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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的。
本标准代替GB/T5250—1993《可渗透性烧结金属材料 流体渗透性的测定》。
本标准与GB/T5250—1993相比,主要有如下变化:
———对标准章节次序进行了调整。
———将“符号与定义”章节中的压力单位由Pa改为N/m2。
———对试样要求进行了更改。
———更改了原标准附录A中的部分编辑性错误。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4022:1987《可渗透性烧结金属材料 流体渗透性的测定》。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5163—2006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可渗性烧结金属材料 密度、含油率和开孔

率的测定(ISO2738:1999,IDT)。
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3)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西安宝德粉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钢铁研究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董领峰、曹柏亮、谈萍、吴引江、汤慧萍、李红云。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5250—1985、GB/T5250—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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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渗透性烧结金属材料
流体渗透性的测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可渗透性烧结金属材料(其孔隙是连续贯通或者互相连接的)流体渗透性的测定方

法。试验是在流体渗透性可用粘性和惯性渗透系数来表示的情况下进行的(参见附录A)。
本标准不适用于细长的管状试样,因为流体通过管状试样内孔方向的压降与流体通过管状试样壁

厚方向的压降相比不可忽略(参见附录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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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738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 可渗性烧结金属材料 密度、含油率和开孔率的测

定 (Sintered metal materials,excluding hardmetals—Permeable sintered metal materials—

Determinationofdensity,oilconten,andopenporosity)

3 原理

让已知黏度和密度的试验流体通过试样并测量其压降和体积流量。
黏性和惯性渗透系数与压降、体积流量、流体的黏度和密度以及流体所透过多孔金属试样的尺寸等

参数相关。

4 符号与定义

本标准所采用术语的符号与定义见表1。

表1

术语 符号 定  义 单位

渗透性 — 在压力梯度作用下流体通过多孔金属的能力 —

试验面积 A 垂直于流体流动方向的多孔金属材料的面积 m2

厚度 e
在流体流动方向上试样的尺寸

a) 平板试样为试样厚度;b) 管状试样见6.1.2
m

长度 L 管状试样的长度(见图2) m

黏性渗透系数 ψv
当流体阻力仅为粘性损失,在单位压力梯度作用下,单位动力学粘度的流

体通过多孔金属材料的单位面积的体积流量,与试样大小无关
m2

惯性渗透系数 ψi
当流体阻力仅为惯性损失,在单位压力梯度作用下,单位密度的流体通过

多孔金属材料的单位面积的体积流量,与试样大小无关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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