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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6418《铜基钎料》的第1部分。GB/T6418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实心钎料

本文件代替GB/T6418—2008《铜基钎料》,与GB/T6418—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钎料分类表(见2008版的3.1);
———增加了9种钎料型号及其化学成分要求:BCu58ZnFeSn(Mn)(Si)、BCu59ZnSnNiMn(Si)、

BCu90PSn、BCu87PAg(Ni)、BCu85SnPNi、BCu92Sn(P)、BCu90Sn(P)、BCu83SnZn(P)、

BCu68SnNi(见表2、表3、表4);
———增加了部分产品形态的要求(见5.1);
———更改了部分钎料的化学成分中主元素、杂质元素含量及熔化温度范围(见表1~表4,2008版

的表2~表5);
———删除了铜磷钎料的最低钎焊温度(见2008版的表4);
———增加了铜磷钎料中加入Si元素范围的要求(见表3);
———增加了铜钎料“表面质量”的要求及其试验方法(见5.3和6.2);
———增加了公称宽度>200mm的箔带状钎料尺寸要求(见5.4.1);
———增加了公称厚度<0.05mm的箔带状钎料的尺寸要求(见5.4.1);
———增加了钎料的表面质量(6.2)、尺寸(见6.3)、钎焊接头力学性能试验(见6.4)、钎料润湿性能试

验(见6.5)的检测方法;
———更改了数值修约规则的要求(见第7章,2008版的4.2);
———更改了“检验规则”的要求(见第8章,2008版的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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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5)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公司、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哈尔滨焊接研究所有限公

司、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浙江信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斯米克焊接科技有

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华市金钟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永旺焊材制造有限公司、常熟市华银焊料

有限公司、河北宇光焊业有限公司、新乡市七星钎焊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新锐焊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固光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金华市双环钎焊材料有限公司、浙江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科学院材料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龙伟民、孙晓梅、金李梅、张理成、张春雷、何鹏、骆静宜、盛永旺、顾立勇、李建成、
张富强、王水庆、孙韶、蒋俊懿、龙郑易、龙伟漾。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6年首次发布为GB/T6418—1986,1993年第一次修订为GB/T6418—1993,2008年第二

次修订为GB/T6418—2008;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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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铜基钎料作为制造业核心部件的关键连接材料,其熔化温度适中,钎焊工艺性优良,并具有较高的

强度、良好的导电性、导热性、耐磨性,在发电设备、航空航天、汽车、化工、机械、电子和家电等领域获得

广泛应用,是应用极广的硬钎料。铜基钎料广泛应用于金属材料的钎焊连接,其品质直接影响产品的使

用性能和连接质量,所以其产品标准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钎焊是制造业的关键基础技术之一,随着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及高端化方向发展,对钎焊材料

与技术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更高的挑战,常规形态的丝状、片状等传统铜基实心钎料产品已经不能满足市

场需求,研发的药芯钎料、药皮钎料、膏状钎料、浆状钎料等新型复合铜基钎料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GB/T6418《铜基钎料》是硬钎料的通用性产品标准,拟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1部分:实心钎料。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硬钎焊实心铜基钎料产品的要求。
———第2部分:药芯钎料。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硬钎焊药心铜基钎料产品的要求。
———第3部分:药皮钎料。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硬钎焊药皮铜基钎料产品的要求。
———第4部分:膏状钎料。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硬钎焊膏状9677铜基钎料产品的要求。

GB/T6418于1986年首次自主制定,分别在1993年和2008年进行修订,其技术内容一直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GB/T6418—2008发布实施已十余年,在这期间对我国铜基实心钎料的制备技术提高及

新产品研发应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针对我国发电设备、航空航天等基础制造装备、家电、制冷

等行业用高质量的关键连接材料———铜基实心钎料具有更为显著的意义。目前,随着有色材料研究和

冶金技术水平的快速进步,铜基钎料作为铜及铜合金常用连接材料,逐步用于电子信息产业超大规模集

成电路引线框架、国防装备的电子对抗和雷达材料、高速轨道交通用架空导线、新能源汽车用材料等高

新产品的连接。陆续研发的新产品对集成化、功能化、微型化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次对GB/T6418的修订,重点针对高端装备制造的技术要求,增加了更微小化的箔带状钎料的

尺寸指标,以适应集成化、功能化、微小化产品需求。随着钎料成分和分析技术的变化,同时调整了部分

钎料的化学成分中主元素、杂质元素含量及熔化温度范围,增加了工程应用中的新型号钎料。修订后的

化学成分要求更合理,成分列表更符合产品自身的要求,从而促进我国铜基实心钎料产品的改进及质量

的提升,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钎焊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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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基钎料 第1部分:实心钎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铜基钎料中实心钎料的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修约规则、检验规则和包装、标志、
质量证明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硬钎焊方法所使用的铜基实心钎料(以下简称铜钎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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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80 金属粉末 干筛分法测定粒度

GB/T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11363 钎焊接头强度试验方法

GB/T11364 钎料润湿性试验方法

GB/T19077 粒度分布 激光衍射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型号

4.1 型号编制方法

铜钎料型号由两部分组成。

a) 第一部分用“B”表示硬钎料。

b) 第二部分由主要合金组分的化学元素符号组成。其中,第一个化学元素符号Cu表示铜钎料

的基本组分,Cu元素符号后标出其公称质量分数,数值应为整数。

c) 其他元素符号按其质量分数由大到小顺序排列,当几种元素具有相同的质量分数时,按其原子

序数顺序排列。

d) 质量分数小于1%的元素在型号中不必列出,如某元素是铜钎料的关键组分一定要列出时,应
将其化学元素符号用括号括起来予以标出。

e) 相同型号的铜钎料用后缀字母A、B……以示区别。

4.2 型号示例

本文件与其他相关标准的铜钎料型号对照见附录A。本文件中铜钎料型号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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