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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主要是参考了 SAE J1976 Revised MAR2002 《汽车外部材料户外自然老化试验》和 GM 9538 

P:1996《汽车内饰件大气暴露试验》、GM 9163 P:1992《汽车外饰材料大气暴露试验》、VW 50185:2000

《汽车零部件抗大气暴露性》的部分内容和一些国内外相关标准资料，结合国内多年来从事整车及其零

部件材料制品湿热带地区大气环境老化暴露试验的经验以及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 

本标准与 SAE J1976 Revised MAR2002 和 GM 5938 P:1996、GM 9163 P:1992、VW 50185:2000 的

技术差异为： 

1 只对整车自然大气直接静态暴露试验方法及其老化试验评价内容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2 采用了以上三个标准中规定的整车试样大气暴露试验方法和老化评价试验方法的一些技术内

容； 

3 结合国情，外观各种老化性能的评级方法引用了 ISO 4628/1-1982 《第一部分  通则和评级方

法》的规定。 

本标准按 GB/T 1.1-200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有关规定进行

起草。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本标准的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海南汽车试验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庄奕玲、陈海燕、麦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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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整车大气暴露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整车大气暴露试验方法的场地、试验条件、试验样品、测量方法及结果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整车室外自然大气环境条件下的直接静态暴露试验。适用于评价整车上涂层、橡

胶、塑料、人造革、纤维纺织品等材料、零部件及总成在大气环境条件下暴露时的耐老化腐蚀性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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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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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50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idt ISO 105/A02：1993, GB 250-1995）  

GB/T 1766 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neq ISO 4628-1：1982, GB/T 1766-1995） 

GB/T 3681  塑料大气暴露试验方法（neq ISO 877：1994,GB/T 3681-2000）    

GB/T 6739  涂膜硬度铅笔测定法（eqv JIS K5400：1990, GB/T 6739-1996） 

GB/T 8807  塑料镜面光泽试验方法(GB/T 8807-1988) 

GB/T 9276 涂层自然气候曝露试验方法（neq ISO 2810：1974, GB/T 9276-1996）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eqv ISO 2409：1992, GB/T 9286-1998） 

GB/T 9754  色漆和清漆 不含金属颜料的色漆漆膜之 20°、60°和 80°镜面光泽的测定 

                （eqv ISO 2813：1978, GB/T 9754-1988） 

GB/T 11186  涂膜颜色的测定方法[eqv ISO 7724：1984, GB/T 11186-1989] 

GB/T 15596  塑料暴露于玻璃下日光或自然气候或人工光后颜色和性能变化的测定 

                （eqv ISO 4582：1980, GB/T 15596-1995） 

GB/T 16996  硫化橡胶暴露于自然气候或人工光后性能变化的评定（eqv ISO 4665-1：1985, GB/T 

16996-1997） 

SAE J1976 Revised MAR2002 汽车外部材料户外自然老化试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涂层 coats for automobile  

涂装在汽车各部位表面上的装饰性涂膜或保护性涂膜体系。 

3.2   

标准样件 standard sample piece 

指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保存,作为曝晒试验过程中比对评价用的基准参照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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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然气候老化 natural weathering 

指试样在室外自然大气环境条件下暴露，受到环境因素的作用发生的各种不可逆的化学和物理变化

过程而使其各种性能劣化的总称。 

3.4   

环境因素 ambient  factors 

在暴露试验环境中的气象因素与大气环境污染因素的总称。 

 
4 原理   
 

将整车试样置于能代表某一气候类型区域的室外自然大气环境条件下进行暴露试验，让其经受阳

光、温度、湿度、雨水、氧、臭氧及其他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按规定的暴露试验期限，定期检测整车

用非金属材料制品的外观、力学、电学、化学或其他性能变化和金属材料制品的腐蚀变化，从而评价整

车试样耐大气环境老化腐蚀性能及操作使用性能。 
整车外观各种老化破坏现象的定义描述、检测项目与评价原则（遵照附录 A 的规定）。 

 

