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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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6383—2009《振动空蚀试验方法》,与GB/T6383—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

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振动空蚀试验装置的控温要求(见4.1.8);

b) 增加了转盘空蚀试验装置和射流空蚀试验装置及其技术要求(见4.2、4.3);

c) 增加了测试试样加工精度要求(见5.1);

d) 增加了转盘空蚀试验试样和射流空蚀试验试样的规格尺寸及要求(见5.2、5.3);

e) 更改了测试条件中的温度要求(见6.1.2,2009年版的第6章);

f) 增加了可选的试验条件参数(见6.2);

g) 删除了试验前进行模拟振动测试的要求(见2009年版的7.2);

h) 增加了测试时间要求(见7.6);

i) 增加了最大空蚀速率和名义孕育时间等参数处理方法(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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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蚀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空蚀试验的试验装置、试样制备、试验条件、试验流程、数据处理及试验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振动空蚀、转盘空蚀和射流空蚀等试验装置的材料空蚀试验,用于评价金属材料

在流体介质中因空化引起的损伤及其耐空蚀性能,其他经受液体冲击产生空蚀的材料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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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123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术语

GB/T16545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腐蚀试样上腐蚀产物的清除

3 术语和定义

GB/T101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空蚀 cavitationerosion
由腐蚀和空泡联合作用引起的损伤过程。

3.2 
空蚀速率 cavitationerosionrate
单位时间、单位面积内由连续空蚀作用造成材料的损失量。

3.3 
累积空蚀量 cumulativecavitationerosion
空蚀过程中材料表面在试验时间内总的损失量。

3.4 
累积空蚀-时间曲线 cumulativecavitationerosion-timecurve
累积空蚀与累积试验时间的关系曲线。

3.5 
空蚀速率-时间曲线  cavitationerosionrate-timecurve
瞬时空蚀速率与试验时间的关系曲线。

3.6 
孕育期 incubationtime
空蚀速率与试验时间曲线中的初始段。
注:这一阶段的空蚀速率为零或者与随后的空蚀速率相比可以忽略。

3.7 
最大空蚀速率 maximumcavitationerosionrate
空蚀过程中最大的瞬时空蚀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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