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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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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１２９６６—２００８《铝合金电导率涡流测试方法》，与ＧＢ／Ｔ１２９６６—２００８相比，除结

构性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更改了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１章）；

ｂ）　删除了“涡流”“有效透入深度”“标准透入深度”“提离效应”“边缘效应”“仪器灵敏度”“仪器稳

定性”“提离抑制性”“直接测试”“修正测试”“修正系数”术语（见第３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３章）；

ｃ）　更改了涡流电导率仪的测试范围（见４．３．１．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２．２）；

ｄ）　增加了电导率仪运行３０ｍｉｎ的稳定性（见４．３．１．４）；

ｅ）　增加了标准试块（见４．３．２）；

ｆ）　增加了涡流标准渗透深度计算公式和典型电导率值的最小测试厚度（见４．４．１．５）；

ｇ）　增加了非接触式测试方法（见第５章）；

ｈ）　增加了期间核查（见附录Ａ）；

ｉ）　增加了窄料测试方法（见附录Ｂ）；

ｊ）　增加了曲面修正测试的试样（见Ｃ．１）；

ｋ）　增加了ＳｉｇｍａｔｅｓｔＤ２．０６９型和ＳｉｇｍａｓｃｏｐｅＳＭＰ３５０型电导率仪修正表（见附录Ｄ）；

ｌ）　增加了包覆铝样品修正测试方法（见附录Ｆ）；

ｍ）　增加了非导电涂层修正测试方法（见附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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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４３）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

中铝材料应用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兖

矿轻合金有限公司、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西北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省科学院工业分析检

测中心、广西柳州银海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晓霞、王洪玉、金承龙、葛立新、高新宇、郑许、韩世涛、熊晓波、刘克伟、霍庆利、

韦绍林、刘泉泉、李亚楠、刘浩、金雨佳、刘旭明、郭鲤、吴镇宇、祝楷、邱宏伟、张玉、隋信辉。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１９９１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１２９６６—１９９１，２００８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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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及铝合金电导率涡流测试方法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采用接触式或非接触式测定铝及铝合金电导率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铝及铝合金材料电导率涡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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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２６０４．６　无损检测　术语　涡流检测

ＪＪＦ１５１６　非铁磁金属电导率样（标）块校准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２６０４．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测量精度　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给定条件下涡流电导率仪测试电导率标准试块获得的测量值与标准试块电导率值之间的差异。

４　接触式测试方法

４．１　原理

当载有确定频率和振幅交流电的线圈接近导电体表面时，线圈中交流电产生的交变磁场在导电体

表面和近表面感应产生涡流，涡流的磁场反作用于线圈，这种反作用的大小与导电体表面和近表面的电

导率有关。据此原理，可用已知电导率值的标准试块标定涡流电导率仪后直接测出样品真实电导率值。

当样品尺寸、形状或表面状态导致电导率实测值与真实值偏离较大时，经用户同意后，可采用样品叠加

或平面与曲面对比或去除表面状态等方式获得电导率真实值和测试值的关系，从而对电导率实测数据

进行补偿，补偿后的测试结果作为电导率真实值。

４．２　测试条件

４．２．１　测试场地应为非腐蚀环境，避免阳光直射且无电磁场干扰。

４．２．２　测试环境温度不应有较大波动。

４．２．３　测试人员应具备涡流基础知识，熟悉专项技术文件，经过实际操作培训并通过企业内考评后方

可上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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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测试设备

４．３．１　涡流电导率仪和探头

４．３．１．１　涡流电导率仪应能直接显示测试值，以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或以国际退火铜百分比

（％ＩＡＣＳ）为显示单位，测试频率范围宜５０ｋＨｚ～５００ｋＨｚ，通常为６０ｋＨｚ。

４．３．１．２　涡流电导率仪测试范围为０．５ＭＳ／ｍ～６０．５ＭＳ／ｍ，工作温度为０℃～４０℃。

４．３．１．３　在９．５ＭＳ／ｍ～３６ＭＳ／ｍ测试范围内，灵敏度优于０．２ＭＳ／ｍ，测量精度应优于±０．２ＭＳ／ｍ。

　　注：涡流电导率仪灵敏度是给定方法和涡流电导率仪所能检测出材料或样品电导率的最小变化。

４．３．１．４　涡流电导率仪运行３０ｍｉｎ的稳定性应优于±０．２ＭＳ／ｍ。

　　注：涡流电导率仪稳定性是涡流电导率仪测量指示值在一定时间间隔内的变化情况。

４．３．１．５　提离距离不小于０．０７６ｍｍ，提离抑制性应优于±０．２ＭＳ／ｍ。

４．３．１．６　减小探头上的操作压力测试涡流电导率仪的响应变化优于０．２ＭＳ／ｍ。

４．３．１．７　从垂直方向倾斜圆形笔尖探头到２０°，测试涡流电导率仪的响应变化不应超过０．２ＭＳ／ｍ。

４．３．１．８　生产现场测试用涡流电导率仪应有温度补偿功能。

　　注：提离抑制性是涡流电导率仪消除或减小探头与样品间微小间隙影响的能力，该能力可保证探头与被检测面在

一定间隙内的测量精度。

４．３．１．９　涡流电导率仪与配套使用的探头共同校准及期间核查，期间核查按附录 Ａ中 Ａ．１的规定

进行。

４．３．１．１０　涡流电导率仪初次使用前或每１２个月或修复后应送计量部门或计量归口单位进行校准，涡

流电导率仪应按用户提出的标准进行校准，校准后的涡流电导率仪与探头技术要求应达到４．３．１．３～

４．３．１．７要求，校准条件应满足４．３．１．１１、４．３．１．１２。

４．３．１．１１　涡流电导率仪和配套使用探头共同校准，校准应覆盖电导率测试过程中使用的频率。

４．３．１．１２　应使用实验室或基准标准试块对涡流电导率仪进行校准，应使用不少于５块电导率值在

９．５ＭＳ／ｍ～３６ＭＳ／ｍ 范围的经校准合格的标准试块，低值标准试块应在９．５ＭＳ／ｍ±１．５ＭＳ／ｍ范围

内，高值标准试块应在３６．０ＭＳ／ｍ±１．５ＭＳ／ｍ范围内，标准试块电导率值分布应具有代表性。

４．３．２　标准试块

４．３．２．１　标准试块组织均匀、状态稳定，表面粗糙度（犚犪）应优于１．６μｍ。

４．３．２．２　标准试块尺寸应不小于２５ｍｍ×２５ｍｍ或直径不小于２５ｍｍ，厚度不小于５ｍｍ。

４．３．２．３　标准试块标称值一般为９．５ＭＳ／ｍ～３６ＭＳ／ｍ。

４．３．２．４　标准试块在初次使用前或每１２个月或检修维护后应送计量部门或计量归口单位进行校准，标

准试块应按用户提出的标准进行校准，校准后的标准试块技术要求应满足ＪＪＦ１５１６的规定，校准条件

应满足４．３．２．５～４．３．２．７的规定。

４．３．２．５　校准用的基准标准试块可溯源到国家标准计量机构或其他国际认可的标准化机构。

４．３．２．６　实验室标准试块应使用基准标准试块进行校准，涡流比较测试系统不确定度应符合表１的

规定。

４．３．２．７　生产标准试块应使用实验室标准试块或基准标准试块进行校准，涡流比较测试系统不确定度

应符合表１规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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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涡流比较测试系统不确定度

