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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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3257《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安全试验方法》的第1部分。GB/T43257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6部分:耐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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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核工业标准化研究

所、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

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翀、李勇、胡宇鹏、张思才、李国强、刘立坡、靳立强、曹芳芳、张永新、詹乐昌、

王炳衡、张振雨、潘永杰、李其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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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固有安全性是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的前提,需要经受正常运输条件和运输

事故条件下各种试验的验证。

GB/T43257针对不同类型运输容器的各类验证试验,需要明确参试运输容器状态、细化后的试验

条件、试验装置及仪器设备、试验实施与测试、数据处理方法、试验合格评价等诸多具体内容,作为

GB11806—2019《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实施的重要补充,使得相关试验考核更加具体化、规范化。
因此,通过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安全试验方法具体指导各类运输容器开展相应验证试验对于容器的设

计、验证和评估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GB/T43257拟由11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明确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开展经受正常运输条件和运输事故条件

下各种试验的通用要求。
———第2部分:喷水试验。目的在于规范指导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经受正常运输条件下的喷水试

验考核。
———第3部分:堆积试验。目的在于规范指导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经受正常运输条件下的堆积试

验考核。
———第4部分:跌落试验。目的在于规范指导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经受正常运输条件和运输事故

条件下的自由下落、贯穿和击穿-撕裂等试验考核。
———第5部分:撞击试验。目的在于规范指导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经受运输事故条件下的撞击试

验考核。
———第6部分:耐热试验。目的在于规范指导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经受运输事故条件下的耐热和

强化耐热试验考核。
———第7部分:水浸没试验。目的在于规范指导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经受运输事故条件下的水浸

没和强化水浸没试验考核。
———第8部分:屏蔽试验。目的在于规范指导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经受正常运输条件和运输事故

条件后的屏蔽试验。
———第9部分:泄漏试验。目的在于规范指导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经受正常运输条件和运输事故

条件下的泄漏试验。
———第10部分:振动试验。目的在于规范指导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运输振动效应的振动试验

考核。
———第11部分:热传输试验。目的在于规范指导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不能忽略内容物衰变热影响

的热传输试验考核。

GB/T43257.1给出了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安全试验方法中试样、试验项目及顺序、试验条件、仪器

设备、试验和测试、试验数据处理、试验合格评定、质量保证和控制、试验报告的基本要求。与喷水试验、
堆积试验、跌落试验、撞击试验、耐热试验、水浸没试验、屏蔽试验、泄漏试验、振动试验、热传输试验

等,共同构成了适用于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取证和性能评价的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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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安全试验方法

第1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安全试验的试样、试验项目及顺序、试验条件、仪器设备、试验和

测试、试验数据处理、质量保证和控制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经受模拟正常运输条件和运输事故条件的取证试验。其他运输

容器、包装物等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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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857.1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部分: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GB/T4857.17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7部分: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通用规则

GB11806 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

GB/T15219 放射性物质运输包装质量保证

3 术语和定义

GB1180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取证试验 satisfactiontest
评价运输容器是否符合安全要求的鉴定性试验。

4 试样

试样由运输容器和内容物组成,且符合下列要求:

a) 运输容器应零部件完整,无腐蚀、无变形等缺陷;

b) 运输容器内拟盛装的内容物应采用无毒、无腐蚀等危险特性的模拟物代替,模拟物的结构与理

化特性应根据试验验证目的设计成可反映真实内容物的属性;

c) 必要时,按照GB/T4857.1的要求对于运输容器可能受到最严重损坏和重点关注的变形部位

进行标示;

d) 因测试传感器安装、测试电缆走线以及测试用仪器设备安装等需要,在试样上进行的必要的补

加工应最小化,应不影响试样试验考核项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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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项目及顺序