5  试验条件 
 

5.1 暴露场地 

5.1.1 暴露场地选择 

暴露场地应选择在能代表各种气候类型的典型的有苛刻环境气候条件的区域内或在受试产品实际

使用的环境条件下建立，也可以按 SAE J1976 Revised MAR2002 的有关规定进行选择。根据气候条件对

非金属材料大气老化腐蚀性能的影响来确定，我国的气候可分为六种类型（参见附录 B）。 

注：特殊需要的工业暴露场应设在厂矿密集区内；盐雾气候暴露场应设在空气盐分浓的海边或海岛上。 

5.1.2  标准暴露场地要求 

场地应平坦空旷，远离建筑物和树木，周围障碍物与场地边沿的距离至少为该障碍物高度的 3 倍。 
场地附近应无工厂烟囱、通风口或其他能散发大量腐蚀气体和杂质的设施。最好远离厂矿区和闹市

区，或设在该地区主导风向的上方。 
场地应保持当地的自然植被状态，不积水，有植物生长则应该经常割短，要求草高不应超过 20cm。

根据试验目的要求，也可采用水泥地板，须在报告中注明。 
5.2  暴露场设备 

暴露场内或邻近要求设置气象要素观测和大气介质分析设备，以长期连续观测记录主要的气象要素

和定期测定环境周围的大气成份。环境因素测量仪器要求符合 GB/T 3681 的有关规定或相关国际标准的

有关规定。 

 
6  试验样品 
 

6.1  整车 

每种车型至少一辆样车，根据不同的配置与试验目的也可以是多辆。要求试验车辆是新开发的产品

或是批量生产线上抽取的标准配置的合格产品，并配有随车工具、备胎、灭火器、使用说明书及零部件

目录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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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标准样件 

试验整车要求配备与其上装配是同批生产的合格标准样件。标准样件要求是单个零部件制品或是特 

制的标准样件。标准样件主要包括前、后保险杠、散热器罩、各种车灯、转向盘、仪表板总成、车标、

车内装饰件等或是重点考核的零部件。 

6.3  标准样件贮存 

标准样件要求贮存在空气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50±5）%、气压为（86～106）KPa的

标准环境条件下的避光处，如果不具备该条件也可以贮存在正常的试验条件（即环境空气温度为 10℃～ 

35℃、相对湿度为 45%～75%）下的避光处。 

    注：标准样件贮存处环境（包含空气）应保持清新、干净，无任何污染物质存在。 

 

7 暴露期限 
 

7.1 期限设定方法 

7.1.1  期限设定除考虑试样类型、用途及试验目的外，还要考虑能够正确地掌握试样性能老化的历程。 

7.1.2  暴露期限设定可以选择以时间为单位(如月、年)，但在考核内饰件的光老化性能时，要求选择

以试样表面接收太阳辐射量为单位(如MJ/m
2
)；也可以选择以试样性能变化(如损耗、破坏的程度)到规

定的某一极限值为单位。 

7.1.3  产品研制阶段或生产例行试验要求以试样性能老化下降至规定限值时其所接收的太阳辐射量或

经过的时间为期限，产品鉴定或是验收试验至少 1 年以上,暴露研究试验至少要二年以上。也可以按 SAE 

J1976 Revised MAR2002 的有关规定进行设定。 

7.2  暴露期限的表示 

7.2.1  以时间设定期限的时候，原则上取日、月及年为单位。 

7.2.2  以太阳辐射量为期限时，即以试样表面接收太阳辐射量达到规定的某一数值为单位，这时要明

确记录暴露开始的日期及结束日期。 

  注：如无特殊规定，以总日射表接收器平面朝正南方、在偏离水平面 45°的透明回火玻璃下，测定出的总太阳辐

射量作为暴露整车接收的太阳辐射能量来确定期限。 
7.2.3  以试样性能变化为期限时，即以达到所规定的变化限值为期限，这时除明确记录暴露开始的日

期及结束日期外，还要记录试样所接收的太阳总辐射能量与太阳紫外辐射总能量。 

7.3  暴露开始日期 

7.3.1  要求少于一年的暴露期限，为了正确掌握试样各种性能的经时变化，原则上应把暴露开始的日

期分为下面两种来实施：即湿热带气候暴露试验建议以每年的 3 月或 4月开始；干燥气候的暴露试验推

荐以秋季的 9 月或 10 月为开始日期。 

7.3.2  超过一年以上的暴露期限，一般不特别规定暴露试验开始的日期。 

  

