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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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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广东省电子信息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广东省电子信息行业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长虹 田宇 许晓民 孔德智 杨俊怡 苏少燕 李红梅 李阳 张洪彬 蔡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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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电路板南海诱发气候环境试验与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印制电路板南海诱发气候环境试验的场地、设施、装置、仪器、环境因素采样、试验

数据记录及评价等内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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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4-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术语 
GB 10593.2-9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参数测量方法 盐雾 
GB/T 8170  数值数据的修约 
GB/T 4677-2002 印制板测试方法 
GB/T 4207-2012 固体绝缘材料耐电痕化指数和相比电痕化指数的测定方法 
GB/T 1409-2006 测量电气绝缘材料在工频、音频、高频(包括米波波长在内)下电容率和介质损耗 

因数的推荐方法 
GJB 747-89 舰艇电气设备外壳基本技术要求  
GJB 4057-2000 军用电子设备印制板设计要求 
GJB 360A-96 电子及电气元件试验方法 
GJB 362B-2009 刚性印制板通用规范 
GJB 8893.2-2017 军用装备自然环境试验方法 第4部分：户外大气自然环境试验 
GJB 8893.3-2017 军用装备自然环境试验方法 第5部分：棚下大气自然环境试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环境因素  environmental factor 

产生如热、振动等环境条件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影响因素。这种影响因素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

综合的。 

诱发环境因素 induced environmental factor 

任何人为活动、平台、其它设备或设备本身产生的局部环境因素。 

诱发气候环境 induced climate environmental 

任何人为活动、平台、其它设备或设备本身产生的局部气候环境，本标准中主要指设备内部的温度、

相对湿度以及盐雾沉降率。 

诱发气候环境试验  induced climate environmental test 

将试验样品放置于诱发气候环境中，确定诱发气候环境对综合影响的环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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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目的 

4．1  积累印制电路板的南海诱发气候环境适应性数据。 
4．2  印制电路板材料与防护工艺环境适应性优选与验证。 
4．3  研究印制电路板在南海诱发气候环境中的变化规律。 
4．4  为进行南海诱发气候环境中印制电路板失效原因分析、产品存在的急待解决问题的专项研究。 

5 总体要求 

5．1  试验场地 
5．1．1  户外暴露场 
5．1．1．1  应建在代表典型南海区域气候条件的自然环境试验场内，场地周围应有围墙或栅栏，并设

有防雷、防火、防爆、防静电、防盗和保密等安全设施。 
5．1．1．2  暴露场地应平坦空旷，场地四周建筑物或障碍物至暴露场边缘距离，至少是建筑物或障碍

物高度的三倍以上，以避免建筑物或树等障碍物遮挡试验样品，影响大气腐蚀性介质传播。 
5．1．1．3  除另有规定外，暴露场周边2km内不应有影响试验结果的工业污染源存在。 
5．1．1．4  暴露场地面无积水，并保持该地区的自然植被状态或铺设草坪，草高不超过0.2m。 
5．1．2  棚下暴露场 
5．1．2．1  试验棚的墙壁和门做成百叶窗式（如图1所示），外侧均匀涂覆白色油漆，外侧向上倾斜，

内侧向下倾斜。 
5．1．2．2  气候环境条件等级相当于GJB 2770规定的K4级（K4级包括部分直接与户外大气相通的场

所，一般规定高温为40℃，低温为-25℃，相对湿度为10%～80%）。 
 
 
 
 
 
 
 
 
 
 
 
 
 
 
 
 

 

1——平顶屋顶；2——百叶窗；3——门；4——地坪 
图1 百叶箱式试验棚示意图 

 
5．1．2．3  试验棚设置在暴露场内或紧靠暴露场地的同一平面，周围应空旷，10m之内不应有障碍物。 
环境因素监测场（点）应设在试验棚内紧靠试验区的地方。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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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试验设施 
5．2．1  户外封闭试验箱 
5．2．1．1  结构 
户外封闭试验箱由箱体与样品框架两部分组成。其结构一般如图2所示，具体要求下： 
a）箱体：满足GJB747-89《舰艇电气设备外壳基本技术要求》中户外全封闭式防护结构要求，不允许

有任何通风孔或其它开口，盖门用橡胶垫密封； 
b）样品框架：用于试验样品安装，可灵活在支架上固定或取下。 

         