5.1 验证经受正常运输条件能力的试验

不同类型的试样验证经受正常运输条件能力的试验项目见表1。试样应依次经受自由下落试验、

堆积试验和贯穿试验,除IP-2型工业货包、六氟化铀货包外,其余试样在每种试验之前均应先经受喷水

试验。

表1 各类试样验证经受正常运输条件能力的试验

试样类型 喷水试验 自由下落试验 堆积试验 贯穿试验

工业货包
IP-2 — √ √ —

IP-3 √ √ √ √

A型货包 √ √a √ √b

B型货包
≤500kg √ √ √ √

>500kg √ √ √ √

C型货包 √ √ √ √

六氟化铀货包(≥0.1kgUF6) — √ — —

易裂变材料

货包

≤500kg,且密度≤1000kg/m3 √ √ √ √

其他 √ √ √ √

  注:“√”表示需要进行试验,“—”表示不需要进行试验。

  a 盛装液体和气体的A型货包开展的自由下落试验高度为9m。
b 盛装液体和气体的A型货包开展的贯穿试验高度为1.7m。

5.2 验证经受运输事故条件能力的试验

不同类型的试样验证经受运输事故条件能力的试验项目见表2。试样应依次经受下落试验和耐热

试验累积效应的考验。继这些试验后,该试样或者另一个试样还应经受水浸没试验和必要时经受强化

水浸没试验。

表2 各类试样验证经受运输事故条件能力的试验

试样类型
自由下落

试验Ⅰ

自由下落

试验Ⅱ

自由下落

试验Ⅲ

耐热

试验

强化耐

热试验

水浸没

试验

强化水

浸没试验

水泄漏

试验

击穿-撕

裂试验

撞击

试验

B型货包
≤500kg — √ √ √ — √a √a — — —

>500kg √ √ √ — √a √a — — —

C型货包 √ — √ — √b √a — √ √

六氟化铀货包(≥0.1kgUF6) — — — √c — — — — — —

2

GB/T43257.1—2023



表2 各类试样验证经受运输事故条件能力的试验 (续)

试样类型
自由下落

试验Ⅰ

自由下落

试验Ⅱ

自由下落

试验Ⅲ

耐热

试验

强化耐

热试验

水浸没

试验

强化水

浸没试验

水泄漏

试验

击穿-撕

裂试验

撞击

试验

易裂变

材料货包

≤500kg,且密

度≤1000kg/m3
— √ √ √b √b √d — √d — —

其他 √ √ — √b √b √d — √d — —

  注:“√”表示需要进行试验,“—”表示不需要进行试验。

  a 对内容物活度超过105A2 的B(U)型和B(M)型货包,以及C型货包要进行强化水浸没试验,应使试样在水深

至少200m处浸没不少于1h。
b C型货包需开展强化耐热试验。
c ≥0.1kg六氟化铀货包应开展运输事故条件下的耐热试验,及经受内压至少为1.38MPa的水压试验。
d 易裂变材料货包应开展水泄漏试验或水浸没试验。在接受水泄漏之前,接受验证经受运输事故条件能力的试

验中的下落试验和耐热试验。

5.3 性能评价试验

根据试样的技术指标在对应的取证试验后开展屏蔽、泄漏等试验。

对于内容物衰变热影响不可忽略的试样,如乏燃料运输容器等,应开展热传输试验。

对于运输环节需要考虑振动效应的试样,如新燃料运输容器等,宜开展振动试验。

6 试验条件

6.1 通用条件

安全试验应记录试验场所的相对湿度和试验场所的气压,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应符合下列条件:

a) 温度:-40℃~38℃;

b) 靶体:自由下落试验用靶为平坦的水平平面靶,该靶受到试样冲击后,其抗位移能力或抗变形

能力的增加不会使试样的受损有明显地增加。

6.2 验证经受正常运输条件能力的试验条件

试样在开展验证经受正常运输条件能力的试验时,其试验条件见表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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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验证正常运输条件能力的试验条件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喷水试验 模拟在降水量为每小时约5cm的环境中暴露至少1h

