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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材料术语

通 用 术 语

生主题内容及适用范围

    仁标准规定了仪表材料行业内的通用长语、英乙爷名及定义_该部分适以后务部分长语的甚础

    仁际准通用于仅表材料的生产、使用、管理、科研、教'p ,剖汀标准和出版4方面。

说 明

1 司条

  Hq:一个词妥已活按下列次序出现的内容 :

  。索引号;

  b.巾文术语、同泛术语;

  :英文译名;

  a术语定义

2 索引号

  每 一条术语育一个索引号，用六位数字丧示，其含义如下

〔二] 「二].〔二] [二].[二] [二I
  L___」 t___」 L___J

  }____术语。{;二IJ:L----* 1.4 }7一 d ;}1 01-#3 -4 02-11-I霎   1iic
?.3术语的选择和定义

    长标准选泽仪表材料行业范围的材r!阶性能参数的通用长语，也涉及少教相关术A。定义的用语尽

可能与己有的标准相一致。若发生矛看时 龙不引起溉念混肴的前提下，寻求大多数人能接受的解决办

一 活号的用法
几.冬1 不某些术语甲，在引用时可以省路其盯面或后面的 一些词，而意义不变。对这些可省略的词用

卫:舌号:古起来。

24.2 术潜的同义术语，列在其舌 用方括弓后E来。

3 长一吾和定义

机械电子工业部1993~07一09批准 1994一01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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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通用术语

v1.01 材料

J1.01.01 (仪器)仪表材料 instrument material

    用于制造仪器仪表的，对电、兹、光、声、热、力、化学和生物等参量具有能量和信49的获俘、转涣、r

渝、显示、存贮和处理等作用的功能材料和特种结构材料。

01.01.02 金属 metal

    以金属键结合而成的物质。通常金属指有特殊光泽，具有延性和展性、良好的导电和导热性能ii'7一类

介贡金A包含觉素与合金
.:. 01. 03 贵金闽 “ble metal

    指金、银和铂浅金A 钉,诸,把‘俄、依、铂)等。在地壳中储量少。价格比一般常月金属昂贵而得名一多

z̀2具有很强的化学和热稳定跳及良好的延展性。

,1.01.04 兼金属 base metal

    常指碱金A、诚土金14等过渡族元素。这些金属相对于贵金属而言价洛低常而浮名

  i.01.}15 (倦容金国 re:raaory。、      it

    常指钨 泪、担、泥、讥1洁以及徕 洽辛金胃 色117熔氛高，硬度大，抗拉性能强

时 01.06 全金 alloy

    由两种或多神化学元素i其中至少一仲是金属)组成的具有金属特性的物质。

注01.07 倩密合金 precision alloy
    具有特殊=fi理功能(如滋学、电学、热学等性能)，用于制造电子，包工器件和仪器仪表的金属材料 通

is括滋性首金、电沮合金、弹性合金、澎张合金、热双金A和热电偶合金等

  1.01.08 非晶态合金 amorphous alloy

    系子的排列不是或缺乏晶体的1'C程有序的合金 常用的有非晶态软磁合金、非晶态电阻合金、镶基非

自5合金等
11. 1)1.09 淘瓷 ceramic

    由离子键结含的万烧结方式形成的无机化合物:通常指以硅酸盐为主的烧制品_分为普if陶瓷和功

二淘瓷。

  :)1.10 聚合物 polymer

    由共价键结合的长涟大分子化合物 常指有F16c}F戴为主的化合物 一般分天然聚合物、合成聚合物。

  吐.11 塑料 plastics

    护对脂加IA料'i 也共孔剂 FA丈的高分子材料。按受热后的ft能变化可分为热塑性塑料和热固生

遏料 按用途可分为通用塑料、二程塑料和特种塑料。

01. 01.12 复合材料 。一、mrosite material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化学性质或不同物理性质的物质组元，以某种方式组合而成的兼有组元性能

节固状材料 按基材可汾为金飞基、陶瓷基和聚合物基等类复合材料

  :. O1. 13 扮 宋) powder

    通常指尺寸小于lmm的微粒的奥今沐。
_L D1.14 线(材)〔(合金)丝) W二

    沿整个长忿}T, p具有均一的横截面，以鉴状供应的实心加工产品_满截面的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厂-

设直径小于Jmm 刁质上金属a线、细丝称为丝，合金丝有包厦物时称为线

71.01.15 奉(材) rod/bar

    沿整个长度方向具有均一约懂截面 以直状供应的实心加工产品，一般直径不小于5mm,横截面的

形伏有 圆形、椭圆形、=e形和正多边形等。
01.01.16 管(材) tube

    沿整个长度方同上具有均一横截面和壁厚且只有一个封闭通孔的空心加工产品:管材以直状或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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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_横载而的形伏有:圆形、椭圆形。