图2 户外封闭试验箱示意图 

5．2．1．2  技术要求 
5．2．1．2．1  制作户外试验箱体与样品框架的材料应耐大气腐蚀，且不会对试验样品产生影响。箱

体推荐选用涂镀层保护的钢材或不锈钢制作，样品框架推荐选用不锈钢、铝合金或者硬塑料制作。 
5．2．1．2．2  样品框架应牢固、坚实，确保试验样品不摇摆或移动。 
5．2．2  棚下通风试验箱 
5．2．2．1  结构 
棚下通风试验箱由箱体与样品框架两部分组成。其结构一般如图3所示，具体要求下： 

   
图3 棚下通风试验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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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箱体：满足GJB747-89《舰艇电气设备外壳基本技术要求》中室内防滴式防护结构要求，可在底部

开通风孔及侧面安装百叶窗； 
b）样品框架：用于试验样品安装，可灵活在支架上固定或取下。 
5．2．2．2  技术要求 
5．2．2．2．1  制作棚下通风试验箱体与样品框架的材料应耐大气腐蚀，且不会对试验样品产生影响。

箱体推荐选用涂镀层保护的钢材或不锈钢制作，样品框架推荐选用不锈钢、铝合金或者硬塑料制作。 
5．2．2．2．2  样品框架应牢固、坚实，确保试验样品不摇摆或移动。 
5．2．2．2．3  除非另有规定，棚下试验箱应距地面、屋顶、四周墙壁至少0.5m。 
5．2．3  棚下封闭试验箱 
5．2．3．1  结构 
棚下封闭试验箱由箱体与样品框架两部分组成。其结构一般如图4所示，具体要求下： 
a）箱体：满足GJB747-89《舰艇电气设备外壳基本技术要求》中全封闭式防护结构要求，不允许有任

何通风孔或其它开口，盖门用橡胶垫密封； 
b）样品框架：用于试验样品安装，可灵活在支架上固定或取下。 

 

图4  棚下封闭试验箱示意图 
5．2．3．2  技术要求 
5．2．3．2．1  制作棚下封闭试验箱体与样品框架的材料应耐大气腐蚀，且不会对试验样品产生影响。

箱体推荐选用涂镀层保护的钢材或不锈钢制作，样品框架推荐选用不锈钢、铝合金或者硬塑料制作。 
5．2．3．2．2  样品框架应牢固、坚实，确保试验样品不摇摆或移动。 
5．2．3．2．3  除非另有规定，棚下试验箱应距地面、屋顶、四周墙壁至少0.5m。 
5．3  环境监测设备 
5．3．1  试验箱诱发环境监测设备要求可参见表1： 

表1 试验箱诱发环境监测设备要求 

仪  器 
要   求 

范  围 精 确 度 

纽扣式温湿度记录仪 -20℃～+85℃ ±0.5℃ 

盐雾采样瓶 1000ml / 

分光光度计 
透过率：0～100% ±0.5% 

吸光度：0～1.999 ±0.5 

离子色谱仪 测量范围：0-15000μS/cm 0．00238nS 

光电天平 测量范围：0g ～200g ±0.1mg 

电热干燥箱 最高温度：30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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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环境监测设备检定 

监测设备应严格按检定周期进行检定（校准），周期可参见表2。 

表2 环境监测设备检定(校准)周期 

仪 器 检定（校准）周期 

纽扣式温湿度记录仪 1 年 

盐雾采样瓶 1 年 

分光光度计 1 年 

离子色谱仪 1 年 

光电天平 1 年 

电热干燥箱 2 年 

 

6  试验样品 

6．1  类型 
试验样品分为以下两类： 
a) A类试验样品：专门制备的材料和工艺标准试验样品，优选不同材料或工艺时推荐使用； 
b) B类试验样品：装备实际使用产品，考核产品实际防护设计时推荐使用。 
 
6．2  形状和尺寸 
6．2．1  A类试验样品 
A类试验样品可分为电气性能试验样品、剥离强度试验样品、非支撑孔与表面安装盘粘合强度试验样品

以及基材性能试验样品。除非另有规定，各类样品规格与设计如下： 
a）电气性能试验样品规格宜为100mm×50mm，表面布线设计如下图所示： 

 

图 5  电气性能试验样品设计示意图 

b）剥离强度试验样品规格宜为100mm×25mm，表面布线设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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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剥离强度试验样品设计图（导线剥离强度） 

c）非支撑孔与表面安装盘粘合强度试验样品规格宜为 60mm×60mm，表面布线设计如下图所示： 

 
图 7  非支撑孔与表面安装盘粘合强度试验样品设计图 

 
d）基材性能试验样品规格宜为 100mm×50mm，并去除表面覆铜层，具体设计如下图所示： 

 
图8  基材性能试验样品样品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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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B类试验样品 
B类试验样品可为装备用全尺寸印制电路板产品，或全尺寸印制电路板上按事先确定的方案截取的部分