自由下落

试验

试样应自由下落在靶上,以使试验部件的安全特性受到最严重的损坏。

———从试样的最低点至靶上表面的高度不应小于对应的可适用质量所规定的距离。

● 当货包质量 M<5000kg时,下落高度为1.2m。

● 当5000kg≤货包质量 M<10000kg时,下落高度为0.9m。

● 当10000kg≤货包质量 M<15000kg时,下落高度为0.6m。

● 当货包质量 M≥15000kg时,下落高度为0.3m。

———对质量不超过50kg的纤维板或木板做的矩形货包,应对一个试样的每个角进行高度为0.3m的

自由下落试验。

———对质量不超过100kg的纤维板做的圆柱形货包,应对一个试样每个边缘的每四分之一取向,分别

进行高度为0.3m的自由下落试验

堆积试验

试样应在24h内一直承受以下压力荷载较大者,除非试样的形状能有效地防止堆积:

———相当于货包最大质量5倍;

———相当于13kPa与货包竖直投影面积的乘积

贯穿试验
直径为3.2cm、一端呈半球形、质量为6kg的棒从1m高度(试样上表面预计的冲击点距棒的下端)竖

直方向自由下落到试样最薄弱部分的中心部位

6.3 验证经受运输事故条件能力的试验条件

试样在开展验证经受运输事故条件能力的试验时,其试验条件见表4。

表4 验证运输事故条件能力的试验条件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下落

试验

自由下落试验Ⅰ 从9m高处以使试样受到最严重破坏的方式下落到试验用靶上

自由下落试验Ⅱ
试样从1m高度落到直径为0.15m、长度为0.2m牢固竖立在试验用靶上的一根圆形实心

低碳钢棒上

自由下落试验Ⅲ 质量为500kg、1m×1m的实心低碳钢板以水平状态从9m高处下落到试样上

耐热试验

使试样暴露在热环境中30min,该热环境所提供的热流密度至少相当于表面吸收系数为

0.8(或其在规定火焰中的实际值)的试样,在完全静止的环境下,暴露在最小平均火焰辐射

系数为0.9、平均温度至少为800℃的烃类燃料-空气火焰中所受到的热流密度

水浸没试验 应使试样在水深至少15m并会导致最严重损坏的状态下浸没不少于8h

6.4 六氟化铀货包(≥0.1kgUF6)的附加试验条件

除应开展正常运输的自由下落试验和运输事故条件的耐热试验外,六氟化铀货包(≥0.1kgUF6)

试样还应开展水压试验,其试验条件见表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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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六氟化铀货包(≥0.1kgUF6)试验条件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水压试验
试样应经受内压至少为1.38MPa的水压试验,但是当试验压力小于2.76MPa时,涉及国际运输的

包装设计应经多方批准。为接受多方批准,需重新试验的包装可使用其他等效无损试验的方法

6.5 盛装液体和气体的A型货包的附加试验条件

盛装液体和气体的A型货包试样除应开展正常运输的喷水试验、堆积试验外,还应开展自由下落

试验、贯穿试验,其试验条件见表6。

表6 盛装液体和气体的A型货包的附加试验条件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自由下落试验 试样从9m高处以使试样受到最严重破坏的方式下落到试验用靶上

贯穿试验
直径为3.2cm、一端呈半球形、质量为6kg的棒从1.7m高度竖直方向自由下落到试样最薄弱部

分的中心部位

6.6 超过105A2 的B(U)型和B(M)型货包的强化水浸没试验条件

超过105A2 的B(U)型和B(M)型货包试样的强化水浸没试验条件见表7。

表7 超过105A2 的B(U)型和B(M)型货包强化水浸没试验条件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强化水浸没试验 试样在水深至少200m处浸没不少于1h

6.7 易裂变材料货包的水泄漏试验条件

易裂变材料货包试样开展经受水泄漏试验时,其试验条件见表8。

表8 易裂变材料货包水泄漏试验条件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水泄漏试验 试样在水深至少0.9m处浸没不少于8h

6.8 C型货包试验条件

C型货包试样的试验条件见表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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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C型货包试验条件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自由下落Ⅰ试验 从9m高处以使试样受到最严重破坏的方式下落到试验用靶上