8 试验程序 
 

8.1  试验准备 

8.1.1  试验样品验收  

清洁新到试验样品、晾干，检查装运损伤、装配缺陷与其他表面状态缺陷，做好原始记录，必要时

应拍照或摄像记录；然后对试样进行试验处理，配备标准样件的贮存要求按本标准 6.3 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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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测量位置的确定  

要求颜色、鲜映性、光泽度测量的表面及部件总成，其测量位置要选择在最显眼、接收太阳总辐射

能量最多的平面上并用不褪色记号笔做出永久性标记标识，使每次测量位置、方向顺序不变，以保证测

量值的准确。要求测量温度的部件，要在晴天的中午 12～15 点间用便携式测温仪在不同部位进行多次

测量以确定其最高积温点位，然后在其上做出标识作为试验过程中部件的温度测量点。要求划痕腐蚀、

划格附着力与划痕硬度测量的涂层表面，其测量位置要选择在颜色、鲜映性、光泽度测量位置的下部。 

注 1：光泽与颜色的测量点位应尽可能靠近或重叠。 

注 2：测量点位的确定除按本标准 8.1.2 的规定外，也可以按客户的要求进行。 

8.1.3  暴露前检测  

试验前按本标准8.4、8.5的要求进行清洁与状态调节，然后根据选择的项目按本标准8.3.2～8.3.8

的规定进行检测。 

8.1.4  划痕处理 

如果选择了涂层划痕腐蚀项目，整车投入试验时,应在确定的测量位置划出长为 100mm 的垂直方向

(Y)与水平方向(X)的“+”痕，痕深度为穿过表面涂层到达板金，并测出“+”划痕的宽度；也可以按

GB/T 9276 的相关规定进行涂层划痕。 

注： 垂直车身板面上的水平划痕从左到右，垂直划痕从上到下；水平或接近水平车身板面上的水平划痕从左到右，

垂直划痕从前到后。 

8.1.5  温度传感器安装 

  如果要求温度测量，整车投入试验前,建议在确定的温度测量点上安装热电偶。软表面试样的热电

偶应安装在软表层/填充物叠层的分界面处，即刺穿软表层把热电偶插入至少 13 ㎜并使其平行于表面，

以确保温度感应点嵌入在分界面内；其它表面试样的热电偶安装应用如环氧类的耐高温灰色不透明粘合

剂粘接在试样表面，必须小心操作以确保热电偶连接点与试样表面接触并被粘合剂覆盖，在保证热电偶

粘接到试样表面的前提下，粘接面积应尽量做到最小。 
8.2  投入试验 

8.2.1 暴露方式  

室外大气暴露试验一般应南北朝向自然放置于暴露场内。在北半球，试验车的前风挡玻璃朝正南方

向；在南半球，试验车的前风挡玻璃朝正北方向。为了适应特殊的试验目的，也可以朝向任何方向放置。 

8.2.2 暴露状态  

试验时，要求试验车的所有车门、车窗和通风系统都要紧密关闭，同时要保证每辆试验车之间的放

置空间通风自由、且不相互遮挡阳光。试验车的放置距离至少为其相邻车辆高度的 3 倍。 

8.3  检测周期与方法 

8.3.1 检测周期 

整车按本标准 8.2 规定进行暴露后，在整个试验期限中，各种性能变化的检测周期为：新产品要求

暴露初期三个月内，每半个月一次；三个月至一年内，每月一次；超过一年后，每三个月一次。如果是

批量生产的鉴定或验收试验，检测的间隔时间可以相对延长即检测次数相对减少。也可以按试样表面接

受一定的总太阳辐射量作为检测周期。当天气骤变时，应随时检查，如有异常变化现象应做记录或拍照。 

8.3.2 外观目测检查 

如无特殊要求，根据选择的检测周期，在不受阳光直射、自然光线充足、明亮、干燥的地方，按本

标准附录 A规定的整车外观检测内容进行各种老化现象的目测检查。检查时可采用 5～10 倍放大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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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进行观察。  

