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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行业标 准

Y73系列温度变化试验箱— 一箱式
sa/T 10187-91

  Testing equipment, series Y73 for

Change of temperature-one chamber

主题内容与适 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Y73系列温度变化试验箱-一一箱式(以下简称“试验箱，，)的使用条
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脸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规定温度变化速率的试验箱。

    按本标准生产的试验箱，适用于电工、电子及其它产品和材料进行温度变化试验。
    本标准是试验箱设计、制造及用户选用的依据。

弓!用标准

CB 153

GB 191

GB 5170·

GB 5170. 9

GB 2922

GB 5080.7

GB 5398

Sl/T 10186

普通锯材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总则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温度变化试验设备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名词术语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
验证试验方案

大型运输包装件试验方法

Y73系列温度变化试验箱— 二箱式

型 号与参数

型号表示方法
Y   73

改进代号，用字母A,B,Ĉ"⋯表示

工作室容积，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单位m3

一箱式

温度变化

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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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容积参数

    2作室容积系列参数推荐为:0.1,0.2,0.5,1.0,2,3,5,10,20,30,40,SOm',

4 使用条件

4.1环境条件:

        温度 15- 35 0C。

    b. 相对湿度 450o-75%，

    c. 大气压 86-1 O6kPa }

    d 周围无强烈振动、无强烈气流和有害气体.

        周围无强烈电磁场，无阳光直射和其它冷热源影响。

4.2 供电条件:

电压 220士22V或380士38V,

颇率 50士0. 5HZ,

a.

扛

4.3供水条件:
    a.循环用水 温度小于301;;

    b. 水压 0. 1-0. 3NIPa ;

    c. 水质 清沽的自来水或循环水。

4.4 负载条件
4. 4. 1 试验箱平均每lm,容积内，试验样品的质a包括样品架在内，不应大于60kg,

4.4.2 试验箱工作室的容积与试验样品体积之比为5 - 1-10 - 1(应视样品特性，结构

等因素而定)。

4.4.3 试验样品的迎风面面积之和应小于试验箱工作室迎风横截面积的1/3,

4.4.4 当试验样品为一台件时，其体积已达工作室容积的1/5或迎风面面积之和已达工

作室迎风横截面积1/3时(负载应视试验箱及样品的结构特性而定)，推荐用较大容积的

试验箱。

5 技术要求

51 使用性能

5.1.1 温度及容许偏差(见表1)a

                                          表 1

、夏夏渝哭、 1 2

高 沮 30̂-155，士2
30̂ -200

3。一，55，士2     I   >155-200，士3
低 沮 一10一一25，士3 一10一一65，士3

5.1.2 温度波动度为士0. 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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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试验温度保持时间e，为5-v 180min,
5.1.4 高低温循环次数小于或等于10次。

5.1.5 升降温速率在5min的平均值为1士0. 2 C /min, 3士0. 6 C /min或5士1 C /min.

5.1.6 风速 1. 5-2. 5m/s,

5.1.7 试验箱试验温度在稳定时间内，高温和低温期内壁温度与试验温度的差值分别不

应大于3%和8%(按开尔文温度计算)。

5.1.8 设计试验箱时应提供可靠性设计资料，满足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大于
270h.

5·2 结构要求

5，2.1 用于控制试验箱参数的设定仪表，指示仪表的误差应不大于被测参数误差的1/30

5.2.2试验箱控制系统一般应设置手动和微机装里。
5.2.3 试验箱所选用的控制仪器、仪表应尽可能排除摸拟式，采用数控式.

5.2.4 组成试验箱的自制件、外协件都应检验合格，外购件必须有合格证。

5. 2. 5 试验箱应考虑除湿装里，除湿后箱内大气的绝对湿度不超过20g/m%

5. 2. 6 试验箱应根据需要设计一个或多个直径为0250的观察窗.

5. 2. 7 据需要设置样品架，测试用引线孔为“。.

