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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2967《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检测方法》分为7个部分:
———第1部分:用喷磨试验仪测定阳极氧化膜的平均耐磨性;
———第2部分:用轮式磨损试验仪测定阳极氧化膜的耐磨性和耐磨系数;
———第3部分:铜加速乙酸盐雾试验(CASS试验);
———第4部分:着色阳极氧化膜耐紫外光性能的测定;
———第5部分:用变形法评定阳极氧化膜的抗破裂性;
———第6部分:目视观察法检验着色阳极氧化膜色差和外观质量;
———第7部分:用落砂试验仪测定阳极氧化膜的耐磨性。
本部分为GB/T12967的第4部分。
本部分是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的。
本部分代替GB/T12967.4—1991《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 着色阳极氧化膜耐紫外光性能的测定》。
本部分与GB/T12967.4—1991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对范围部分进行了重新描述;
———在原理部分删除了使用标准试样进行对比的内容;
———在试验部分使用供需双方商定的阳极氧化膜试样作为控制试样;
———增加试验报告的要求。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6581:2010《铝及其合金的阳极氧化 着色阳极氧化膜耐紫

外光性能的测定》。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取消了ISO6581:2010的前言,增加了本部分前言;
———取消了ISO6581:2010的引言。
本部分与ISO6581:2010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A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部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3)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广东兴发铝业(河南)有限公司、广东新合铝业有限公司、广东豪美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南平铝业有限公司、广东凤铝铝业有限公司、广亚铝

业有限公司、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华豪铝型材有限公司、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纪红、夏秀群、曹贵水、饶竹贵、戴悦星、冯东升、陈慧、潘学著、朱耀辉、张中兴、

牟永涛。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2967.4—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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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检测方法
第4部分:着色阳极氧化膜

耐紫外光性能的测定

1 范围

GB/T12967的本部分规定了着色阳极氧化膜经紫外光照射后颜色变化的对比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不具有热敏感性的着色阳极氧化膜。
注:在本部分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深色试样表面通常会达到较高的温度。

2 方法原理

观察着色阳极氧化试样经紫外光照射后所发生的颜色变化,通过与对应控制试样比较,评定试样着

色阳极氧化膜耐紫外光性能。

3 仪器

3.1 装置

试验用装置主要包括由耐热材料制成的试验箱(3.2)、紫外光源(3.3)和试样夹持装置(3.4)。

3.2 试验箱

3.2.1 试验箱应使全部试样都能与光源保持等距离。

3.2.2 试验箱内的试样表面温度在整个试验过程中都不应超过100℃,必要时可采用合适的风冷来对

试验箱和试样进行冷却,但要防止光源过冷,以免影响电弧。具体情况可遵循光源生产厂家的指导。

3.2.3 试验箱应完全密闭,或装有合适的隔离装置,以免紫外光发生泄露。试验箱开启时,应有微动开

关使光源自动关闭。

3.2.4 如果采用会产生臭氧的紫外光源,应设置强制空气循环装置,将试样箱内的空气排出室外。

3.3 紫外光源

3.3.1 以装有石英罩的、强度可调的中压汞弧灯作为紫外光源。

3.3.2 在距离光源中心190mm处,紫外灯的波长和强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
注:宜使用功率为500W、有效弧长为120mm的紫外灯,其距离试样的距离约为190mm。

表1

波长

nm

强度

μW/cm2

254 500~150

265 8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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