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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2660《金属材料 韦氏硬度试验》分为如下三个部分:
———第1部分:试验方法;
———第2部分:硬度计的检验与校准;
———第3部分:标准硬度块的标定。
本部分为GB/T32660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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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试验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2)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沈阳天星试验仪器有限公司、长春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计量测试技

术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黑龙江华安精益计量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泉州市丰泽东海仪器硬度块厂。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凤林、王学智、虞伟良、石伟、刘玉波、陈俊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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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 韦氏硬度试验
第2部分:硬度计的检验与校准

1 范围

GB/T32660的本部分规定了按GB/T32660.1进行韦氏硬度试验用的韦氏硬度计(以下简称硬度

计)的技术要求和检验与校准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检验硬度计基本功能的直接检验法和硬度计综合检验的间接检验法。间接检验法可

独立地用于使用中的硬度计的定期常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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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4340.1 金属材料 维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32660.1 金属材料 韦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32660.3 金属材料 韦氏硬度试验 第3部分:标准硬度块的标定

3 硬度计分类

根据不同几何形状的压针和施力弹簧弹性系数标称值的不同组合方式,硬度计分为A型、B型和

C型三种型式。各型硬度计的压针形状和施力弹簧弹性系数标称值见表1。

表1 硬度计型式、压针形状及施力弹簧弹性系数标称值

硬度计型式 压针形状
施力弹簧弹性系数标称值

N/mm

A 圆锥体 75

B 圆柱体 145

C 圆柱体 75

4 一般要求

在检验以前,应对硬度计进行检查以确保:
a) 施加试验力时,压针的移动应灵活,无摩擦及卡滞现象;
b) 模拟式指示装置的指针应灵敏,无跳动和卡滞现象;数字式指示装置的显示应清晰、完整、连

续、稳定;
c) 压针尖端应位于压针筒小孔的中心,压针落下时压针尖端应位于砧座圆弧的最高点,无目视可

见的偏移;
d) 当握紧手柄,使压针筒端面紧压在砧座上时,压针筒端面与砧座之间应无可见的光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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