5.2.8搅拌风机的转动应轻松平稳，紧固部份应牢固，门与箱体应装配端正。开闭灵活，

门的四周应严密封闭。

5.2.9 所用保温材料应具有自熄性.密封材料在高温下不发粘、不变形。

5.2.10 各管路的连接应密封可书，不许漏水、漏油、漏气，交检验前必须经气密性试验合

格。

5. 2.11试验箱箱体表面的涂(镀)层应平整，色泽应均匀一致，不得有裂纹、解底、脱落等
缺陷，装饰件的表面不得损伤、划伤。

5.弓 安全要求

5.3.1试验箱应有超过高温值2C，制冷系统超压、缺水、电源缺相的声光报警安全保护
装置，其动作应灵敏可靠.

5.12 动力接线端与箱体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1 OOMi2,

5.3. 3 电气系统应有足够的抗电强度，当施加有效值为lsoov的交流电压作历时lmin

的抗电强度试验时，应无击穿和飞弧现象.
5.3.4试验箱应有良好的接地装置，并有明显的接地标志。

5.3.5 试验箱的噪声不应大于75dB'),

5.3.6 试验箱应能经受预定的运输试验。

试验方法

试验环境条件按GB 5170. 1第3章规定。

试验时用测试仪器要求按GB 5170. 1第4章规定。

  注:1)总装机功率大于 M W时，嗓声不大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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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性能试验

6.1.1 温度容许偏差测试，此测试在空载下进行。

    温度容许偏差测试按GB 5170. 4第3.1条进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5.1.1条的规定。

6.1.2 温度波动度计算方法

    在试验箱测温度容许偏差时所测数值中选取几何中心点连续在30min测得的15个
温度值，其最高、最低温度值之差的一半，冠以“士”符号，作为该试验箱的温度波动度，结
果应符合本标准5.1.2条的规定。
61.苏 高低温循环试验，测试负载按本标准4.刁条规定。

    试验温度:极限高温，极限低温，

    保持时间:60min,
    循环次数,5次。

    按图1做高、低沮循环试验，并测试在Smin的升、降温速率的平均值，连续 5次循环，

结果应满足本标准5. 1. 3̂-5. 1. 5条的规定.

高沮

低 沮

图 1

6.1.4风速测试，此测试在空载下进行。
    风速测试按GB 5170. 4第3.2条进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5.1.6条的要求.

6.1.5 内壁温度与工作空间试验温度温差的测试，此测试在空载下进行。

    测试的试验温度为:极限高温，极限低温。

    测试方法按GB 5170. 4第3. 3条进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5.1.7条要求。

6.1.6 平均无故隆工作时间测试。
    按GB 5080. 7序贯试验方案4:6进行，见SJ/T 10186附录A.

6.2 结构要求检测
6.2. 1 检查组成该试验箱的自制件，外协件是否合格，外购件是否有合格证书，结果应满

足本标准5.2.4条要求。

6.2.2 手动或启动揽拌风机检查其装配质量— 平稳性;目测门与箱体装配是否端正，

手动检查开闭箱门的灵活性，用厚度为0. 05 - 0. 08mm、宽为40-50mm的纸条，放在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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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处的任何地方，门关闭后，纸条不应落地，才认为门密封是严密的，结果应符合本标准

5.2.7条要求。

6.2.3 用目测和手感检查试验箱的外观质I，结果应符合本标准5.2. 11条要求。

6.3 安全要求检测

6.3.1超温、制冷系统超压、缺水、电源缺相试验。
    人为地制造超温、制冷系统超压、缺水、电源缺相，此时试验箱的保护装置的动作应灵

敏可靠，结果应符合本标准5.3.1条要求。

6.弓.2 绝缘电阻测试

    用1000V,1.。级兆欧表连接动力接线端与箱体间，连续3次测试，结果应满足本标
准5.3.2条要求。

6-33 电气系统抗电强度试验
    在电气系统施加有效值为1500V的文流电压，施压时应从小于1/2试验电压开始在

5min内逐渐升至额定值，保持ltnin,结果应符合本标准5.3.3条要求。
6.3.4接地装凳检查

    目测有无接地装里，接地标志是否牢固，结果应符合本标准5. 3.刁条要求。
6.3.5 噪声测试

    噪声测试方法按SJ/T 10186附录B的规定进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5.3.5条要求。
6.3.6 运输试验