标准试块
电导率值范围

ＭＳ／ｍ
最大不确定度

用基准标准试块校准实验室标准试块

涡流比较测试系统不确定度

＞９．５～１６．５ 标称值的０．７％

＞１６．５～２０．５ ０．１１ＭＳ／ｍ

＞２０．５～３６．０ ０．１６ＭＳ／ｍ

用实验室标准试块校准生产标准试块

涡流比较测试系统的不确定度
９．５～３６．０ ０．３０ＭＳ／ｍ

４．４　样品

４．４．１　常规样品

４．４．１．１　样品为自然时效状态时，其自然时效时间应不小于４８ｈ。

４．４．１．２　样品的测试部位表面粗糙度（犚犪）应优于６．３μｍ，无腐蚀斑、灰尘、油脂及划伤等影响涡流电导

率测试结果的缺陷。

４．４．１．３　样品为表面无包覆层、电镀层或非导电涂层不大于０．０７６ｍｍ。

４．４．１．４　样品的凹面曲率半径应不小于２５０ｍｍ，凸面曲率半径应不小于７５ｍｍ。

４．４．１．５　样品的厚度应不小于涡流标准渗透深度的３倍，按公式（１）计算涡流标准渗透深度δ。典型电

导率值的最小测试厚度见表２。

δ＝
１

μ０μｒπ犳槡 σ
…………………………（１）

　　式中：

δ ———涡流标准渗透深度，单位为米（ｍ）；

μ０———真空磁导率（μ０＝４π×１０
－７），单位为亨利每米（Ｈ／ｍ）；

μｒ———相对磁导率，对于铝合金μｒ值近似为１；

犳 ———测试频率，单位为赫兹（Ｈｚ）；

σ ———样品的电导率真实值，单位为西门子每米（Ｓ／ｍ）。

表２　典型电导率值的最小测试厚度

典型电导率值

ＭＳ／ｍ

下列测试频率对应的最小测试厚度

ｍｍ

６０ｋＨｚ １２０ｋＨｚ ２４０ｋＨｚ ４８０ｋＨｚ

１０ １．９５ １．３８ ０．９９ ０．６９

１１ １．８６ １．３２ ０．９３ ０．６６

１２ １．７７ １．２６ ０．９０ ０．６３

１３ １．７１ １．２０ ０．８７ ０．６０

１４ １．６５ １．１７ ０．８４ ０．５７

１５ １．５９ １．１４ ０．８１ ０．５７

１７ １．５０ １．０５ ０．７５ ０．５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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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典型电导率值的最小测试厚度 （续）

典型电导率值

ＭＳ／ｍ

下列测试频率对应的最小测试厚度

ｍｍ

６０ｋＨｚ １２０ｋＨｚ ２４０ｋＨｚ ４８０ｋＨｚ

１９ １．４１ ０．９９ ０．７２ ０．５１

２１ １．３４ ０．９６ ０．６６ ０．４８

２３ １．２９ ０．９０ ０．６３ ０．４５

２５ １．２３ ０．８７ ０．６３ ０．４５

２７ １．２０ ０．８４ ０．６０ ０．４２

２９ １．１４ ０．８１ ０．５７ ０．４２

３１ １．１１ ０．７８ ０．５７ ０．３９

３３ １．０８ ０．７５ ０．５４ ０．３９

３５ １．０５ ０．７５ ０．５１ ０．３６

３６ １．０２ ０．７２ ０．５１ ０．３６

４．４．２　其他样品

不符合４．４．１规定的样品。

４．５　测试

４．５．１　常规样品

４．５．１．１　检查标准试块、探头表面是否清洁，如有油脂、灰尘等污物，应使用棉布或软纸蘸不会产生化学

腐蚀的液体擦拭干净。

４．５．１．２　将涡流电导率仪、探头和标准试块置于被测样品测试环境下应不少于１ｈ，直至涡流电导率仪、

探头、标准试块和被测样品之间的温差不大于３℃。

４．５．１．３　选用标准试块３块，试块应包含低值试块、中值试块、高值试块，其中中值试块的电导率标称值

应在产品验收要求规定±４．０ＭＳ／ｍ以内，低值试块和高值试块电导率标称值与中值试块电导率标称

值的差值应不小于３．０ＭＳ／ｍ且低值试块和高值试块电导率标称值差应不大于１４．５ＭＳ／ｍ。

４．５．１．４　按涡流电导率仪说明书要求对涡流电导率仪进行预热，直至涡流电导率仪稳定，设置测试频

率，宜采用６０ｋＨｚ。

４．５．１．５　将探头分别平稳地置于低值、中值、高值三个标准试块中心部位上，对涡流电导率仪进行标定。

４．５．１．６　用三个标准试块进行校验，校验值与标准试块标称值差不应大于±０．２ＭＳ／ｍ。

４．５．１．７　当校验结果不符合４．５．１．６规定时，应按４．５．１．５进行标定，直至校验结果符合４．５．１．６规定。

４．５．１．８　按产品验收要求的测试位置和测试点数对样品进行测试；测试厚度不一致的样品时（锻件、挤

压件等），至少在最薄和最厚处及形状不一样的区域进行测试；测试小尺寸样品时，探头应置于平整区域

中心部位进行测试。

４．５．１．９　连续测试１５ｍｉｎ或测试完成后，应按４．５．１．６规定对涡流电导率仪进行校验，校验满足规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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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时测试结果是有效的；当不符合规定时，应执行４．５．１．７的规定，并对最后一次校验合格所测试的点重

新进行测试。

４．５．１．１０　标定、校验以及测试时，手不应直接接触标准试块、样品的测试部位表面及探头测试部分等部

位。探头应平稳地置于测试面并紧密接触，测试时手持探头时间尽可能短。

４．５．１．１１　对于薄规格样品可选较高的测试频率，使厚度满足３倍的标准渗透深度的测试条件，可按

表１选择测试频率。

４．５．２　其他样品

４．５．２．１　样品宽度小于探头直径的１．５倍时，测试方法按附录Ｂ的规定进行。

４．５．２．２　样品凸面曲率半径小于７５ｍｍ，厚度大于３倍标准渗透深度的产品时，测试方法按附录Ｃ和

附录Ｄ的规定进行。

４．５．２．３　样品厚度小于３倍的涡流标准渗透深度时，测试方法按附录Ｅ的规定进行。

４．５．２．４　样品有包覆层，包覆层厚度较薄且均匀，基材样品厚度（裸材）大于３倍的标准渗透深度时，测

试方法按附录Ｆ的规定进行。

４．５．２．５　样品表面有厚度大于０．０７６ｍｍ非导电涂层，且非导电涂层厚度已知时，测试方法按附录Ｇ的

规定进行。

４．６　结果处理与结果表示

４．６．１　常规样品

４．６．１．１　保存有效的校验及测试结果。

４．６．１．２　自然时效的样品测试结果超出验收标准范围时，以自然时效到总计９６ｈ的测试结果为最终

结果。

４．６．１．３　当对电导率测试值有异议时，应以在２０℃±３℃的温度下测试结果为准。

４．６．１．４　测试结果以实测值表示。当测试结果与验收标准极值的偏差在±０．２ＭＳ／ｍ范围内时，重新

校验涡流电导率仪，确认涡流电导率仪工作正常后，在该测试点附近增加测试。应对超出验收值点进行

标识。

４．６．２　其他样品

其他样品按附录Ｂ～附录Ｇ的规定处理。

４．７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委托单位；

ｂ）　被检样品信息（样品名称、合金牌号、状态、炉批号、批次、件号、规格）；

ｃ）　测试单位、场地、温度；

ｄ）　测试用涡流电导率仪、探头、标准试块的型号、编号、外部校准时间、校准有效期；

ｅ）　测试频率、标准试块的标称值；

ｆ）　校验时间及校验值与标称值偏差值；

ｇ）　测试结果；

ｈ）　本文件编号及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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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测试日期；

ｊ）　测试人员。

５　非接触式测试方法

５．１　原理

当载有确定频率和振幅交流电的线圈接近导电体表面时，线圈中交流电产生的交变磁场在导电体

表面和近表面感应产生涡流，涡流的磁场反作用于线圈，这种反作用的大小与导电体表面和近表面的电

导率有关。据此原理，可用已知电导率值的标准试块标定涡流电导率仪后，在探头和样品表面没有直接

接触条件下测出样品电导率。由于动态测试和静态校验的测试状态不同，而采用已知电导率值的参比

试样验证动态和静态下的测试偏差，在测试偏差不大于０．３ＭＳ／ｍ的条件下时，对样品进行动态测试，

测试结果可作为电导率真实值。

５．２　测试条件

测试条件应符合４．２规定。

５．３　测试设备

５．３．１　涡流电导率仪和探头

５．３．１．１　涡流电导率仪具有连续测试功能，数据采集步进和探头运动速度及样品传输速度应匹配，使采

集的数据稳定可靠。测试结果宜以可视化彩色扫描图形式显示，在扫描图上可查到测试数据和位置，且

显示电导率变化分布趋势和超过验收标准范围的电导率值。

５．３．１．２　能显示标定值、校验值及与标称值的偏差，应能显示提离距离，标定、校验、测试参数及测试数

据并能自动保存。

５．３．１．３　非接触式测试用涡流电导仪和探头期间核查按Ａ．２的规定进行。其他要求应符合４．３．１规定。

５．３．２　标准试块

５．３．２．１　标准试块应符合４．３．２的规定．

５．３．２．２　标准试块尺寸应不影响标定和校验的结果。

５．３．３　探头运动控制扫查装置

５．３．３．１　支撑探头应配置机械臂，机械臂在设备运行时应平稳、不颤动，应不影响测试结果。

５．３．３．２　探头与测试面在相对运动时应保持提离距离不变。

５．３．３．３　应保证探头表面与测试面平行。

５．３．３．４　探头装置升降距离应可调。

５．３．３．５　在标定、校验、样品测试中探头与测试面的距离应相同。

５．３．３．６　探头运动控制扫查装置和探头以及配套使用的涡流电导率仪应共同校准和期间核查。

５．３．４　样品传输装置

５．３．４．１　传输速度应是匀速稳定且连续可调，传输装置不应影响测试结果。

５．３．４．２　样品传输装置应可正反两方向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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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样品及试样