自由下落Ⅲ试验 质量为500kg、1m×1m的实心低碳钢板以水平状态从9m高处下落到试样上

击穿-撕裂试验

对于质量小于250kg的试样,将其置于试验用靶上,并经受直径为20cm、质量为250kg的低碳钢

实心棒从3m高处自由下落产生的冲击;对质量大于250kg的试样,试样从3m高处自由下落到

直径为20cm、底部置于试验用靶上的低碳钢实心棒上

强化耐热试验

使试样暴露在热环境中60min,该热环境所提供的热流密度至少相当于表面吸收系数为0.8(或其

在规定火焰中的实际值)的试样,在完全静止的环境下,暴露在最小平均火焰辐射系数为0.9、平均

温度至少为800℃的烃类燃料-空气火焰中所受到的热流密度

撞击试验 试样以造成其最严重损坏的取向和不小于90m/s的速度撞击试验用靶

强化水浸没试验 同6.6

7 仪器设备

7.1 试验装置

开展各类试验的试验装置、推荐控制要素见表10。

表10 各类试验装置、推荐控制要素

试验项目 试验装置 推荐控制要素

喷水试验 喷水试验装置
降水量偏差、水滴直径、降水高度、喷
嘴直径、水压

堆积试验 堆积试验装置 堆积质量和压力

下落、贯穿、击穿-撕裂试验 下落试验装置 提升高度、靶体

撞击试验 撞击试验装置 发射速度、靶体

耐热、强化耐热试验

池火试验装置 池火面积、油量/管道流量

加热炉试验装置 炉膛大小、炉温

电热辐射试验装置 金属围板温度

水浸没、强化水浸没、水泄漏试验 水浸没试验装置、水泄漏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容积、水压、水深

屏蔽试验 屏蔽试验装置 放射源活度

泄漏试验 泄漏试验装置 示踪气体浓度、压力、温度

振动试验 振动试验装置 功率密度谱、振动时间

热传输试验 热传输试验装置 曝晒功率、试验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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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测试仪表

开展各类试验的测试参数和推荐的测试仪表见表11。

表11 各类试验测试参数、推荐测试仪表

试验项目 测试参数 推荐测试仪表

喷水试验 降水量 雨量杯/筒或雨滴谱仪

下落、贯穿、击穿-撕裂试验 下落高度、下落姿态、应变、加速度
激光测距仪、高速相机、加速度传感

器、应变片、信号适调仪、数据采集仪

堆积试验 堆积质量或压力、位移
力传感器、电子吊钩秤、位移计、数据

采集仪、直尺

耐热、强化耐热试验 温度 温度传感器、数据采集仪

水浸没、水泄漏、强化水浸没试验 水浸没压力、水泄漏深度 压力传感器、数据采集仪、直尺

撞击试验 撞击速度、撞击姿态、应变、加速度
高速相机、加速度传感器、应变片、信
号适调仪、数据采集仪

屏蔽试验 剂量率、相对位置 剂量率仪、直尺

泄漏试验 泄漏率、压力、温度 氦质谱检漏仪、压力表

振动试验 加速度、功率密度谱 振动台、加速度传感器

热传输试验 温度、热流密度 温度传感器、热流密度计

8 试验和测试

8.1 试验检查

试验前后,应对试样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外观、连接状态的变化和损坏情况,必要时

采用泄漏、屏蔽等检测方法对容器安全性能进行检查。

8.2 测试项目

可根据具体试验项目及试验目的进行裁剪,设置测试项目宜包括试验加载参数测试、载荷传递及试

样响应测试、试样状态监测、功能性能检测等,总体要求如下:
———试验加载参数测试:一般包括下落高度、撞击速度、下落/撞击姿态、热环境温度、降水量、水浸

没压力、水泄漏深度、堆积质量或压力等;
———载荷传递及试样响应测试:一般包括应变、加速度、位移、温度等;
———试样状态监测:一般包括形貌状态、装配状态等;
———功能性能检测:一般包括密封性检测、屏蔽检测等。

