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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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1079《液态金属物理性能测定方法》的第3部分。GB/T41079已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密度的测定;
———第2部分:电导率的测定;
———第3部分:黏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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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云南科威液态金属谷研发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云南中宣液态

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昆明理工大

学、耐驰科学仪器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云南省科学技术院、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道通、邓中山、蔡昌礼、张学忠、崔云涛、刘静、邹涛、胡劲、陈宇迪、赵瑾、林春夏、

刘文龙、徐梁、刘萍、杨泽俊、朱家军、周颖、王恺钊、白帆、苏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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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液态金属是一大类合金材料,在常温下或工作状态下为液态,具有液态温区宽、导热率高、导电性强

等特性,可广泛应用于热控与能源、印刷电子、生物医疗、柔性机器等领域。由于液态金属特殊的理化性

质,现行的金属材料或液体物理性能测定的方法标准多不适用于液态金属物理性能测定。GB/T41079
《液态金属物理性能测定方法》旨在建立一组物理性能参数测定的方法标准,以满足液态金属产品生产

和贸易需求。
根据当前液态金属各应用领域的使用需求及液态金属各物理性能测定方法之间的技术独立性,

GB/T41079确立了常用的8种关键性能测定方法,拟由8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密度的测定。目的在于确立液态金属密度的测定方法。
———第2部分:电导率的测定。目的在于确立液态金属电导率的测定方法。
———第3部分:黏度的测定。目的在于确立液态金属黏度的测定方法。
———第4部分:导热系数和热扩散系数的测定。目的在于确立液态金属导热系数与热扩散系数的

测定方法。
———第5部分:热膨胀系数的测定。目的在于确立液态金属热膨胀系数的测定方法。
———第6部分:比热容的测定。目的在于确立液态金属比热容的测定方法。
———第7部分:表面张力的测定。目的在于确立液态金属表面张力的测定方法。
———第8部分:接触角的测定。目的在于确立液态金属接触角的测定方法。
流动、变形特性是液态金属众多独特应用的基础,黏度是表征其流变性能的重要参数。被用于液态

金属黏度测量的方法有毛细管法、振荡容器法、旋转法和振荡片法等,但不同方法的实验值之间存在着

相当大的差异。除旋转法外,其他方法的原理均基于被测样品是牛顿流体的假设,然而在实际生产应用

过程中,液态金属由于表面难以避免地存在氧化层而具有显著的非牛顿流体特性。因此,本文件采用旋

转法测量液态金属的表观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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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金属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第3部分:黏度的测定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用单筒同轴圆筒旋转法测定液态金属表观黏度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在室温至200℃范围内进行液态金属表观黏度的测定。温度范围根据所使用的仪器

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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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ISO3219-1:2021 流变学 第1部分:旋转和振荡流变测量的术语和符号(Rheology—Part1:

Vocabularyandsymbolsforrotationalandoscillatoryrheometry)

ISO3219-2:2021 流变学 第2部分:旋转和振荡流变测量的一般原理(Rheology—Part2:Gen-
eralprinciplesofrotationalandoscillatoryrheometry)

3 术语和定义

ISO3219-1:20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剪切应变 shearstrain
γ
切向位移引起的样品变形率。

  注:无量纲。

3.2
剪切速率 shearrate

γ
·

剪切应变随时间的变化率。

  注:单位为每秒(s-1)。

3.3
剪切应力 shearstress
τ
切向作用力与剪切面积之比。

  注:单位为帕(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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