５．４．１　样品

５．４．１．１　样品为自然时效状态时，其自然时效时间应不小于４８ｈ。

５．４．１．２　样品平直度应满足产品标准规定。测试部位表面粗糙度（犚犪）应优于６．３μｍ，无腐蚀斑、灰尘、

油脂及划伤等影响涡流电导率测试结果的缺陷。

５．４．１．３　样品表面应无包覆层、电镀层，样品表面的非导电涂层厚度不大于０．０７６ｍｍ。

５．４．１．４　样品的厚度应不小于涡流标准渗透深度的３倍。

５．４．２　参比试样

５．４．２．１　参比试样可在被测产品上截取或在相同电导率验收标准范围的合格产品中截取，参比试样电

导率值应稳定。

５．４．２．２　参比试样厚度应大于３倍的标准渗透深度。上下两面的电导率极差值不应大于１ＭＳ／ｍ。

５．４．２．３　参比试样尺寸应能保证平稳地在传输轨道上传送，参比试样平直度应满足产品标准规定。

５．４．２．４　参比试样应与测试设备在同一环境下存放。

５．５　测试

５．５．１　检查标准试块、探头表面是否清洁，如有油脂、灰尘等污物，应使用棉布或软纸蘸不会产生化学

腐蚀的液体擦拭干净。

５．５．２　涡流电导率仪、探头、标准试块和被测样品之间的温差应不大于３℃。

５．５．３　选用标准试块３块，试块应包含低值试块、中值试块、高值试块，其中中值试块的电导率标称值

应在产品验收要求规定±４．０ＭＳ／ｍ以内，低值试块和高值试块电导率标称值与中值试块电导率标称

值的差值应不小于３．０ＭＳ／ｍ且低值试块和高值试块电导率标称值差应不大于１４．５ＭＳ／ｍ。

５．５．４　按涡流电导率仪说明书要求对涡流电导率仪进行预热，直至涡流电导率仪稳定，设置测试参数，

测试频率宜采用６０ｋＨｚ。

５．５．５　将探头分别平稳地置于低值、中值、高值三个标准试块中心部位上方（探头与试块的距离应与测

试样品时的距离一致），对涡流电导率仪进行标定。

５．５．６　用三个标准试块进行校验，校验值与标准试块标称值差不应大于±０．２ＭＳ／ｍ。

５．５．７　当校验结果不符合５．５．６规定时，应执行５．５．５的规定，直至校验结果符合５．５．６规定。

５．５．８　测试电导率，连续测试１５ｍｉｎ或测试完成后，应按５．５．６规定对涡流电导率仪进行校验，校验满

足规定要求时测试结果是有效的，当不符合规定时，应执行５．５．７的规定，并对最后一次校验合格所测

试的点重新进行测试。

５．６　结果处理与结果表示

５．６．１　保存有效的校验及测试结果。

５．６．２　当校验结果符合５．５．６规定时，测试结果有效。

５．６．３　当测试结果超出验收标准范围时，用接触式测试方法在偏离验收值的位置附近增加测试，以接

触式测试结果为准，对超出验收标准范围的点进行标识。

５．６．４　当测试结果在验收值范围内，且最大值和最小值与验收极限值偏差不大于０．３ＭＳ／ｍ时，在最大

值和最小值的位置附近，采用直接测试法确定最大值和最小值，以直接测试数据为准。

５．６．５　自然时效的产品测试结果超出验收标准范围时，以自然时效时间不小于９６ｈ的测试结果为最终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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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６　当对电导率测试值有异议时，应以２０℃±３℃下的接触式测试结果为准。

５．６．７　测试结果以实测值表示。

５．７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符合４．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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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期 间 核 查

犃．１　接触式电导率测试设备

犃．１．１　电导率仪每６个月至少１次期间核查，电导率仪满足４．３．１．３～４．３．１．５的规定。期间核查可以按

用户要求增加。

犃．１．２　按电导率仪说明书要求对涡流电导率仪进行预热和参数设置，用非金属夹具将探头平稳置于标

准试块中心部位上，按生产使用范围选择两套标准试块，选择其中一套标准试块对电导率仪进行标定。

犃．１．３　标定完成后再对另一套标准试块进行测试以核查涡流电导率仪测量精度，其测量精度满足

４．３．１．３规定。

犃．１．４　对Ａ．１．３中使用的标准试块每隔１５ｍｉｎ进行一次测试，测试不少于３次。测量值与标准试块的

标称值比较，满足４．３．１．４规定。

犃．１．５　在标准试块与探头之间放置厚度不小于０．０７６ｍｍ的非导电薄膜，非导电薄膜可以是塑料薄膜

或其他绝缘材料薄膜，厚度应采用经计量合格的计量器具进行测量，测试不少于３次，测量值与标准试

块的标称值比较，满足４．３．１．５规定。

犃．２　非接触式电导率测试设备

犃．２．１　经校准合格的非接触式涡流电导率仪设备初次使用或每３个月或设备出现故障修复后至少１次

期间核查，期间核查可以按用户要求增加。

犃．２．２　选用一台接触式电导率仪，按４．５．１．１～４．５．１．７规定标定和校验。

犃．２．３　用接触式电导率仪对参比试样进行测试，测试点间距不大于５０ｍｍ等间距测试。

犃．２．４　分别以最大值和最小值为圆心，半径不大于３０ｍｍ圆弧处增加测试点，两点间夹角不大于４５°，

并画出测试点分布图表。

犃．２．５　测试后按照４．５．１．６～４．５．１．７规定对仪器进行校验，保存满足要求的校验及测试数据。

犃．２．６　按照５．５．１～５．５．７规定对非接触测试设备进行标定和校验。

犃．２．７　对参比试样进行非接触测试，最大值和最小值的位置应临近接触式测试的位置，比较测试结果，

最大值和最小值偏差值应不大于０．３ＭＳ／ｍ。

犃．３　记录

记录并保存期间核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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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

窄料测试方法

犅．１　试样

犅．１．１　在相同电导率验收标准范围的合格产品中截取，试样宽度应不小于２倍的探头直径。

犅．１．２　试样加工过程中的加工温度不应超过９３℃。

犅．１．３　在截取好的试样上中心位置标识一条平行于长边的标识直线，在直线上标识不少于５个测试

点，测试点距离应不小于探头直径。试样加工前示意图见图Ｂ．１。

　　说明：

１、２、３、４、５———在试样中心区域上均匀分布的测点，本文件标记５个测试点；

犎１ ———试样的宽度。

图犅．１　试样加工前示意图

犅．２　测试

犅．２．１　试样测试

犅．２．１．１　按４．５．１规定测试Ｂ．１．３标识测试点的电导率。

犅．２．１．２　将测试后的试样对称加工至样品宽度，示意图见图Ｂ．２，加工后保证Ｂ．１．３标识的测试点处于

试样中心区域，按４．５．１规定测试Ｂ．１．３标识测试点的电导率。

　　说明：

犎２———样品宽度。

图犅．２　试样加工后示意图

犅．２．２　样品测试

犅．２．２．１　试样加工前后同一点电导率测试变化不大于０．２ＭＳ／ｍ时，按４．５．１规定对样品进行电导率

测试。

犅．２．２．２　试样加工前后同一点电导率测试变化大于０．２ＭＳ／ｍ时，该电导率仪不适用于该样品测试。

犅．３　结果处理与结果表示

查看样品电导率真实值（σ）是否处于电导率验收标准极值规定的范围内。测试结果以电导率真实

值表示。其他按４．６．１．１～４．６．１．３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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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