8.3 试验记录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记录应至少给出以下信息:
———试验顺序;
———试验仪器设备名称、规格、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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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时间、地点、环境条件、参试单位及人员;
———试样在试验前后的性能检测数据和外观检查情况;
———试验质量见证情况;
———各试验方法中规定应记录的其他内容。
试验记录应有试验人员及校核人员签字。

9 试验数据处理

9.1 试验数据有效性判断

试验数据有效性的判断一般针对响应参数测试,主要应识别测试断线、传感器脱落、外界干扰、零漂

等异常信号。

9.2 试验数据的提取和处理

试验过程中获取的关键信息一般包括试验加载参数测试、载荷传递及试样响应测试、试样状态监

测、功能性能检测等数据,这些数据的提取和处理要求见表12。

表12 试验数据的提取和处理要求

测试项目 测试数据 数据处理

试 验 加 载 参 数

测试

下落高度、撞击速度、触靶姿态 下落高度记录,撞击速度、触靶姿态计算

热环境温度、持续时间 热环境平均温度计算,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记录

降水量、试验时间 降水量记录,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记录

堆积质量或压力、试验持续时间 堆积质量或压力记录,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记录

水浸没压力、水泄漏深度、试验持续时间
水浸没平均压力计算,水泄漏深度记录,起始时间

和结束时间记录

载 荷 传 递 与 试

样响应测试

加速度、动态应变、位移 加速度、动态应变、位移数据记录

温度 温度-时间曲线或最高温度记录

试样状态监测
形貌状态 形貌状态记录

装配状态 装配状态记录

功能性能检测
密封性检测 压力、温湿度记录,泄漏率记录或计算

屏蔽性能检测 辐射水平记录,辐射场记录,放射源种类、活度记录

10 质量保证和控制

10.1 试验方案

试验承担单位按照GB/T4857.17的要求编制试验方案或规程,包括但不限于引言、试验依据、试
验目的、试样技术状态、试验项目及顺序、试验条件、测试项目及要求、试验场地、仪器设备、试验程序、试
验中断处理、试验合格评定等内容。试验方案的编制见附录A。

10.2 质量工作计划

试验承担单位按照GB/T15219的要求制定质量工作计划,包括但不限于主要依据、质量目标、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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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证组织及职责、试验质量管理、其他要求等内容。质量工作计划的编制见附录B。

10.3 试验报告

试验承担单位应编写试验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引言、试验依据、试验目的、试样技术状态、试验项目

与顺序、试验原理与方法、试验条件、试验场地、仪器设备、试验过程、试验结果、试验结论等内容。试验

报告的编制见附录C。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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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试 验 方 案

A.1 一般构成

试验方案的一般构成和编写顺序见表A.1。

表A.1 试验方案的一般构成和编写顺序

序号 内容

1 封面

2 签署页

3 目次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正文

第1章:引言

第2章:试验依据

第3章:试验目的

第4章:试样技术状态

第5章:试验项目及顺序

第6章:试验条件

第7章:测试项目及要求

第8章:试验场地、仪器设备

第9章:试验程序

第10章:试验中断处理

第11章:试验合格评定

15 附录

A.2 基本要求

A.2.1 引言

简要介绍任务来源、背景、主要目的和意义等。

A.2.2 试验依据

列出试验依据的主要标准和技术文件。

A.2.3 试验目的

明确试验的目的。

A.2.4 试样技术状态

一般按以下要求明确试样的技术状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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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的组成和内容物的状态;
———因试验测试需要而带来的技术状态调整,包括增加或取消的零部(组)件、对试样进行的补加工

等,并给出对试验目的的影响;
———对于采用已开展过试验的试样,需给出该试样的“履历信息”,以判断是否满足试验要求。

A.2.5 试验项目及顺序

明确试验项目。试验项目不止一项时明确试验顺序。

A.2.6 试验条件

明确试验的环境条件、控制要求等,简要描述试验条件剪裁的原则或依据。

A.2.7 测试项目及要求

明确试验的测量项目及测量要求,一般包括:
———试验中的测试项目,如温度、应变、加速度等;
———测点布局;
———合理设置测量导线的敷设路径,避免与试件装配干涉;
———对粘接剂的涂覆范围进行控制,避免造成试件零件间的粘接;
———数据处理要求;
———数据采集频率要求(适用时)。

