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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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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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激光修复技术标准化委员会(SAC/TC48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沈阳大陆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沈阳铸造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民用航空沈阳航空器适航审定中

心、上海大陆激光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电机学院、沈阳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沈阳大学、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国家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山东)、东北大学、沈阳盛远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国营川西机器厂、襄阳航泰动力机器厂、西安陕鼓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沈阳建筑大学、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西安热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回丽、周松、陈江、许良、杨光、谢华生、张振先、王玉光、王维、王磊、潘新、

李晓丹、赵军、史昆、孙金波、张静波、冯凯、李雷、张松、姚戈、贺春林、徐敏、卢正杰、赵丙峰、樊建成、
吴臣亮、肖久林、苏雷、孙红梅、桂敏、孙标、王帆、赵吉宾、张啸尘、赵宇辉、谢玮。

Ⅴ

GB/T41477—2022



激光熔覆修复金属零部件
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激光熔覆修复金属零部件力学性能试验的基本要求、样坯制备、试验方法、试验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激光熔覆修复(以下简称“修复”)金属零部件的力学性能(拉伸、冲击和疲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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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8.1—2010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228.2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2部分:高温试验方法

GB/T228.3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3部分:低温试验方法

GB/T229—2020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GB/T3075—2021 金属材料 疲劳试验 轴向力控制方法

GB/T29795 激光修复技术 术语和定义

GB/T29796 激光修复通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228.1、GB/T228.2、GB/T228.3、GB/T229、GB/T3075、GB/T29795、GB/T29796界定的

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修复厚度占比 thicknessratioofrepairedportion
Tr

修复零部件的修复截面上,修复部分的厚度占原始厚度的百分比。
注1:Tr=Th/Dh×100%,见图1。

注2:以下简称“厚度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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