样品。 
6．3  表面状态 
试验样品的表面状态应与实际使用状态保持一致或相近，同批试验样品应具有相同的表面状态。除有预

制缺陷要求的试验样品外，表面应无划痕、裂纹、剥离、结疤、压凹痕等明显缺陷。根据试验需要也可

选择其它的表面状态。 
6．4  制备/抽样 
6．4．1  A类试验样品，除特殊要求外，应在同种工艺条件下一次制备。 
6．4．2  B类试验样品应在同批合格产品中随机抽样。 
6．4．3  空白样品，在同批试验样品中随机抽取。 
6．4．4  参比样品，选择技术参数已知的材料，按照试验样品形似的尺寸、形状进行制备。 
6．5  数量 
6．5．1  A类平行试验样品的数量通常为奇数，一般应不少于三件。 
6．5．2  B类试验样品的数量至少为三件，根据试验目的、试验周期、产品尺寸、价值、制作难易程

度等确定。 
6．5．3  对于每一项破坏性检测项目，A类试验样品数量应不少于每组平行试样数量与检测次数的乘

积。 
6．5．4  试验过程中，为了满足性能对比和参照的要求，除试验样品外还应准备空白样品和参比样品。

空白样品与试验样品相同，一般每一类试验样品应预留一件～三件。参比样品一般按试验样品的尺寸、

形状和数量准备至少三件。 
6．6  包装和运输 
6．6．1  试验样品运往试验或检测地点时，应按规定进行包装，填写装箱单，避免粗暴装卸。 
6．6．2  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对试验样品造成损伤、污染或其它影响。 
6．7  样品保存 
试验前，试验样品和参比样品应保存在温度低于30℃，相对湿度低于70％的洁净室内环境下，保存期原

则上不超过三个月。空白样品推荐存放于干燥器中或密封于有干燥剂的塑料袋中。 

7 诱发环境因素监测 

7．1  环境因素 

本部分涉及的环境因素是指试验箱内诱发环境因素。 

7．2．环境因素监测设备的安装要求 

7．2．1  纽扣式温湿度记录仪中的传感器应尽量安装在试验箱中心位置附近，与试验样品互不影响，

且便于监测和读取数据操作。 

7．2．2  对于棚下通风试验箱，盐雾采样瓶可放置在试验箱底部中心位置，与试验样品及纽扣式温湿

度记录仪的传感器互不影响，且便于监测和读取数据操作。 

7．2．3  对于棚下封闭与户外封闭试验箱，由于盐雾采样瓶会显著影响试验箱内部诱发湿度环境，因

此应放置在单独的试验箱内，与试验样品及纽扣式温湿度记录仪的传感器隔离。 

7．3  监测项目及测定方法 

为了合理评价试验结果，应通过监测来描述的试验箱内的诱发环境条件。推荐监测空气温度、相对湿度

以及盐雾沉降率，相应的监测方法可参考附录A与附录B的有关章条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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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监测仪器及要求 