凸面电导率修正测试

犆．１　试板与试样

犆．１．１　扁棒试板与试样

犆．１．１．１　在与样品同合金、同状态，组织均匀，厚度大于３倍标准渗透深度的扁棒上截取试板，并标识测

试区域［见图Ｃ．１ａ）和Ｃ．２ａ）］，其电导率值应在与样品相同的电导率验收标准范围内。至少取３个扁棒

试板，３个试板电导率差值应不大于０．３ＭＳ／ｍ。

犆．１．１．２　按图Ｃ．１ａ）中所示曲线进行机加工制备试样［见图Ｃ．１ｂ）］，或将试板［见图Ｃ．２ａ）］进行弯曲变

形制备试样［见图Ｃ．２ｂ）］。

犆．１．１．３　弯曲变形或机加工温度不应超过９３℃，试样加工前后的表面粗糙度（犚犪）应优于６．３μｍ。

犪）　试板 犫）　试样

　　标引序号说明：

１———电导率测试区域；

２———加工曲线；

３———试样曲面；

犎———试板或试样的厚度。

图犆．１　扁棒试板与机加工试样示意图

犪）　试板 犫）　试样

　　标引序号说明：

１———电导率的测试区域；

犎———试板或试样厚度；

狉———试样半径。

图犆．２　扁棒试板与机弯曲变形试样示意图

１１

犌犅／犜１２９６６—２０２２



犆．１．２　圆棒试样

犆．１．２．１　热处理前在圆棒产品上截取长度不小于５０ｍｍ的试样，在试样上加工一个如图Ｃ．３所示的平

面，其平面宽度应不小于探头直径的１．５倍，表面粗糙度（犚犪）应优于６．３μｍ。试样加工温度不应超过

９３℃。

犆．１．２．２　试样加工后按产品热处理工艺进行热处理，热处理完成后，其平面电导率值应在该产品电导

率验收标准范围内。

　　标引序号说明：

１ ———曲面电导率测试区域，一般为沿平面中心线过圆心的对应位置。

２ ———平面电导率测试区域，为平面的中心位置或近中心位置；

犠———平面的宽度。

图犆．３　圆棒试样横截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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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　测试

犆．２．１　修正值测试

犆．２．１．１　扁棒试板与试样

犆．２．１．１．１　将试板编号为１、２、３……狀，按４．５．１的规定在图Ｃ．１ａ）或图Ｃ．２ａ）中的测试区域上测试试板

的电导率，每个试样测试点不少于３点，测试结果取平均值，记为σａ１、σａ２、σａ３……σａ狀。

犆．２．１．１．２　按４．５．１的规定在图Ｃ．１ｂ）或图Ｃ．２ｂ）规定的测试区域１上测试试样的曲面电导率，测试点

不少于３点，测试结果取平均值，记为σｂ１、σｂ２、σｂ３……σｂ狀。

犆．２．１．１．３　按公式（Ｃ．１）计算修正值（σ０）。

σ０＝
１

狀
σａ１－σｂ１（ ）＋

１

狀
σａ２－σｂ２（ ）＋

１

狀
σａ３－σｂ３（ ）＋……＋

１

狀
σａ狀 －σｂ狀（ ）………（Ｃ．１）

　　式中：

σ０ ———电导率修正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１ ———试板１电导率测试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２ ———试板２电导率测试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３ ———试板３电导率测试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狀 ———试板狀电导率测试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１———试样１曲面电导率测试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２———试样２曲面电导率测试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３———试样３曲面电导率测试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狀———试样狀曲面电导率测试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犆．２．１．２　圆棒试样

犆．２．１．２．１　按４．５．１规定测试圆棒试样的平面电导率值，测试点不少于３点，应按图Ｃ．３所示平面测试

区域１上均匀分布，测试结果取平均值，记为σａ０。

犆．２．１．２．２　按４．５．１规定测试圆棒试样的曲面电导率值，测试点不少于３点，应按图Ｃ．３所示曲面测试

区域２上均匀分布，测试结果取平均值，记为σｂ０。

犆．２．１．２．３　按公式（Ｃ．２）计算修正值（σ０）。

σ０＝σａ０－σｂ０ …………………………（Ｃ．２）

　　式中：

σ０ ———电导率修正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０———圆棒试样平面电导率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０———圆棒试样曲面电导率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犆．２．２　样品测试

犆．２．２．１　直接测试

犆．２．２．１．１　将探头垂直接触样品的曲面，轻微摆动探头捕获电导率最大值，记为电导率实测值（σＹ）。测

试过程应符合４．５．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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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２．１．２　按公式（Ｃ．３）计算样品电导率真实值（σ）。

σ＝σＹ＋σ０ …………………………（Ｃ．３）

　　式中：

σＹ———样品电导率实测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犆．２．２．２　查表测试

犆．２．２．２．１　制作修正表

犆．２．２．２．１．１　选取不同牌号的圆棒按Ｃ．１．２制作成不同样品直径的系列修正试样，对试样进行不同工艺

的热处理，以使试样达到预期目标的电导率指标。

犆．２．２．２．１．２　对系列曲率修正试样的平面进行测试，测试频率为６０ｋＨｚ，测试点不少于３点，取平均值，

记为σａ。

犆．２．２．２．１．３　对系列曲率修正试样的曲面进行测试，测试频率为６０ｋＨｚ，测试点不少于３点，取平均值，

记为σｂ。

犆．２．２．２．１．４　根据Ｃ．２．２．２．１．２和Ｃ．２．２．２．１．３已测得的数据，按公式（Ｃ．４）计算修正系数。

σ（φ）＝
σｂ

σａ
…………………………（Ｃ．４）

　　式中：

σ（φ）———修正系数，即在该曲面上测试的电导率与平面上测得的真实的电导率之比。

犆．２．２．２．１．５　将Ｃ．２．２．２．１．２测得数据和Ｃ．２．２．２．１．３测得数据按由小到大顺序列出，并按照一定的数据

差值关系制作修正表，如表 Ｄ．１～表 Ｄ．３所示，σａ 在表左侧按从上到下递增排序，间距应不大于

０．６ＭＳ／ｍ；σｂ在表格右侧按对应的试样弧面直径逐一列出，试样弧面直径按一定规律递增。

犆．２．２．２．１．６　当修正表中相邻σａ差值大于０．６ＭＳ／ｍ时，根据Ｃ．２．２．２．１．４计算修正系数。

犆．２．２．２．１．７　以试样弧面直径为横坐标，以修正系数为纵坐标，绘制函数曲线（函数为指数函数），函数

中的指数与试样直径成线性规律，根据线性关系得出修正因子（狊、狋）。按公式（Ｃ．５）构建修正测试数学

模型并计算σａ对应的σｂ。以补充修正表中数据，使得修正表中相邻σａ差值不大于０．６ＭＳ／ｍ。

σｂ

σａ
＝ｅｘｐ狊＋

狋

φ
（ ） …………………………（Ｃ．５）

　　式中：

φ　———试样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狊、狋———修正因子。

犆．２．２．２．２　电导率真实值的确定

犆．２．２．２．２．１　按４．５．１规定对样品进行电导率测试，将探头垂直接触样品的曲面，轻微摆动探头捕获电

导率最大值，记为曲面电导率值（σＹ）。

犆．２．２．２．２．２　在电导率仪供应商提供的或用户认可的修正表或附录Ｄ中的修正表中，查出曲面电导率

值（σＹ）对应的平面电导率值（σａ），作为样品电导率真实值（σ）。

犆．２．２．２．２．３　当修正表的σｂ 栏中查不到与σＹ 相同的值，但σｂ 栏中临近值与σＹ 的偏差不大于

０．２ＭＳ／ｍ 时，将该临近值对应的平面电导率记为样品电导率真实值（σ）。

犆．２．２．２．２．４　当修正表的σｂ栏中查不到与σＹ 相同的值，但σｂ 栏中临近值与σＹ 的偏差大于０．２ＭＳ／ｍ

时，用内插法按公式（Ｃ．６）计算电导率真实值（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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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σａ１＋
σＹ－σｂ１