    视实际情况，从下列两种方法中任选一种。

6.3.6.1 按GB 5398铁路运输试验进行。

6.3.6.2 汽车运输试验。
    将包装好的试验箱或对运轴条件比较敏感的具有代表性的电气部件置于汽车中部并

加以固定，在三级路面的公路上以20-40km/h的速度行驶100km,

    运翰试验后，按使用说明书实施必要的安装和调整.再进行规定的出厂检验，其结果

应符合本标准5.2.8及5.2.10条要求。

7 检验规则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应逐台进行.检验项目按表2规定，各项目均应合格，否则返修，直至合格为

止 。

7.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定期进行一次检验;

    d.停产两年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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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型式检验数量按生产批t进行抽检。

    每批不足30台抽一台，30-10。台抽二台,100台以上抽三台。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2规定，被检项目均应合格，如有不合格时，按不合格项目加倍抽

验，第二次加倍抽检合格，则仅将第一次不合格品返修;如果第二次抽验有一台不合格，则

认为全部不合格，全部返修，返修后重新做型式检验。

                                          表 2

检 验 项 目
技术要求

(条款)

试验方法

(条款)

检验类别
备 注

型式 出厂

温度容许偏趁侧试 5.1.1 6.1. 1 0

沮度彼动度计算方法 5.1.2 6.1.2 0

高低沮循环试验 5.1. 3-5.1. 5 6.1.3 0 0

风速侧试 5.1.6 6.1.4 0

内璧沮度与工作空间沮度差测试 5.1.7 6.1.5 0

平均无故库工作时间讨试 5.1.8 6.1.6 0

自制件、外协件、外朔件合格性检查 5.2.4 6.2.1 0

装配质t检查 5. 2.7 C. 2. 2 0

外观质t检查 5.2.11 6.2.3 0 0

超沮、超压、快水、电派缺相试验 5.3.1 6.3.1 。}{。
绝缘电阻目试 5.3.2 6.3. 2 0 0

抗电强皮试脸 5.3.3 6.3. 3 0 0

接地装里检查 5. 3. 4 6.3.4 0 0

嗓声洲试 5.3.5 6.3.5 0

运枪试脸 5.8.6 6.3. 6 0

注:“。.表示作试验项目.

8 标志、包装、运精、贮存

8.1 标志

8.1.， 试验箱铭牌标志

    在试验箱的适当位置，应装有字迹清楚的铭牌，铭牌标明:

    a. 名称;

    b. 型号;

    c. 温度范围。

    d. 制造厂编号;

    e. 出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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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制造厂名。

2 包装箱标志

    包装箱外壁用运输图示标志按GB 191的规定。
    包装箱外壁用文字标志推荐为:

        运抽号。

    b. 到站(港)。

    c. 收货单位;

    d. 总质量;

        名称;

    f. 型号;

    B， 发站(港);

    h·发货单位;
    ‘ 箱体:长、宽、高。

8.2 包装

    包装箱用材及等级按GB 153的规定或按有关标准的规定。

    包装箱的技术要求按GB 5398的规定。

    随同试验箱供应的备件、附件、工具及技术文件应防潮密封，放在箱内明显的地方加

以固定。

B.3 运输

    试验箱在运输过程中，严禁倾斜和倒置。

8，4 贮存

    试验箱应贮存在通风良好，无腐蚀性气体及无化学药品的库房内。
    贮存期间应定期检查，一般半年检查一次，如发现锈蚀及油封脱落等情况应立即清

除。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机械电子工业部电子标准化所提出。
本标准由建川机器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唐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