A.2.8 试验场地、仪器设备

明确试验地点、仪器设备要求,一般包括:
———试验地点;
———简述参试的主要试验仪器设备,一般包括仪器设备名称、型号、主要技术指标及测量不确定

度等;
———主要试验仪器设备及其技术指标与试验要求的符合性分析。

A.2.9 试验程序

明确试验的主要工作流程及步骤,一般包括:
———试验前的准备工作;
———试验件装配;
———试验前质量审核或评审;
———各项试验工作流程。

A.2.10 试验中断处理

明确试验中断条件及中断处理办法。

A.2.11 试验合格评定

根据试验类型,对应试验目的,给出详细的试验结果判据内容,一般包括试验加载、测试等试验实施

满足的要求。

11

GB/T43257.1—2023



附 录 B
(资料性)

质量工作计划

B.1 一般构成

质量工作计划的一般构成和编写顺序见表B.1。

表B.1 质量工作计划的一般构成和编写顺序

序号 内容

1 封面

2 签署页

3 目次

4

5

6

7

8

正文

第1章:主要依据

第2章:质量目标

第3章:质量保证组织及职责

第4章:试验质量管理

第5章:其他要求

9 附录

B.2 基本要求

B.2.1 主要依据

列出在质量工作计划中引用的有关文件,包括法规、合同、标准、研制任务书、质保大纲、质量管理体

系文件等。

B.2.2 质量目标

明确试验质量控制项目,一般包括:试验成功率、重要/关键数据采集率等。

B.2.3 质量保证组织及职责

明确在试验质量保证方面的组织网络,一般包括:
———组织关系的框图,相关单位(部门)行政与技术系统工作人员;
———简述相关单位(部门)、各级各类人员质量职责和权限。

B.2.4 试验质量管理

规定试验质量管理的要求,一般包括:
———试验前的质量策划,一般包括试验质量控制计划、试验状态检查表和操作规程等;
———产品装配、测试过程的质量控制要求,一般包括试样质量确认、准备状态检查、质量评审(审核)

等要求;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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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实施过程的控制要求,包括试验过程出现的试样技术状态控制等要求;
———试验数据记录、整理、分析和试验总结的要求。

B.2.5 其他要求

任务方提出的特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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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试 验 报 告

C.1 一般构成

试验报告的一般构成和编写顺序见表C.1。

表C.1 试验报告的一般构成和编写顺序

序号 内容

1 封面

2 签署页

3 目次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正文

第1章:引言

第2章:试验依据

第3章:试验目的

第4章:试样技术状态

第5章:试验项目与顺序

第6章:试验原理与方法

第7章:试验条件

第8章:试验场地、仪器设备

第9章:试验过程

第10章:试验结果

第11章:试验结论

15 附录

C.2 基本要求

C.2.1 引言

简述试验性质、试验日期、试验地点、试验过程等。

C.2.2 试验依据

列出试验任务依据的主要标准和技术文件。

C.2.3 试验目的

引述试验方案规定的试验目的。

C.2.4 试样技术状态

阐述试样最终技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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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43257.1—2023



C.2.5 试验项目与顺序

阐述试验项目与顺序。

C.2.6 试验原理与方法

简述试验原理、方法及试样安装状态等。

C.2.7 试验条件

引述试验大纲规定的试验条件与要求。

C.2.8 试验场地、仪器设备

简述试验场地及参试仪器设备的名称、型号、主要技术规格等。

C.2.9 试验过程

简述试验参试单位及试验过程,一般包括从试样装配、检测、试样预处理、试验实施、产品处置等事

件节点发生的时间、地点、事项描述等。

C.2.10 试验结果

给出试验加载及测试数据的提取与处理结果。

C.2.11 试验结论

依据试验方案给出试验是否合格的结论,如试验加载是否满足试验条件要求,获得的试验数据是否

完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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