注：渗析物、长霉、起霜等老化现象的目测检查应在试样清洁前进行预观察。 

8.3.3 光泽度的测量 

根据选择的测量周期，涂层表面光泽度测量按GB/T 9754 的有关规定进行，也可以按相关光泽仪操

作说明进行测量；塑料表面光泽的测量按GB/T 8807 的有关规定进行。整车装饰部件有纹理表面光泽的

测量方法是在测量位置上任意标出 0°位，然后从 0°位开始依次顺时针旋转 90°、180°
°
和 270°等

4 个方向进行测量，读取每一测量方向的光泽数据，光泽测量几何角度的选择按GB/T 9754 或GB/T 8807

的有关规定进行。 

8.3.4  颜色与鲜映性（DOI）的测量 

根据选择的测量周期，涂层表面颜色的测量按GB/T 11186 的有关规定选择标准照明体D65和观察者

视域角为 10°视场下进行，鲜映性（DOI）或（PGD）值的测量按相关鲜映性仪的使用操作说明进行；

塑料、橡胶表面颜色的测量按GB/T 15596、GB/T 16996 的有关规定进行。 

8.3.5  涂层划痕腐蚀检测 

根据选择的测量周期，观察“+”痕的腐蚀出现时间、状态及腐蚀产物，测量垂直划痕(Y)两侧涂层

区域与水平划痕(X)两侧涂层区域的最大腐蚀点间垂直于原始划痕的距离，以 mm 为单为记录测量数据。 

8.3.6  涂层铅笔硬度检测 

   如无特殊要求,规定试验开始时与结束后,按 GB/T 6739 规定的手工操作法测定其铅笔硬度。也可选

用相关的硬度测量仪（如 DUR-O-Test）进行测定。 

8.3.7  涂层附着力检测 

   如无特殊要求，试验开始时与结束后，按 GB/T 9286 规定进行涂层的附着力划格试验检测。 

8.3.8  整车操作检查 

在暴露试验中，整车每周启动一次并运行 40 分钟，运行前和后分别对以下功能件进行检查。 

a) 检查所有电器功能件的工作情况是否正常。 

b) 检查刮水器、风窗洗涤器、除霜装置、玻璃升降器、门锁、内锁提钮、行李箱门及发动机盖等

性能是否正常。 

c) 检查发动机、变速器、悬挂及转向系统等工作情况是否正常及电池充电性能等。 

8.3.9  车体温度测量 

投放试验后，有温度测量跟踪设备应在温度测量点上安装探头及连接记录仪。如果不能对选定的温

度测量点进行每天跟踪测量，要求每月必须挑选 4 至 5 天气温高、太阳辐射强、最好无云彩影响的良好

日期进行车体温度测量，测量出选择点的相对最高受热温度。 

8.3.10  拍照 

在试验过程中，要求对出现特殊老化现象的部位及时拍照。拍照时要求标上标识和日期。 

8.4  样品清洁 

如无特殊要求，试验样品规定每月或每次检测前应进行清洁。清洁时要求用干净水(即水质：PH 值

为 6～8，固体含量小于 1ppm,硅土小于 0.2ppm)和柔软棉布对车辆外表面进行彻底清洗、晾干，用吸尘

器清洁车内灰尘及用干净柔软湿棉布清洁内饰件及玻璃表面；若涂层试验表面用干净水没有清洗干净，

可用中性汽车 (液体) 清洁剂清洗后再用干净水清洗干净，晾干。清洁时注意保护试验表面不受任何污

染与损伤。  
  注：在清洁过程中，不要清除任何的老化产物如粉化、渗析物、长霉、起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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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状态调节 

试验样品清洁、晾干后一般要求在标准环境状态条件下停放 24h 以上，才能进行各项外观性能的检

测。如果没有标准环境状态调节试验室，也可以在常规试验条件下停放 24h 以上。 

8.6  环境因素的监测 

整车投入曝晒试验的同时要求按GB/T 3681或相关国际标准的有关规定记录所有的气象条件因素和

会影响试验结果的大气环境因素。 

 

9 数据处理 

 