σｂ２－σｂ１
× σａ２－σａ１（ ） …………………………（Ｃ．６）

　　式中：

σ　———样品电导率真实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Ｙ ———样品电导率实测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１ ———临近且小于σＹ 的曲面电导率，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２ ———临近且大于σＹ 的曲面电导率，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１ ———σｂ１对应的平面电导率，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２ ———σｂ２对应的平面电导率，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犆．２．２．２．２．５　附录Ｄ给出了ＳｉｇｍａｔｅｓｔＤ２．０６８型电导率仪、ＳｉｇｍａｔｅｓｔＤ２．０６９型电导率仪、Ｓｉｇｍａｓｃｏｐｅ

ＳＭＰ３５０型电导率仪１
）在６０ｋＨｚ工作频率时的曲面修正表。

犆．２．２．２．３　电导率实测值合格极限的确定

１）　ＳｉｇｍａｔｅｓｔＤ２．０６８型电导率仪、ＳｉｇｍａｔｅｓｔＤ２．０６９型电导率仪、ＳｉｇｍａｓｃｏｐｅＳＭＰ３５０型电导率仪是适合的市售产

品实例。给出这一信息是为了方便文本的使用者，并不表示对这些产品的认可。

犆．２．２．２．３．１　分别以电导率验收标准极值上限（σａｄ）、电导率验收标准极值下限（σａｘ）作为平面电导率，在

电导率仪供应商提供的或用户认可的修正表或附录Ｄ中的修正表中，查出其对应的曲面电导率值，作

为电导率实测值合格极限（σｂｘ）、σｂｄ）。

犆．２．２．２．３．２　在修正表的σａ栏中查不到与σａｘ或σａｄ相同的值，但σａ栏中临近值与σａｘ或σａｄ的偏差不大

于０．２ＭＳ／ｍ时，以该临近值作为平面电导率值，查出其对应的曲面电导率值，作为该验收标准极值对

应的电导率实测值合格极限。

犆．２．２．２．３．３　若σａ栏中临近值与验收标准极值下限（σａｘ）的偏差大于０．２ＭＳ／ｍ，按公式（Ｃ．７）计算电导

率实测值合格下限（σｂｘ）。

犆．２．２．２．３．４　若σａ栏中临近值与验收标准极值上限（σａｄ）的偏差大于０．２ＭＳ／ｍ，按公式（Ｃ．８）计算电导

率实测值合格上限（σｂｄ）。

σｂｘ＝σｂｘ１＋
σａｘ－σａｘ１

σａｘ２－σａｘ１
× σｂｘ２－σｂｘ１（ ） ………………（Ｃ．７）

　　式中：

σｂｘ ———电导率实测值合格下限，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ｘ ———电导率验收标准极值下限，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ｘ１———与σａｘ相邻且小于σａｘ的平面电导率，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ｘ２———与σａｘ相邻且大于σａｘ的平面电导率，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ｘ１———σａｘ１对应的曲面电导率，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ｘ２———σａｘ２对应的曲面电导率，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ｄ＝σｂｄ１＋
σａｄ－σａｄ１

σａｄ２－σａｄ１
× σｂｄ２－σｂｄ１（ ） …………………………（Ｃ．８）

　　式中：

σｂｄ ———电导率实测值合格上限，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ｄ ———电导率验收标准极值上限，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ｄ１———与σａｄ相邻且小于σａｄ的平面电导率，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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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ａｄ２———与σａｄ相邻且大于σａｄ的平面电导率，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ｄ１———σａｄ１对应的曲面电导率，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ｄ２———σａｄ２对应的曲面电导率，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犆．３　结果处理与结果表示

犆．３．１　直接测试

查看样品电导率真实值（σ）是否处于电导率验收标准极值规定的范围内。测试结果以电导率真实

值表示。其他按４．６．１．１～４．６．１．３的规定进行。

犆．３．２　查表测试

查看样品电导率真实值（σ）是否处于电导率验收标准极值规定的范围内，或查看电导率实测值

（σＹ）是否处于电导率实测值合格极限规定的范围内。当电导率真实值（σ）接近验收标准极值或电导率

实测值（σＹ）接近电导率实测值合格极限时，重新校验涡流电导率仪，确认涡流电导率仪工作正常后，在

该测试点附近增加电导率测试次数，并对电导率真实值（σ）超出验收标准极值，或电导率实测值（σＹ）超

出其合格极限的点进行标识。测试结果以电导率真实值或实测值表示。其他按４．６．１．１～４．６．１．３的规

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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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

凸面电导率修正表

犇．１　犛犻犵犿犪狋犲狊狋犇２．０６８型电导率仪凸面电导率修正表

ＳｉｇｍａｔｅｓｔＤ２．０６８型电导率仪在６０ｋＨｚ工作频率时的凸面电导率修正表应符合表Ｄ．１的规定。

表犇．１　犛犻犵犿犪狋犲狊狋犇２．０６８型电导率仪凸面电导率修正表

平面电导率

（σａ）

ＭＳ／ｍ

下列直径的样品对应的曲面电导率（σｂ）

ＭＳ／ｍ

１９．１

ｍｍ

２５．４

ｍｍ

３８．１

ｍｍ

５０．８

ｍｍ

７６．２

ｍｍ

８８．９

ｍｍ

１０１

ｍｍ

１２７

ｍｍ

１５２

ｍｍ

１１．６ １０．４ １１．０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２．２ １１．０ １１．６ １１．９ １２．２ １２．２ １２．２ １２．２ １２．２ １２．２

１２．８ １１．６ １１．９ １２．５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３．３ １１．９ １２．５ １３．１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９ １２．５ １３．１ １３．６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４．５ １３．１ １３．６ １４．２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５．１ １３．３ １４．２ １４．８ １４．８ １５．１ １５．１ １５．１ １５．１ １５．１

１５．７ １３．９ １４．５ １５．１ １５．４ １５．７ １５．７ １５．７ １５．７ １５．７

１６．２ １４．５ １５．１ １５．７ １６．０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６．８ １５．１ １５．７ １６．２ １６．５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７．４ １５．４ １６．２ １６．８ １７．１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８．０ １６．０ １６．５ １７．４ １７．７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６ １６．５ １７．１ １８．０ １８．３ １８．６ １８．６ １８．６ １８．６ １８．６

１９．１ １６．８ １７．７ １８．３ １８．９ １９．１ １９．１ １９．１ １９．１ １９．１

１９．７ １７．４ １８．３ １８．９ １９．４ １９．４ １９．４ １９．７ １９．７ １９．７

２０．３ １８．０ １８．６ １９．４ １９．７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３ ２０．３ ２０．３

２０．９ １８．６ １９．１ ２０．０ ２０．３ ２０．６ ２０．６ ２０．９ ２０．６ ２０．９

２１．５ １８．９ １９．７ ２０．６ ２０．９ ２１．２ ２１．２ ２１．５ ２１．２ ２１．５

２２．０ １９．４ ２０．３ ２１．２ ２１．５ ２１．８ ２１．８ ２１．８ ２１．８ ２２．０

２２．６ ２０．０ ２０．６ ２１．８ ２２．０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６

２３．２ ２０．３ ２１．２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３．２

２３．８ ２０．９ ２１．８ ２２．６ ２３．２ ２３．５ ２３．５ ２３．５ ２３．５ ２３．８

２４．４ ２１．５ ２２．３ ２３．２ ２３．８ ２４．１ ２４．１ ２４．１ ２４．１ ２４．４

２４．９ ２１．８ ２２．９ ２３．８ ２４．４ ２４．７ ２４．７ ２４．７ ２４．７ 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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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　犛犻犵犿犪狋犲狊狋犇２．０６８型电导率仪凸面电导率修正表 （续）

