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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是ＧＢ／Ｔ２４２３《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的一部分。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３８：１９７４

《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Ｚ／ＡＤ：温度／湿度组合循环试验》（英文版）。

本部分技术内容与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３８：１９７４《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Ｚ／ＡＤ：

温度／湿度组合循环试验》（英文版）相同，编写格式与表达方式符合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和ＧＢ／Ｔ２００００．２—

２００１的有关规定。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对于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３８：１９７４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为了ＧＢ／Ｔ２４２３《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各部分的名称协调一致，本部分未完全采用ＩＥＣ

６００６８２３８：１９７４的中文译名，而改为《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Ｚ／ＡＤ：温度／湿度组合循环试验》；

ｂ）　删除了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３８：１９７４的前言。

本部分发布实施后代替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４—１９８６《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Ｚ／ＡＤ：温

度／湿度组合循环试验方法》。

本部分与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４—１９８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ａ）　为了ＧＢ／Ｔ２４２３《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各部分的名称协调一致，本部分名称改为《电工电子

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Ｚ／ＡＤ：温度／湿度组合循环试验》；

ｂ）　第１章“引言”改为“导则”，并且文字叙述与原来有所不同；

ｃ）　增加了“目的”和“试验的一般说明”这两章，并分别作为本部分的第２章、第３章，其余章节的

序号依次顺延。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邱福来、张铮。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４—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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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犣／犃犇：

温度／湿度组合循环试验

１　导则

试验Ｚ／ＡＤ是温度／湿度组合的循环试验，用来揭示试验样品由不同于吸湿的“呼吸”作用导致的

缺陷。

本试验与其他湿热循环试验不同，由于下列原因提高了本试验的严酷等级：

ａ）　在给定的时间内有更多次数的温度变化或“呼吸”作用；

ｂ）　温度循环变化范围更大；

ｃ）　温度循环变化的速率更高；

ｄ）　包含多次０℃以下的温度变化。

加速的“呼吸”以及吸附在试验样品缝隙中水分的结冰效应是本试验的基本特点。

但要强调的是，只有缝隙足够大以致附着的水分能够渗入时，结冰效应才会出现，这种情形通常发

生在金属组件密封处或引线端的密封处。

冷凝的程度主要取决于试验样品表面的热时间常数。对于很小的试验样品冷凝可忽略不计，但对

于大试验样品则是显著的。

同样，具有较大带空气或气体空隙的试验样品，其“呼吸”作用将更明显，但同时试验的严酷程度一

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试验样品的热特性。

本试验的用途：

由于上述原因，建议本试验方法只限于样品结构会产生湿热试验的“呼吸”和结冰效应，并且其热特

性与本试验温度变化速率相适应的元器件类试验样品。

对于存在细小裂纹或含有多孔材料的固体试验样品，例如塑料封装的试验样品，水汽的吸收或扩散

起主导作用，最好采用恒定湿热试验，如试验Ｃ进行试验。

对于较大的试验样品，例如设备，或在循环的各阶段应确保热稳定的元器件，尽管交变湿热试验Ｄｂ

在给定时间内循环次数少了以致加速程度没那么高，也应采用试验Ｄｂ。在这种情况下，试验Ｄｂ通常

构成ＧＢ／Ｔ２４２１—１９９９第７章规定的试验顺序的一部分。

与其他湿热试验一样，本试验对试验样品可施加极化电压或电负载。在施加电负载时，不能因试验

样品的温度升高而影响试验箱的条件。

综上所述，本试验显然不能和恒定湿热试验或交变湿热试验进行互换，也不能代替它们。试验程序

的选择宜适当考虑试验样品的物理性能、热特性以及每一种特定情形下的主要失效机理类型。

２　目的

提供一种组合试验方法，主要用于元器件类试验样品，以加速方式来确定试验样品在高温、高湿和

低温条件劣化作用下的耐受性能。

３　试验的一般说明

本试验采用了高相对湿度下的温度循环，并产生水汽进入部分密封试验样品的“呼吸”作用。

本试验还包括低温暴露，以测定周期性结冰对试验样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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