9.1  涂层外观老化 

9.1.1  光泽 

以试验前测出的光泽度为原始值。按式（1）计算出其在各个暴露阶段的光泽损失率即失光率(%)。 

 

失光率（%）=           × 100%  …………………（1） 
A0 

A0-Ai

式中： 

A0—老化前光泽测定值； 

Ai—老化后光泽测定值； 

9.1.2  颜色与鲜映性（DOI） 

以试验前测出每个试样的色空间坐标L
*
、a

*
、b

*
和C

*
ab的平均值为原始值，按式（2）计算其在各试

验时间的色差ΔE
*
ab值，根据需要也可以按式（3）计算其在各试验时间的色相差ΔH

*
ab值；测量点位鲜

映性值在各个试验阶段的变化率(%)按式（4）计算。 

 

ΔE
*
ab=[(ΔL

*
)
2
+(Δa

*
)
2
+(Δb

*
)
2
]
1/2
   …………………（2） 

ΔH
*
ab =[(ΔE

*
ab)

2
-(ΔL

*
)
2
-(ΔC

*
ab)

2
]
 1/2

   …………………（3） 

式中:   

ΔE
*
ab为色差； 

ΔH
*
为色相差(色调差)； 

ΔL
*
为明度差； 

ΔC
*
为色饱和度差(彩度差)； 

Δa
*
、Δb

*
为色度差。 

鲜映性值变化率（%）=           × 100%   …………………（4） 
P0 

P0-Pi 

式中：    

P0—老化前的（DOI）或（PGD）值； 

Pi—老化后的（DOI）或（PGD）值。 

9.1.3  外观目测结果 

按 GB/T 1766 的有关规定对粉化、变色、失光、裂纹、长霉、沾污、斑点、生锈、泛金、脱落、起

泡等外观老化现象进行等级评定表示。也可以根据本标准附录 A3 的有关规定进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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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划痕腐蚀检测结果 

划痕涂层区域最大腐蚀深度的算法如式（5）、（6）所示:   

hY = y -  y0    (单位：mm)   …………………（5） 

hX = x -  x0    (单位：mm)   …………………（6） 

式中： 

hY、hX 为垂直和水平划痕的最大腐蚀深度 mm； 

y、x 为垂直和水平划痕两侧涂层区域最大腐蚀点间的垂直距离 mm； 

y0、x0为垂直和水平痕划口原始宽度mm。 

9.1.5  涂层硬度检测结果 

按 GB/T  6739 的规定进行硬度测量结果表示。 

9.1.6  涂层划格检测结果 

涂层划格试验结果按 GB/T 9286 的有关规定进行表示。 

9.2  橡胶、塑料、人造革纤维和纺织品等外观老化结果 

仪器测量结果表示：光滑表面的失光率按本标准式（1）计算，有纹理表面的失光率按式（7）计算；

颜色结果表示与本标准 9.1.2 同，目测结果按 GB/T 250 的有关规定表示；其他外观老化现象，按本标

准附录 A 的有关规定表示。根据要求也可按 GB/T 250、 GB/T 16996、GB/T 15596 的有关规定表示。 

 

失光率（%）=           × 100%  …………………（7） 

B0 

B0-Bi

 

式中： 

B0—老化前 4个方向的光泽平均值； 

Bi—老化后 4个方向的光泽平均值。 

9.3  整车使用操作检测结果 

  对功能件的破坏程度推荐用“轻微、中等、严重与完全失效”等术语描述。 

9.4  整车车体温度测量结果 

绘制每个测量点的月/年最高温度曲线与车体空气的月/年最高温度曲线。或统计整个暴露试验过程

中每个测量点积热的最大温度值，以℃表示。 

9.5  环境因素的监测结果 

  按 GB/T 3681 或相关国际标准的规定对监测的各种环境因子数据进行结果统计与表示。 

 

10 结果评价 

 

10.1  涂层外观性能老化评定 

根据试验结果按 GB/T 1766 的有关规定进行涂层外观各性能老化等级的评定，划痕腐蚀、硬度、划

格附着力等试验结果按相关标准或本标准附录 A 的有关规定进行等级评定。 

10.2  橡胶、塑料、人造革纤维和纺织品等外观老化评定 

根据试验结果按本标准附录 A 或 GB/T 16996、GB/T 15596 的有关规定进行各材料试样外观性能老

化等级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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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老化定义、检测项目及评价原则 

