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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对QB/T 1539-1992《钟表用H62. H68普通黄铜板、带材》的修订。
本标准与QB/T 1539-1992的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 规范了分类、规格、标记的表述方法，取消不常应用的规格尺寸((3);
— 增加了对 “抗拉强度”和 “延伸率”的要求 ((4.3.2).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钟表标准化中心归口。

    本标准由轻工业钟表研究所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阂祖棠、杨建敏。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一一-QS 875一1983, QB/T 1539-1992.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原轻工业部发布的轻工行业标准QB/T 1539-1992《钟表用H62, H68
普通黄铜板、带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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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用黄铜板与带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钟表用黄铜板与带 (以下简称板、带)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钟表零件用黄铜板与带，仪器仪表等日用机械行业亦可参照使用。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28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
    GB/T 4340.1 金属维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 5121.1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铜量的测定
    GB/T 6394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法
    GB/'r 8888 重有色金属加工产品的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GB/T 10610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 表面结构 轮廓法评定表面结构的规则和方法
    GB/T 13298 金属 显微如织粉骑 方法

分类 、规格和标记

3.1 分类

3.1.1 按形状分

    板材 一-平板状;

    带材— 卷状。

3.1.2 按牌号分

    —     H62;

      —       H68o

3.1.3 按状态分

    — 特硬 (T);

    — 硬 (Y);

    —     1/2硬 (Y2);

    — 软 (M)o

3.1.4 按工艺分

    — 轧制;

    — 抛光。

3.2 规格

3.2.1 基本尺寸

    板、带 的基本 尺寸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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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单位为毫米

厚度 宽度
长度

板材 带材

0A 0,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55

80, 90, 100, 110,

120, 155
800̂ 1200

> 12000

0.60, 0.65, 0.70, 0.75,仓劝 ，0.85, 0.90, 0.95, 1.00, 1.20, 1.30,

1.50, 1.60, 2.00
>6000

注:如有其他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3.2.2 交货尺寸

3.2.2.1 每批可交付的短尺材:板材长度应不小于500mm,

不小于3000mm，质量应不大于总质量的15%0
3.2.2.2 带材卷内径应不小于300mm o

3.Z 3 标记

    板、带产品牌号标记为:

                HX         X   X        X   x   X

质量应不大于总质量的15%;带材长度应

采用标 准编号

级别

状态

牌号

示例

a)用H62制成厚度极限偏差为A级，厚 0.50mm，宽 l00mm的特硬带材

标记为:带 H62 T A级 0.5x100 QB/T 1539-2005

b)用 H68制成厚度极限偏差为B级，厚 1.5mm,宽60mm的硬态板材。

标记为: 板 H68 Y B级 1.5x60   OB/T 1539-2005

4 要求

4.1化学成分
      板、带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2规定。

4.2 外形

4.2. 1 板、带厚度和宽度的极限偏差应符合表3规定。
4.2.2 板、带应平直，其横向平面度应符合表3规定。

4.2.3板、带的侧边直线度应符合表3规定。
4. 2. 4 板、带端面的切斜应符合表3规定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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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合金牌号
主要成分/% 杂质成分/% 〔蕊)

铜 锌 铁 铅 磷 锑 秘 总含量

H62 60.5--63.5 余量 015 0.08 0.01 0.005 0.002 0.50

H68 67.0̂ 70.0 余量 0.10 0.03 0.01 0.005 0.002 0.30

4.3 机械性能

4.3.1 板、带的维氏硬度应符合表4规定。

4.3.2 板、带的抗拉强度和延伸率应由供需双方商定。

4.4 外观

4.4.1板、带表面应平整、光洁，不应有裂纹、起皮、夹杂、压折、波浪和绿锈等缺陷。
4.4.2 板、带表面不应有经酸洗或抛光后仍不能去除的氧化色、油溃、水渍等缺陷。

4.4.3板、带局部轻微划伤、凹坑、压入物、斑点等缺陷，面积应不大于材料面积的10%，深度应不

超过板、带厚度极限偏差的50%.
4.4.4 切边的板、带，不应有裂边和卷边，切边上的毛刺长、宽应不大于0.5mma

4.4.5 板、带表面粗糙度R。应符合表4规定。

4.5 显微组织

      板、带的显微组织为单相组织，平均晶粒直径应不大于0.055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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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维氏硬度HV
表面粗糙度R,/tun

抛光 轧制

特硬 (T) 硬 (Y) 1/2硬 (h) 软 (M)
0.8 1.6

)160 < 160- 140 < 140- 120 < 120̂  80

5 试验方法

5.1 化学成分
    铜的化学成分测量按GB/'1' 5121.1的方法进行。

      注:杂质成分可不作分析，但总和应不大于规定值。

5.2 外形

    尺寸和极限偏差用分度值为 0.001 mm的千分尺测量，厚度的测量点在距板、带边部不小于 3mm

处;横向平面度用标准塞片加直尺测量;侧边直线度及端面切斜用直尺加角尺测量。

5.3机械性能

5.3.1 硬度试验用维氏硬度计，按GB/T 4340.1的方法进行。

5.3.2 抗拉强度和延伸率试验用拉力试验计，按GB/T 228的方法进行。

5.4 外观

5.4.1 外观以正常视力目测检查。

5.4.2 表面粗糙度以正常视力目测检查，必要时用轮廓仪按GB/T 10610的方法测量。

5.5 显微组织

    显微组织分析取试样的纵截面，按GB/T 13298的方法进行。平均晶粒直径的测定按GB/T 6394的

方法进行 。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项目

    板、带的检验项目见表50
6.2 组批

    板、带应以批作为一个检验 (验收)单位，每批应由同一形状、同一规格、同一牌号、同一状态组

成。

6.3 抽样

6.3.1 化学成分检验，对交收检验应在熔炼过程中每炉抽取一个试样:对复验应在每批产品中随机抽

取一个试样。

6.3.2 维氏硬度、力学性能、显微组织检验，在每批产品中各取两个试样。

6.3.3 外观、外形检验，每批为全部检验。

6.4 合格判据

6.4.1被检样品全部项目检验合格，则该批产品检验合格。

6.4.2 被检样品如有一项不合格，应从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二次检验，二次检验

中若有 一项不合格，则该批产品不合格。

6.5 检验后处置
6.5.1交收检验后对判不合格批的产品可以进行逐条 (卷)检验，检验合格产品可单独编批验收。
6.5.2 复验后的处置由供需双方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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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序号 检验项目 对应条款 交收检验 复验

1 化学成分铜含量 4.1 J J

2 厚度极限偏差 4.2.1 J J

3 宽度极限偏差 4.2.1 J J

4 横向平面度 4.2.2 J J

5 侧边直线度 4.23 J J

6 端面切斜 4.2.3 J V

7 维氏硬度 4.3.1 J J

8 外观 4.4.1̂ 4.4.4 J J

9 表面粗糙度 4.4.5 J J

10 显微组织 4.5 J

注1:  "V”为检验项目， “一”为不检验项目

注2: “交收检验”为供方进行， “复验”为需方进行

注3: “显微组织”有争议时为复验项目。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板、带的包装、标志、运输、贮存按GB/T 8888的有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