01.01 17 箔(材 ) foil

    沿整个长度方向具有矩形食截面，厚度均一且不大于。.l Omn、的扁g金属轧制品 通常纵向剪边.成

卷供应。

01.01.18 带(材) strip

    沿整个长度方向具有矩形演截面，厚度均一且不小于0. OSmm的扁平轧制产品。通常纵向裁边，成卷

洪应。

01.01.19 片(材) sheet

    矩形潇截面，厚度均一且在0.  1-2. Omm范国内的扁平轧制产品 通常剪边以平直状洪应

01.01.20 板(材) plate
    矩形横截面，厚度均一且不小于2. Omm的扁平轧制品 通常剪边或锯边，以平直状供应

01.01.21 型材 profile

    沿整个长度方向上暴有均一横裁面，而演我面形状不同于浅.奉 誉 板、片带材的加工产品

·且02 恃性参数

01 02.01 密凳 lensity

    单性体积-7贡的贡A单巡为:cg/m'

01.02.02 熔点 melting point

    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101325Pa),物质从固相达到固相与液相共存时的温度。单位为℃。

01.02.03 比热 specific heat

    把单位贡量物质的温度升高1C听需的热量 单位为J八吨 ·Y; )
)1.02.04 导热率 heat conductivity

    热流量密度与温度佛度的比率。单位为W% (m· C)o

01.02.05热澎胀系数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在恒压下 一勿体的体积随温度每变化1C所产生的相对变化。

01.02.06 浅密张系数 linear expansion coefficient
    在但压下，--均体的长度随温度每变化1 ̀C;所产生的相对变化

01.02.07杭拉强度 tensile strength
    丈洋拉伸过程中所承受的最大载荷除以傲横截面积所得的商 单位为M1 a

01. C2. 03 伸长率〔延伸率J elongation

    试样拉断后，标距部分增加的长度与原始标距长度的百分比。

01.02.09 断面收缩率 reduction of area

    试祥受拉力作用断裂时，其断裂处槛截面积的缩减量与原演截面积的百分比。

01.02.10 硬度 hardness

    材it抵抗硬的物体压入白己表面的能力，常用的育布氏硬度 (i-1B),洛氏硬度 灭HRC)-.佳氏硬'If

"HV)等
A.02, 11 圆度 circularity

    同一横截面上各方向直径末等的程度。

01.02.12平直度 straightness
    用敬字来表示材料在长度方向上的不平直程度。

01.02.13 标称值 nominal value

    规定的各种参数合适的近似量值，如标称直径.标称电阻等。

01 02.14 允许偏差 tolerance

    标准中规定产品允许扁离标称值的范围。

01 02.15 公差 toler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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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戈扁.鉴绝讨'A之和

,01.02.16 误差 error

    测试直与茸值之度o

)1.02.17 重夏性 repe:ubi G t y

    同一材料在相同A件F多次重复测试时特性的符合程度。

01.02.18 互换性 interchangeability

    司一型号、同一规洛的任一批材料在整机或元件上互换后能够保证整机或元件主要技术指际泞甘要

义的能力。

}i1.02. L9 德定性 tab ility

    材料L观定的畏牛下贮乍、试捡以泛咙用一定的时问后 仍能深待其特憋参数不}- '} ft力

  :02.20 金相组织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用金相分析方法得到的金属或合金的内部组织。

  1.02.21 显微组织 -croscructum

    材料中各相及更t观组元(‘匕学的或几河的 的形貌及含呈听钩成的图象

，_1.02.22 相 phase

    ifi质中具有同一化学戎份、1司一聚集状态，并以界面互用分开的各个均匀的组织部分

...02.23 旧变 phase transformation

    物质各相之间的相互转变。

11.02.24 相图 phase diagram

    以汽一线、面的形式表明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温度、压力、浓度)所呈现的相应相的关系图。