A1  老化定义 

 

  暴露试验车辆常出现的老化现象及其定义详见表 A1。 

表 A1  各种老化现象的定义描述 

名称 英文缩写 老 化 定 义 描 述 
起泡 BL 试样表面不连续的似人皮肤表面水泡的凸起现象。可能由涂层下基材腐蚀或树脂表面缺陷造成

粉化 CH 试验表面出现粉状物外观的劣化现象 
细裂 CK 没有穿透至底层或基材的表层细小裂纹 
开裂 CR 贯穿或末贯穿试样外表面或其整个厚度的裂缝。处于裂纹两侧壁之间的聚合物是完全分离的 
裂纹 CZ 试样表面或潜表层的网状细裂或较深的裂纹。由聚合物表观密度降低所造成桥搭的表面裂纹 
变色 DC 初始颜色的改变（a

*
或b

*
或两者均改变） 

膨胀 EP 在至少一个方向上比试验前状态的尺寸伸长 
渗析物 ED 出现在试样表面可见的固态或液态物质。是样品内部的一种或多种物质组分渗析到表面的现象

褪色 F 着色的颜色强度衰减（主要是L
*
值增加） 

光泽变化 GC 表面反射指数的变化 
针孔 PH 试样表面出现直径小于 0.5mm 的孔。对于薄膜制品针孔贯穿整个厚度 
锈蚀 R 金属表面出现氧化层的现象 
分离 SP 层压制品层间分离、粘接组件中部件局部脱落或在相似材料中分离成薄层 
收缩 SH 在至少一个方向上比试验前状态的尺寸缩短 

虎皮花纹 TS 在表面明显可见的像老虎皮纹似的平行条纹 
起皱 WR 试样表面呈现有规律的小波幅波纹形式的皱纹 

翘卷（曲） W 与表面缺陷不同的基本形状的改变。也指塑料制品的变形 
发黄 Y 趋向黄颜色变化。表现为稍黄的色调（即b

*
值增加） 

表面粗糙 BA 试样表面分布着不规则形状的凸起颗粒的现象 
剥落 P 试样表面一层或多层脱离其下层，或者表面覆盖层完全脱离底材的现象 
脆化 EM 试样由于老化而致使其柔韧性变坏的现象 
长霉 MG 在湿热环境中，试样表面滋生各种霉菌的现象 
斑点 S 试样表面出现一种或多种不同于原来颜色的斑点现象 
起霜 BL 试样表面出现乳白色似霜附着物的现象，起霜的初始阶段很容易用湿布将霜擦去 

 
A2  整车外观检测项目 
 

暴露试验整车外观变化检测项目详见 A2。 
表 A2   暴露试验车辆外观检测内容表 

检 测 
  项目 

材 料 

光

泽 
颜

色 
粉

化 
裂

纹 
起

泡 
长

霉 
斑

点

沾

污

锈

蚀

爆

孔

变

软

变

硬

剥

落

起

霜

渗

析

物 

细

裂 
变

形 
脆

化

其

他

涂  层 ○ ○ ○ ○ ○ ○ ○ ○ ○ ○   ○ ○  ○   ○

塑  料 ○ ○ ○ ○ ○ ○ ○ ○   ○ ○ ○ ○ ○ ○ ○ ○ ○

人 造 革 ○ ○  ○  ○ ○ ○   ○ ○ ○ ○ ○ ○  ○ ○

纺 织 品 ○ ○    ○ ○ ○       ○   ○ ○

橡  胶 ○ ○ ○ ○  ○ ○ ○   ○ ○ ○ ○ ○ ○ ○ ○ ○

金 属 件    ○     ○        ○  ○

注：标有“○”为检测项目 
 

 

8 



QC /T 728-2005 

 

A3  老化评价原则 

 

