不连续的一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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