·_1.02.25 裂纹 crack

    加工成型材料表面出现的纵向或横向开裂、裂缝。

，1.'2.26分层 split layer
    加工成型材料出现的局部或大部的分离。

;1.02.27 洁疤 ;cab

    加工成型材科表面出现的黄色试化斑或白色石矢它-

"1. t12. 28 拉痕 击awing stamp

    加工成型材料表面存在沿拉制方向上明显的小沟或凸棱。

A. 02. 29 拉裂 drawing crack

    加工成Pf}材料表面出现的肉眼可见的横向小开裂，呈现舌状或其它形伏班起刺

  1.02.30 折迭 lap

    加工成型材料表面沿长度方向出现的金属重迭现象。

01.02.31味点 pock mark
    加工成型材料表面严重氧化时出现的点状或片状分布的凹坑

  1.02.32 诱浊 list ipot

    金属材料表面受周围介质的化学或电比学腐蚀而出现的局部或整体的破坏现象。

  1.02.33 竹节 :ing
    加工成型材料表面出现的沿纵}j呈周期性的直径祖细(旱度)不均，形状类似竹节

11(2.34 氧化皮 。xide scab

    加工成型材料表面可高温氧化沪气接触时发生氧化，生成一层坚硬的不易裂碎的氧化物。

。1.02.35 氧化漠 oxide film

    金属材料表面生成一层薄薄的较致密的氧化物。这仲氧化物一般不易碎裂，只有在承受弯曲等变形

清况下才能部分地剥落。

心1. 02. 36 氧化色 oxide co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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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A材料表面在x比气氛中存放或经热处理后，生成的一层圾薄的紧紧贴附于表面的氧化物的颜

色

01 02 37 螺旋坟 spiral

    加工成型材料在l}f直过程中，表面出现的螺旋状辘印。
01 02.38 凹面 dent

    加工成I'材料表面出现的局部凹陷。

01, C,2.39 窝蚀 corrosion

    金属与环境之间的物理一化学相互作用，其结果是使金同的性能发生变化，并常可导致金属、环境或

由Eli]作为组成邹分的技术体系的功能受到损伤。

01‘2 40 耐蚀性 corrosion resistance

    在给定的腐蚀体系中金属所具有的杭腐蚀能力，

01.02.41  A蚀 pitting corrosion

    产生点状的腐蚀，且从金属表面向内部扩展，形成孔穴。

)1.02.42 找蚀系牧 pitting factor
    最深腐蚀点的深度与由质请损失计算而得的“平均腐蚀深度”之比

)1,02.43 晶i司腐蚀 intergranular corrosion

    沿着或紧埃着金属的晶粒边界发生的腐蚀。

OL 02. 44 缝隙腐蚀 crevice corrosion

    ,0于侠逢或间隙的存在，在狭缝内或近旁发生的腐蚀。

01.02. 45 均匀腐蚀 uniform corrosion

    在与腐蚀环境接触的整个金属面表面上几乎以相同速度进行的腐蚀。

01.02. 16 局部腐蚀 localized corrosion

    在与环境接触的金雷表面上局限于某些区域发生的腐蚀，常以点坑、裂纹、沟槽等形式出现

01.02.47 应力有蚀 stress corrosion

    由残余应力或外加应力导致的应变和腐蚀联合作用产生的材料破坏过程。

01. 02.18 气体腐蚀 gaseous corrosion

    1E金属表面上无任何水相条件下，金周仅与气体腐蚀剂反应所发生的腐蚀。

01 3 .L9 浮接腐蚀 weld corrosion

    悍接接头中。焊缝区及其近旁发生的腐蚀。

01.02.50 电化学腐蚀 electrochemical corrosion

    T. 包今一种电极反应的腐蚀。

)1.02.51 热腐蚀 hot corrosionm

    金属表面由于A化及与硫化询或其他污染物(如氮化物)反应的复合效应而形成熔盐，使金属表面正

常的保护性氧化物溶解、离散和破坏，导致表面加速腐蚀的现象

;1. 02. 52 辐J砚腐蚀 radiation corrosion

    金属在遭受幅照的腐蚀环境中所发生的腐蚀。

til. i'2. 53 腐蚀深度 corrosion depth

    经腐蚀的盘属表面某一汽和其原冶表面间的垂直距离

01, ;)2. 54 腐蚀速率 corrosion rate

    单位时间内金属腐蚀效应的数值。

O1. 02. 55 腐蚀疲劳 corrosion fatigue
    金属讨抖在交变应力或重夏应力与腐蚀性环境同时作用下产生的开裂过程。主汽相和液相环境中均

可产生。几乎所有能声生一般性腐蚀的金胃和合a都可能产生腐蚀疲劳。

01.02.56 穷蚀麦劳圾限 corrosion fatigue limit
    主给定的腐蚀环境中 金属经特定的周期数或长时间而不发生腐蚀夜劳破坏的最大交变应力宜。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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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语 拼 音 索 引
            a

饭(材)

奉〔材)

标称值

尤热

洁(材)

of 01 20

01 01 15

01 02 13

01 02.03

01.01 17

fif夏性 01 02 17

若(材 )

甩化学腐蚀

戈蚀

氛蚀 系牧

11T面收缩率

01 01 118

91 02 50

01 02-41

01 02 12

01 02 09

于层

渔p V腐蚀

份(末 )

!:晶态合金

夏合材料

育蚀

}w蚀疲 劳

I浊疲劳极限

节蚀深度

育蚀速率

落照腐 蚀

01 02.26

01.02-44

01 01 13

01.01.08

01.01.12

01 02 39

01 02.50

01 02 5  6

01 02.53

01 02.54

01 02 52

公差

营(材)