A3.1  老化分级 

试样外观老化变化分级均采用统一的方法，即以 0～5 的数字级别来表示老化程度。“0”表示无老

化，“5”表示严重老化，必要时可采用中间的半级来对所观察到的老化现象作更详细的记录。 

A3.2  老化程度、数量、大小的评定 

A3.2.1  评定试样外观可见的均匀老化，用老化的程度评级，详见表 A3。 

表 A3   均匀老化程度评定表 

等   级 老   化   程   度 

0 

1 

2 

3 

4 

5 

无变化，即无可觉察的老化 

很轻微，即有刚可觉察的老化 

轻微，即有明显觉察的老化 

明显，即有很明显觉察的老化 

较严重，即有较大老化       

很严重，即有很大老化 

 

A3.2.2  评定试样外观非连续性或局部不规则的老化现象，按试验有效面内出现老化的破坏密度程度进

行评级，详见表 A4；对一些有大小意义的分散老化现象应同时以老化大小程度（即最大老化处大小）

进行评级,老化大小表示的评级原则,详见表 A5。 

表 A4   分散老化密度评定表 

等   级 老  化  密  度（即相对于考核面的破坏密度） 

0 

1 

2 

3 

4 

5 

无，即无可见的老化 

很少,即刚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老化 

少，即有少量值得注意的老化 

中等，即有中等数量的老化 

较多，即有较多数量的老化 

密集，即有密集型的老化 

表 A5    分散老化大小评定表 

等   级 老  化  大  小 

S0 

S1 

S2 

S3 

S4 

S5 

10 倍放大镜下无可见老化 

很小，即刚出现值得注意的很小形状的老化  

小，即出现可见的小形状的老化  

较大，即出现明显可见的较大形状的老化 

大，即出现很显著的大形状的老化 

很大，即出现严重的很大形状的老化 

 

A3.3  等级表示方法 

表示方法应包括下列内容： 

老化类型：均匀老化程度等级按（表 A3.1）；分散老化密度等级按（表 A3.2）。若表示老化大小等

级按（表 A3.3），则在括号内注明。 

如：均匀老化中的变色等级表示：变色：2 ，即表示试样外观 2 级变色。 

    分散老化中的起泡等级表示：起泡： 3(S2)，即表示试样表面起泡密度为 3 级，起泡大小为 2 级。 

注 6：应在等级的前面标出老化部位名称。如发动机盖外表面涂层失光 2 级；顶篷中间外表面涂层生锈 3(S4)级或

左前门塑料护板边缘涂层脱落 2(S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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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我国主要的气候类型 

            

表 B1   我国主要的气候类型 

气 候 类 型 特      征 地       区 

 

 

热带气候 

气候炎热，湿度大 

年太阳辐射总量 5 400～5 800 MJ/m
2 

年积温≥8000℃ 

年降水量＞1500 mm 

 

雷州半岛以南 

海南 

台湾南部等地 

 

 

亚热带气候 

湿热程度亚于热带地区, 阴雨天多 

年太阳辐射总量 3 300～5 000 MJ/m
2 

年积温 8 000～4 500℃ 

年降水量 1 000～1 500 mm 

 

长江流域以南 

四川盆地 

台湾北部等地 

 

 

温带气候 

气候温和，没有湿热月 

年太阳辐射总量 4 600～5 000 MJ/ m
2 

年积温 4 500～1 600℃ 

年降水量 600～700 mm 

 

秦岭、淮河以北 

黄河流域 

东北南部等地区 

 

 

寒带气候 

气候寒冷，冬季长 

年太阳辐射总量 4 600～5 800 MJ/ m
2

年积温＜1 600℃ 

年降水量 400～600 mm 

 

东北北部 

内蒙古北部 

新疆北部部分地区 

 

 

高原气候 

气候变化大，气压低，紫外辐射强烈 

年太阳辐射总量 6 700～9 200 MJ/ m
2

年积温＜2 000℃ 

年降水量＜400 mm 

 

 

青海、西藏等地 

 

 

沙漠气候 

气候极端干燥，风沙大，夏热冬冷，温差大 

年太阳辐射总量 6 300～6 700 MJ/ m
2

年积温＜4 000℃ 

年降水量＜100 mm 

 

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 

内蒙西部等沙漠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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