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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５７５５：２００１《烧结金属材料规范》。

本标准的附录Ａ是规范性附录，附录Ｂ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廖寄乔、张宪铭。

Ⅰ

犌犅／犜１９０７６—２００３



犐犛犗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是各国家标准化团体（ＩＳＯ成员团体）的一个世界范围的联盟。国际标准的

制定工作通常是通过ＩＳＯ的技术委员会进行的，对某个已成立了技术委员会的专业领域感兴趣的成员

团体都有权参加该委员会。与ＩＳＯ有联络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组织也参与这项工作。ＩＳＯ在电工

技术方面与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紧密合作。

本国际标准是根据ＩＳＯ／ＩＥＣ导则第３部分的规定起草的。

委员会所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需分发给各成员团体投票表决，作为国际标准发布时要求至少７５％

的成员团体投票批准。

国际标准ＩＳＯ５７７７是由ＩＳＯ／ＴＣ１１９／ＳＣ５粉末冶金材料规范分技术委员会（不包括硬质合金）制

定的。

第二版（ＩＳＯ５７５５：２００１）取代了第一版（ＩＳＯ５７５５：１９９６）。

附录Ａ是规范性附录，附录Ｂ是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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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 结 金 属 材 料 规 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制造轴承和结构零件的烧结金属材料的化学成分和物理力学性能。选择粉末冶

金材料时，应该注意其性能不仅取决于化学成分和密度，而且取决于制造工艺。用于特定用途的烧结材

料，其性能没必要和用于其他工况的锻、铸造材料的性能相同，因此，建议需方和可能的生产厂家联系。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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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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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６８５—１９８１　滑动轴承　粉末冶金筒形轴承型式、尺寸与公差

ＧＢ／Ｔ２６８６—１９８１　滑动轴承　粉末冶金带挡边筒形轴承型式、尺寸与公差

ＧＢ／Ｔ２６８７—１９８１　滑动轴承　粉末冶金球形轴承型式、尺寸与公差

ＧＢ／Ｔ５１６３—１９８５　可渗性烧结金属材料　密度的测定（ｅｑｖＩＳＯ２７３８：１９８７）

ＧＢ／Ｔ５１６４—１９８５　可渗性烧结金属材料　开孔率的测定（ｅｑｖＩＳＯ２７３８：１９８７）

ＧＢ／Ｔ５１６５—１９８５　可渗性烧结金属材料　含油率的测定（ｅｑｖＩＳＯ２７３７：１９７３）

ＧＢ／Ｔ６８０４—１９８６　烧结金属衬套　径向压溃强度的测定（ｅｑｖＩＳＯ２７３９：１９７３）

ＧＢ／Ｔ７９６３—１９８７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　拉伸试样（ｉｄｔＩＳＯ２７４０：１９７３）

ＧＢ／Ｔ７９６４—１９８７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　室温拉伸试验（ｎｅｑＩＳＯ２７４０：１９７３）

３　取样

取样应参照相关标准。

４　标准性能试验方法

４．１　概述

下列检验方法用于表Ｂ１～表Ｂ１１中所列标准性能的测定。

４．２　化学分析

需要时，化学分析方法应按相应的标准进行，若无相应标准，则应在订货时由供需双方商定分析

方法。

４．３　开孔孔隙度

开孔孔隙度按ＧＢ／Ｔ５１６４测定。

４．４　径向压溃强度

径向压溃强度按ＧＢ／Ｔ６８０４测定。

４．５　极限拉伸强度

极限拉伸强度按ＧＢ／Ｔ７９６３和ＧＢ／Ｔ７９６４测定。

４．６　拉伸屈服强度

拉伸屈服强度按ＧＢ／Ｔ７９６３和ＧＢ／Ｔ７９６４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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