餐金属

01.02.15

01 01.16

01 01 03

早接腐蚀

a金

豆换性

01 '1_ d9

01-01 06

0102 13

结它

a间腐蚀

清密合金

金属

金相组织

q部腐蚀

聚 合物

01 02-27

91 口卫 43

01 01 07

01 01 02

01 02 20

-)102 46

01 01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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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匀卜落浊 01.02.45

抗 拉强 雯 01.02.07

找厦

;乍裂

一食金诱

裂友

潭旋纹

01 u2 28

01.02 29

01.01.04

01.02.25

01.02.37

床 :y

i})笙

01.02 31

01.02.01

谁Ili金 属

.4t电It

01 01.05

Ol.02.40

门面 01.02.38

\q ;F直度

01.01.19

01 02.12

兄体育 浊 01.02.48

01

0l

热导率

热腐蚀

T}k -It肤 系数

溶点

::_::
01.02.05

01.12.02

中长率〔延伸率〕

塑料

01.02.08

01. 01. 11

淘瓷 01.01.09

稳定性

误差

01.02.19

01.02.16

线 材)〔(合金)丝〕

提膨怅系数

唱

相变

相图

型材

诱浊

01.01.14

01.02.06

01.02.22

01.02.23

01.璐.24

01.01.21

0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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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化淇

氮化皮

氧化色

(仪$$)仪表材料

便度

应力腐蚀

3度

允许偏差

!U 02 35

二

︸0

1

曰

叮
了

飞
上

奥

空
叼

勺
J

价

I

J注

1

‘

，
L

‘飞t0才

01.02

01. J1

U102

介
介
介

.0l0233
吏资
  」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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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文 索 引

入

allov

amorphous alloy

01.01.06

01.01.08

B

base metal 01.01.04

C

e ram iC

〔ircularity

cnmpnsite material

曰 rro ‘1  o n

corrosion depth

-orrosion fatigue

arr̂s}onfargue卜m

1:orrrosusn r<ote

corresion resistance

‘ ra ,改

re、生L一e orroston

01.01.09

01.02.11

01.01.12

01.02.39

'01.02.53

01.02.55

01.02.56

01.02.54

01.02.40

01.02.25

01.02.44

D

，
工

Q
口

Q
户

8

O

o
d

Q

白

勺

︼

02

泥

02

02

，
人

︸上

J
l

l
人

n
户

n

︸

n

n

户

density

lent

drawing crack

draping cramp

E

。!己c,rochernical corrosion, clect

elongation

erro r

01.02.50

01.02.08

01.02.16

F

01.01.17f<>iI
G

耳aseous corroston 01.02.48

H

hardness

heat conductivity

hot corrosionm

01.02.10

01.02.04

01.02.51

instrument material

interchangeability

intergranular corrosion

01.01.01

01.02.18

01.02.43

L

lap

linear expansion coefficient

localized corrosion

01.02.30

01.02.06

01.02.46

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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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ting point

metal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microstructure

01.02.02

01.01.02

01.02.20

01.02.21

noble metal

nominal value

01.01.03

01.02.13

O

oxide colour

oxide film

oxide scab

01.02.36

01.02.35

01.02.34

phase

phase diagram

phase transformation

pitting corrosion

pitting factor

plastics

plate

pock mark

polymer

powder

precision alloy

profile

01.02.22

01.02.24

01.02.23

01 02.41

01.02.42

01.01.11

01.01.20

01.02.31

01.01.10

01.01.13

01.01.07

01.01.21

0l02520102090101050l0217010233010l15

radiation corrosion

reduction of area

refractory metal

:epeatbility

ring

od/bar

rust spot 01.02.32

02.27

01.19

02.03

7
.

扮
卜

0

﹄

q

分

，
者

q
︺

巧
自

1
1

)
.工

J
盆

弓
白

0

勺
白

q

︸

宁
‘

门

0

﹃U

O

︵日

钾.1

‘.人

1

人

，

火

了

立

1

占

，
1

1
1

0

卜日

~日

门

n

︸日

n

门

scab

sheet

specific heat

spiral

split layer

stability

straightness

stress corrosion

strip
01.01.18

tensile strength 01 02 07

10



JB j  T6819.1一93

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tolerance

tolerances

tube

01.02.05

01.02.14

01.02. 15

01.01.16

tniform corrosion 01.02.45

weld corrosion

、即 ，re

01.02.49

01.01.14

附加说明:

仁标佳由机诫工叱部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提出炸归口

权标准妇机械工业部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负责起草

兹标准 仁要起草人:i*c泽休、汪PI、吴恩利

本标准委托机械工业部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