平面电导率

（σａ）

ＭＳ／ｍ

下列直径的样品对应的曲面电导率（σｂ）

ＭＳ／ｍ

１９．１

ｍｍ

２５．４

ｍｍ

３８．１

ｍｍ

５０．８

ｍｍ

７６．２

ｍｍ

８８．９

ｍｍ

１０１

ｍｍ

１２７

ｍｍ

１５２

ｍｍ

２５．５ ２２．３ ２３．２ ２４．４ ２４．９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５

２６．１ ２２．９ ２３．８ ２４．９ ２５．２ ２５．８ ２５．８ ２５．８ ２５．８ ２６．１

２６．７ ２３．５ ２４．４ ２５．２ ２５．８ ２６．４ ２６．４ ２６．４ ２６．４ ２６．７

２７．３ ２３．８ ２４．９ ２５．８ ２６．４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３

２７．８ ２４．４ ２５．２ ２６．４ ２７．０ ２７．６ ２７．６ ２７．６ ２７．６ ２７．８

２８．４ ２４．９ ２５．８ ２７．０ ２７．６ ２８．１ ２８．１ ２８．１ ２８．１ ２８．４

２９．０ ２５．２ ２６．４ ２７．６ ２８．１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９．０

２９．６ ２５．８ ２７．０ ２８．１ ２８．７ ２９．３ ２９．３ ２９．３ ２９．３ ２９．６

３０．２ ２６．４ ２７．３ ２８．４ ２９．３ ２９．６ ２９．６ ２９．９ ２９．９ ３０．２

３０．７ ２６．７ ２７．８ ２９．０ ２９．９ ３０．２ ３０．２ ３０．５ ３０．５ ３０．７

３１．３ ２７．３ ２８．４ ２９．６ ３０．２ ３０．７ ３０．７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３

３１．９ ２７．８ ２９．０ ３０．２ ３０．７ ３１．３ ３１．３ ３１．６ ３１．６ ３１．９

３２．５ ２８．４ ２９．３ ３０．７ ３１．３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２．２ ３２．２ ３２．５

３３．１ ２８．７ ２９．９ ３１．３ ３１．９ ３２．５ ３２．５ ３２．８ ３２．８ ３３．１

３３．６ ２９．３ ３０．５ ３１．６ ３２．５ ３３．１ ３３．１ ３３．４ ３３．４ ３３．６

３４．２ ２９．９ ３１．０ ３２．２ ３３．１ ３３．６ ３３．６ ３３．９ ３３．９ ３４．２

３４．８ ３０．２ ３１．３ ３２．８ ３３．６ ３４．２ ３４．２ ３４．５ ３４．５ ３４．８

犇．２　犛犻犵犿犪狋犲狊狋犇２．０６９型电导率仪凸面电导率修正表

ＳｉｇｍａｔｅｓｔＤ２．０６９型电导率仪在６０ｋＨｚ工作频率时不同直径凸面电导率修正表应符合表Ｄ．２的

规定。

表犇．２　犛犻犵犿犪狋犲狊狋犇２．０６９型电导率仪凸面电导率修正表

平面电导率

（σａ）

ＭＳ／ｍ

下列直径的样品对应的曲面电导率（σｂ）

ＭＳ／ｍ

２０

ｍｍ

２５

ｍｍ

３０

ｍｍ

３５

ｍｍ

４０

ｍｍ

５０

ｍｍ

６０

ｍｍ

７０

ｍｍ

８０

ｍｍ

９０

ｍｍ

１００

ｍｍ

１２０

ｍｍ

１４０

ｍｍ

１６０

ｍｍ

１１．６ １０．３ 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２．２ １０．４ １１．１ １１．３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８ １１．０ １１．７ １１．９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４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３．３ １１．８ １２．２ １２．４ １２．６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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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２　犛犻犵犿犪狋犲狊狋犇２．０６９型电导率仪凸面电导率修正表 （续）

平面电导率

（σａ）

ＭＳ／ｍ

下列直径的样品对应的曲面电导率（σｂ）

ＭＳ／ｍ

２０

ｍｍ

２５

ｍｍ

３０

ｍｍ

３５

ｍｍ

４０

ｍｍ

５０

ｍｍ

６０

ｍｍ

７０

ｍｍ

８０

ｍｍ

９０

ｍｍ

１００

ｍｍ

１２０

ｍｍ

１４０

ｍｍ

１６０

ｍｍ

１３．９ １２．４ １２．４ １３．１ １３．１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５ １３．７ １３．７ １３．７ １３．８ １３．８ １３．８

１４．５ １２．９ １３．２ １３．６ １３．６ １３．７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４．１ １４．２ １４．２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５．１ １３．０ １３．７ １４．１ １４．１ １４．３ １４．５ １４．６ １４．７ １４．７ １４．８ １４．８ １４．８ １４．９ １５．０

１５．７ １３．６ １４．２ １４．８ １４．８ １５．０ １５．１ １５．２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５ １５．５

１６．２ １４．２ １４．７ １５．５ １５．５ １５．７ １５．７ １５．８ １５．９ １５．９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１ １６．１

１６．８ １４．７ １５．３ １６．１ １６．１ １６．３ １６．４ １６．４ １６．４ １６．４ １６．４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６．６ １６．６

１７．４ １５．０ １６．１ １６．４ １６．７ １６．８ １６．９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２ １７．２

１８．０ １５．３ １６．６ １６．９ １７．２ １７．３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６ １７．６ １７．７ １７．９ １７．９ １７．９

１８．６ １５．９ １７．１ １７．４ １７．７ １７．８ １８．０ １８．１ １８．１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３ １８．４

１９．１ １６．２ １７．７ １８．０ １８．２ １８．４ １８．５ １８．６ １８．７ １８．７ １８．７ １８．７ １８．７ １８．９ １９．０

１９．７ １６．８ １８．２ １８．５ １８．７ １８．９ １９．１ １９．１ １９．３ １９．３ １９．３ １９．３ １９．３ １９．４ １９．５

２０．３ １７．４ １８．７ １９．０ １９．３ １９．５ １９．７ １９．７ １９．７ １９．７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８ ２０．０ ２０．１

２０．９ １７．９ １８．８ １９．５ １９．９ ２０．１ ２０．２ ２０．２ ２０．２ ２０．５ ２０．５ ２０．６ ２０．６ ２０．６ ２０．６

２１．５ １８．５ １９．１ ２０．１ ２０．４ ２０．６ ２０．６ ２０．６ ２０．６ ２１．１ ２１．１ ２１．１ ２１．１ ２１．３ ２１．３

２２．０ １８．８ ２０．２ ２０．６ ２０．９ ２１．１ ２１．１ ２１．１ ２１．１ ２１．６ ２１．６ ２１．７ ２１．７ ２１．８ ２１．８

２２．６ １９．４ ２０．８ ２１．１ ２１．４ ２１．６ ２１．６ ２１．７ ２１．７ ２２．１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４

２３．２ ２０．０ ２１．４ ２１．７ ２２．０ ２２．２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３．０

２３．７ ２０．５ ２２．０ ２２．６ ２２．８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３．２ ２３．２ ２３．６ ２３．６ ２３．６ ２３．７

２４．３ ２１．１ ２２．３ ２３．１ ２３．４ ２３．４ ２３．４ ２３．４ ２３．４ ２３．７ ２３．７ ２４．１ ２４．１ ２４．１ ２４．１

２４．９ ２１．３ ２２．９ ２３．６ ２３．６ ２３．６ ２３．９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４．６ ２４．７ ２４．８ ２４．８

２５．５ ２１．４ ２３．４ ２４．０ ２４．１ ２４．１ ２４．３ ２４．６ ２４．６ ２４．８ ２４．９ ２５．１ ２５．２ ２５．３ ２５．３

２６．１ ２２．０ ２４．１ ２４．３ ２４．７ ２４．７ ２４．７ ２４．９ ２４．９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５ ２５．７ ２５．８ ２５．９

２６．６ ２２．６ ２４．５ ２５．０ ２５．３ ２５．３ ２５．３ ２５．５ ２５．５ ２５．８ ２５．８ ２５．８ ２６．３ ２６．５ ２６．６

２７．２ ２４．０ ２５．１ ２５．５ ２５．８ ２６．０ ２６．０ ２６．１ ２６．１ ２６．３ ２６．３ ２６．３ ２６．６ ２６．６ ２７．１

２７．８ ２４．６ ２５．６ ２６．０ ２６．３ ２６．５ ２６．５ ２６．６ ２６．６ ２６．９ ２６．９ ２６．９ ２７．２ ２７．２ ２７．８

２８．４ ２５．２ ２６．２ ２６．７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２ ２７．２ ２７．５ ２７．５ ２７．５ ２７．８ ２７．８ ２８．３

２９．０ ２５．８ ２６．７ ２７．３ ２７．５ ２７．５ ２７．８ ２７．８ ２７．８ ２８．１ ２８．１ ２８．１ ２８．４ ２８．４ ２８．９

２９．５ ２６．３ ２７．２ ２７．８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３ ２８．４ ２８．４ ２８．４ ２８．４ ２８．７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９．５

３０．１ ２６．９ ２７．８ ２８．４ ２８．４ ２８．４ ２８．４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９．２ ２９．５ ２９．５ ３０．０

３０．７ ２７．２ ２８．４ ２８．９ ２９．３ ２９．３ ２９．３ ２９．５ ２９．５ ２９．５ ２９．５ ２９．８ ３０．３ ３０．４ ３０．６

３１．３ ２７．８ ２９．０ ２９．４ ２９．５ ２９．５ ２９．５ ３０．１ ３０．１ ３０．１ ３０．１ ３０．４ ３０．９ ３０．９ ３１．０

９１

犌犅／犜１２９６６—２０２２



表犇．２　犛犻犵犿犪狋犲狊狋犇２．０６９型电导率仪凸面电导率修正表 （续）

平面电导率

（σａ）

ＭＳ／ｍ

下列直径的样品对应的曲面电导率（σｂ）

ＭＳ／ｍ

２０

ｍｍ

２５

ｍｍ

３０

ｍｍ

３５

ｍｍ

４０

ｍｍ

５０

ｍｍ

６０

ｍｍ

７０

ｍｍ

８０

ｍｍ

９０

ｍｍ

１００

ｍｍ

１２０

ｍｍ

１４０

ｍｍ

１６０

ｍｍ

３１．９ ２８．４ ２９．５ ２９．９ ３０．４ ３０．４ ３０．４ ３０．４ ３０．４ ３０．７ ３０．７ ３１．０ ３１．４ ３１．５ ３１．７

３２．４ ２９．０ ３０．１ ３０．５ ３０．９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３ ３１．３ ３１．８ ３２．０ ３２．１ ３２．２

３３．０ ２９．５ ３０．７ ３１．０ ３１．４ ３１．５ ３１．６ ３１．６ ３１．６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２．１ ３２．６ ３２．７ ３２．８

３３．６ ２９．８ ３１．３ ３１．５ ３１．９ ３２．１ ３２．１ ３２．１ ３２．１ ３２．４ ３２．４ ３２．７ ３３．２ ３３．３ ３３．３

３４．２ ３０．４ ３１．９ ３２．０ ３２．４ ３２．７ ３２．７ ３２．７ ３２．７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３．３ ３３．８ ３３．９ ３３．９

３４．８ ３１．０ ３２．７ ３２．６ ３３．０ ３３．２ ３３．３ ３３．３ ３３．３ ３３．６ ３３．６ ３３．６ ３４．５ ３４．５ ３４．５

犇．３　犛犻犵犿犪狊犮狅狆犲犛犕犘３５０型电导率仪凸面电导率修正表

ＳｉｇｍａｓｃｏｐｅＳＭＰ３５０型电导率仪在６０ｋＨｚ工作频率时不同直径凸面电导率修正表应符合表Ｄ．３

的规定。

表犇．３　犛犻犵犿犪狊犮狅狆犲犛犕犘３５０型电导率仪凸面电导率修正表

平面电导率

（σａ）

ＭＳ／ｍ

下列直径的样品对应的曲面电导率（σｂ）

ＭＳ／ｍ

２０

ｍｍ

２５

ｍｍ

３０

ｍｍ

３５

ｍｍ

４０

ｍｍ

５０

ｍｍ

６０

ｍｍ

７０

ｍｍ

８０

ｍｍ

９０

ｍｍ

１００

ｍｍ

１２０

ｍｍ

１４０

ｍｍ

１６０

ｍｍ

１１．６ 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２．２ １１．１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８ １１．３ １１．９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４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３．３ １１．９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２．９ １２．９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９ １２．６ １２．８ １３．２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６ １３．８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４．５ １３．１ １３．５ １３．７ １３．８ 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５．１ １３．７ １４．１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４．９ １５．０ １５．１ １５．１

１５．７ １３．９ １４．５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５．１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５ １５．５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６．２ １４．５ １５．１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５ １５．７ １５．７ １５．７ １５．７ １５．７ １６．１ １６．１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６．８ １５．１ １５．７ １５．８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１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６．４ １６．７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７．４ １５．８ １６．４ １６．４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６．６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７．０ １７．２ １７．２ １７．３

１８．０ １６．４ １６．５ １６．９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２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６ １７．７ １７．７ １７．９

１８．６ １６．５ １７．１ １７．５ １７．７ １７．７ １７．７ １７．８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２ １８．３ １８．４ １８．５

１９．１ １７．１ １７．７ １８．２ １８．３ １８．３ １８．３ １８．４ １８．６ １８．６ １８．６ １８．７ １８．９ １９．０ １９．０

１９．７ １７．７ １８．３ １８．６ １８．６ １８．７ １８．９ １８．９ １８．９ １９．０ １９．１ １９．３ １９．４ １９．５ １９．５

０２

犌犅／犜１２９６６—２０２２



表犇．３　犛犻犵犿犪狊犮狅狆犲犛犕犘３５０型电导率仪凸面电导率修正表 （续）

平面电导率

（σａ）

ＭＳ／ｍ

下列直径的样品对应的曲面电导率（σｂ）

ＭＳ／ｍ

２０

ｍｍ

２５

ｍｍ

３０

ｍｍ

３５

ｍｍ

４０

ｍｍ

５０

ｍｍ

６０

ｍｍ

７０

ｍｍ

８０

ｍｍ

９０

ｍｍ

１００

ｍｍ

１２０

ｍｍ

１４０

ｍｍ

１６０

ｍｍ

２０．３ １８．３ １８．９ １９．１ １９．１ １９．３ １９．４ １９．４ １９．４ １９．５ １９．７ １９．８ １９．９ ２０．１ ２０．１

２０．９ １８．６ １９．４ １９．７ １９．７ １９．８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１ ２０．３ ２０．５ ２０．６ ２０．８ ２０．８

２１．５ １９．１ ２０．０ ２０．３ ２０．３ ２０．３ ２０．３ ２０．４ ２０．６ ２０．７ ２０．９ ２１．１ ２１．２ ２１．３ ２１．３

２２．０ １９．７ ２０．３ ２０．９ ２０．９ ２０．９ ２０．９ ２１．０ ２１．２ ２１．３ ２１．５ ２１．６ ２１．８ ２１．９ ２１．９

２２．６ ２０．３ ２０．９ ２１．４ ２１．５ ２１．５ ２１．５ ２１．６ ２１．８ ２１．８ ２１．８ ２２．０ ２２．５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３．２ ２０．９ ２１．６ ２１．９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２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６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８ ２１．２ ２２．２ ２２．３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２．７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３．２ ２３．７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４．４ ２１．８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２．９ ２３．０ ２３．２ ２３．３ ２３．５ ２３．５ ２３．５ ２３．８ ２４．１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４．９ ２２．３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５ ２３．６ ２３．８ ２３．９ ２４．１ ２４．１ ２４．１ ２４．４ ２４．８ ２４．９ ２４．９

２５．５ ２２．９ ２３．８ ２３．７ ２４．１ ２４．２ ２４．４ ２４．５ ２４．７ ２４．７ ２４．７ ２４．９ ２５．２ ２５．３ ２５．５

２６．１ ２３．５ ２４．１ ２４．２ ２４．７ ２４．８ ２４．９ ２５．１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５ ２５．８ ２５．９ ２６．１

２６．７ ２３．８ ２４．７ ２４．９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３ ２５．５ ２５．６ ２５．８ ２５．８ ２６．１ ２６．５ ２６．７

２７．３ ２４．４ ２５．２ ２５．５ ２５．８ ２５．８ ２５．８ ２５．９ ２６．１ ２６．２ ２６．４ ２６．４ ２６．７ ２７．１ ２７．２

２７．８ ２４．９ ２５．８ ２６．１ ２６．４ ２６．４ ２６．４ ２６．５ ２６．７ ２６．８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７ ２７．７ ２７．７

２８．４ ２５．５ ２６．４ ２６．７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１ ２７．３ ２７．４ ２７．６ ２７．６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３

２９．０ ２６．１ ２６．９ ２７．０ ２７．３ ２７．６ ２７．７ ２７．７ ２７．８ ２８．０ ２８．１ ２８．１ ２８．７ ２８．８ ２８．９

２９．６ ２６．４ ２７．５ ２７．６ ２７．８ ２８．０ ２８．１ ２８．２ ２８．４ ２８．５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９．２ ２９．６ ２９．６

３０．２ ２７．０ ２７．８ ２８．１ ２８．４ ２８．５ ２８．７ ２８．８ ２９．０ ２９．１ ２９．３ ２９．３ ２９．８ ３０．０ ３０．１

３０．７ ２７．６ ２８．４ ２８．７ ２９．０ ２９．１ ２９．３ ２９．４ ２９．６ ２９．６ ２９．６ ２９．９ ３０．４ ３０．６ ３０．６

３１．３ ２８．１ ２９．０ ２９．５ ２９．６ ２９．７ ２９．９ ３０．０ ３０．２ ３０．２ ３０．２ ３０．５ ３０．９ ３１．１ ３１．１

３１．９ ２８．４ ２９．６ ３０．２ ３０．２ ３０．２ ３０．２ ３０．５ ３０．７ ３０．７ ３０．７ ３１．０ ３１．５ ３１．６ ３１．６

３２．５ ２９．０ ３０．２ ３０．６ ３０．７ ３０．７ ３０．７ ３１．０ ３１．３ ３１．３ ３１．３ ３１．６ ３２．１ ３２．２ ３２．２

３３．１ ２９．６ ３０．７ ３０．８ ３１．０ ３１．１ ３１．３ ３１．６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２．２ ３２．８ ３２．８ ３２．８

３３．６ ３０．２ ３１．３ ３１．４ ３１．６ ３１．７ ３１．９ ３２．０ ３２．２ ３２．３ ３２．５ ３２．８ ３３．４ ３３．４ ３３．４

３４．２ ３０．７ ３１．６ ３１．９ ３２．２ ３２．３ ３２．５ ３２．６ ３２．８ ３２．９ ３３．１ ３３．４ ３３．９ ３３．９ ３４．０

３４．８ ３１．０ ３２．１ ３２．５ ３２．８ ３２．９ ３３．１ ３３．２ ３３．４ ３３．５ ３３．６ ３３．９ ３４．５ ３４．５ 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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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

薄规格样品修正测试方法

犈．１　试样

犈．１．１　取样

在样品中截取或选取不少于３个试样，对试样进行编号。试样尺寸应相同并且能够紧密贴合，试样

叠加后的厚度应大于涡流标准渗透深度的３倍。

犈．１．２　测试点

在试样上标识不少于５个测试点，测试点应在试样上均匀分布。

犈．１．３　测试

犈．１．３．１　修正值测试

犈．１．３．１．１　将试样分别放置在测试平台上，按４．５．１规定分别测试试样上５个测试点的电导率，分别计

算各试样的电导率平均值。

犈．１．３．１．２　将试样按顺序排列依次叠加组合（表Ｅ．１为３个试样的叠加示例），按４．５．１分别测试组合试

样最上面标识的５个测试点电导率，并分别计算各叠加试样的电导率平均值。

表犈．１　３个试样叠加示例

试样叠加位置 组合试样的结构

上 １ ２ ３

中 ２ ３ １

下 ３ １ ２

犈．１．３．１．３　电导率修正值为叠加组合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与每个样品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之差。公

式（Ｅ．１）给出了３个试样叠加的电导率修正值计算示例。

σ０＝
１

３
σ１２３＋σ２３１＋σ３１２（ ）－

１

３
σ１＋σ２＋σ３（ ） …………（Ｅ．１）

　　式中：

σ０ ———电导率修正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１ ———试样１的电导率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２ ———试样２的电导率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３ ———试样３的电导率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１２３———按１２３顺序叠加后的电导率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２３１———按２３１顺序叠加后的电导率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３１２———按３１２顺序叠加后的电导率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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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１．３．２　样品测试

按４．５．１的规定对样品进行电导率测试。

犈．２　结果处理与结果表示

犈．２．１　测试结果按表Ｅ．２规定处理。

表犈．２　样品厚度小于３倍标准渗透深度的结果处理

修正值σ０ 结果处理

＜－３．０ＭＳ／ｍ 电导率修正值无效，调整测试频率，重新测试修正值

－３．０ＭＳ／ｍ～－１．５ＭＳ／ｍ 叠加试样测得的电导率值σ１２３、σ２３１、σ３１２为对应样品１、２、３的电导率值

＞－１．５ＭＳ／ｍ～１．５ＭＳ／ｍ 按公式（Ｃ．３）计算样品电导率真实值σ

＞１．５ＭＳ／ｍ～３．０ＭＳ／ｍ 叠加试样测得的电导率值σ１２３、σ２３１、σ３１２为对应样品１、２、３的电导率值

＞３．０ＭＳ／ｍ 电导率修正值无效，调整测试频率，重新测试修正值

犈．２．２　查看样品电导率真实值（σ）是否处于电导率验收标准极值规定的范围内。测试结果以电导率真

实值表示。其他按４．６．１．１～４．６．１．３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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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规范性）

包覆铝样品修正测试方法

犉．１　试样

试样从样品上截取，将试样分为两个区域，完全有效去除一个区域测试面的包覆层。

犉．２　测试

犉．２．１　修正值测试

犉．２．１．１　按４．５．１规定对试样进行电导率测试，在不受边缘效应影响的情况下测试去除包覆层区域的

电导率，测试点不少于５点，取平均值，记为σａ３。

犉．２．１．２　测试有包覆层区域的电导率，测试点不少于５点，取平均值，记为σｂ３。

犉．２．１．３　按公式（Ｆ．１）计算修正值（σ０）。

σ０＝σａ３－σｂ３ …………………………（Ｆ．１）

　　式中：

σ０ ———电导率修正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３———去除包覆层区域电导率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３———有包覆层区域电导率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犉．２．２　样品测试

犉．２．２．１　按４．５．１规定对样品进行电导率测试，记为电导率实测值（σＹ）。

犉．２．２．２　按公式（Ｃ．３）计算样品电导率真实值（σ）。

犉．３　结果处理与结果表示

犉．３．１　当电导率修正值（σ０）不大于３．０ＭＳ／ｍ时，测试结果有效。

犉．３．２　当电导率修正值（σ０）大于３．０ＭＳ／ｍ时，应去除包覆层后按照４．５．１进行样品电导率测试。

犉．３．３　查看样品电导率真实值（σ）是否处于电导率验收标准极值规定的范围内。测试结果以电导率真

实值表示。其他按４．６．１．１～４．６．１．３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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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规范性）

非导电涂层修正测试方法

犌．１　试样

犌．１．１　在样品中取试样，去除涂层，试样电导率应在被测样品的电导率验收标准范围内，在试样上至少

选取５个测试点进行标识。

犌．１．２　按照被测样品的涂层厚度，制作大小与被测试样相同的绝缘垫片，绝缘垫片一般为绝缘塑料薄

膜，薄膜厚度应与涂层厚度应一致。

犌．２　测试

犌．２．１　修正值测试

犌．２．１．１　按４．５．１规定对试样上标识点的电导率进行测试，取平均值，记为σａ４。

犌．２．１．２　将绝缘垫片放置于试样上，测试标识点的电导率，取平均值，记为σｂ４。

犌．２．１．３　按公式（Ｇ．１）计算修正值（σ０）。

σ０＝σａ４－σｂ４ …………………………（Ｇ．１）

　　式中：

σ０ ———电导率修正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ａ４———试样电导率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σｂ４———加盖绝缘垫片后的试样电导率平均值，单位为兆西门子每米（ＭＳ／ｍ）。

犌．２．２　样品测试

犌．２．２．１　按４．５．１规定对样品进行电导率测试，记为电导率实测值（σＹ）。

犌．２．２．２　按公式（Ｃ．３）计算样品电导率真实值（σ）。

犌．３　结果处理与结果表示

查看样品电导率真实值（σ）是否处于电导率验收标准极值规定的范围内。测试结果以电导率真实

值表示。其他按４．６．１．１～４．６．１．３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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