监测仪器应符合本标准中表1、表2的要求。 

8 试验开始时间和试验周期 

8．1  试验开始时间 

试验开始时间取决于试验目的和试验样品类型。由于短期试验结果会受到试验开始时间或季节的影响，

因此，通常推荐在腐蚀性最高的季节开始试验。一般推荐为每年的4月～5月或9月～10月开始进行，也

可根据委托方的相关技术要求或文件规定确定试验开始时间。 

8．2  试验周期 

试验周期因试验目的、试验类型、试验方式、试验样品的不同而异，一般推荐为1a、2a、3a、5a、10a、

15a、20a，也可根据委托方的相关技术要求或文件规定确定试验周期。 

9 试验程序 

9．1  试验前准备 

9．1．1  试验样品验收 

应及时对到达试验站的试验样品办理交接手续，确认试验样品类型、种类、数量、编号与装箱单是否一

致。交接单经双方确认后签字，试验方和委托方各保存一份。 

9．1．2  试验样品标识 

试验样品采用人工统一标识，也可采用条形码标识，主要内容应包括样品种类、试验站、试验方法、试

验周期、试验样品序列号等。标识应标记在不会对试验造成影响的部位，并确保在试验过程中清晰可辩。

对于正、反面状态相同的试验样品，应注明暴露面。 

9．1．3  初始检测 

试验前，应根据试验样品种类及检测项目要求进行外观、机械性能、电性能等原始数据检测，其中： 

a）A类样品中，电气性能试验样品的连通性初始测试可参照GB/T4677-2002 6.22中的有关要求进行； 

b）A类样品中，电气性能试验样品的非连通性初始测试可参照GB/T4677-2002 6.21中的有关要求进行； 

c）A类样品中，电气性能试验样品的介质耐压性能初始测试可参照GJB360A-96 方法301中的有关要求进

行； 

d）A类样品中，剥离强度试验样品初始测试可参照GB/T4677-2002 7.1.1中的有关要求进行； 

e）A类样品中，非支撑孔与表面安装盘粘合强度试验样品初始测试可参照GB/T4677-2002 9.2.4与

GJB362B 4.8.5.4.1及其附录A中的有关要求进行； 

f）A类样品中，基材性能试验样品的弓曲和扭曲性能可参照GB/T4677-2002 7.3中的有关要求进行； 

g）A类样品中，基材性能试验样品的电容率和介质损耗因数可参照GB/T 1409-2006 中的有关要求进行； 

h）A类样品中，基材性能试验样品的CTI性能可参照GB/T4207-2012中的有关要求进行； 

i）B类试验样品的初试根据委托方的相关技术要求进行测定。 

检测结束后，所有测试结果应记录在试验样品检测记录表中，记录表格式要求可参见附录C。 

9．2  试验实施 

9．2．1  试验样品安装 

根据试验箱的种类，按下列规定进行安装： 

a）户外与棚下封闭试验箱内样品，将测试面朝上平放在样品框架上，用塑料线进行固定； 

b）棚下通风试验箱内样品，将在吊挂在样品框架上，用塑料线进行固定。  



T/GDEIIA 1—2020 

9 

9．3  中间检测 

试验期间，应按照试验大纲或研究方案的要求，根据规定的检测周期进行试验样品外观及性能的检测，

具体测试要求可参考本标准第9.1.3节，检测结束后将结果记录在试验样品检测卡中，记录卡格式要求

可参见附录B。 

9．4  试验中断 

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试验应主动中断，待试验条件正常后，及时恢复试验。试验中断的时间应在

试验报告中注明。 

9．5  试验终止 

试验终止一般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a) 达到预定的试验周期； 

b) 性能检测结果不符合本标准附录D推荐的评价指标范围或超出其它预先约定的范围；  

c) 试验样品已损坏，无法满足性能检测要求； 

d) 不能满足安全要求，或存在不可控的安全隐患； 

e) 因不可抗力，无法正常试验； 

f) 标准和技术文件规定的其它终止判据。 

9．6  最终检测 

试验期满，应对试验样品作最后检测，具体测试要求可参考本标准第9.1.3节。如果试验期未满，试验

样品的某种性能检测值不符合本标准附录D推荐的评价指标范围，则本次检测应作为最终检测。 

9．7  试验后处理 

试验样品的回收及销毁应分级管理。对型号试验样品通常应在试验前制定相关文件，试验后严格按要求

进行处理。其它试验样品可由试验双方协商解决，一般试验结束后3个月，试验方可单独处理。 

10 试验记录 

10．1  环境因素记录 

试验实施过程中，应对试验箱体内部诱发环境温度、相对湿度以及盐雾沉降率进行监检测和记录。 

10．2  试验样品检测记录 

每一件试验样品都应有完整的检测记录，包括初始检测记录、中间检测记录、最终检测记录。记录表格

式参见附录C。 

10．3  运行记录 

应对试验运行情况进行记录，主要包括：  

a) 观测或检测时间、中断与复位时间、试验样品名称、架位、数量、检测项目等； 

b) 试验中发生的异常现象及处理结果； 

c) 试验设施和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及其故障的处理； 

d) 其它事项。 

11 数据处理、评价及结果表述 

试验过程中应及时对各类检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按试验大纲或研究方案的要求进行结果表述与评

价，并应用一些约定的图表形式清晰描述主要性能的变化趋势。A类试验样品的各种性能检测值的评价

标准，可参见本标准附录D推荐的评价指标；B类试验样品的各种性能检测值的评价标准一般根据委托方

的相关技术要求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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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生试验样品的某种性能检测值不符合本标准附录D推荐的评价指标范围，则分析影响试验样品环境

失效或产生故障的主要原因，并给出试验结论。 

12 试验报告 

试验结束应出具试验报告，试验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a) 试验名称； 

b) 试验目的； 

c) 试验内容； 

d) 试验时间； 

e) 试验条件(包括试验场地、环境条件、试验设施、试验角度等)； 

f) 试验仪器与设备 

g) 试验方法及标准；  

h) 试验样品信息（包括试验样品类型、制备方法、形状、尺寸、表面初始状态等）； 

i) 性能检测方法、评价方法及标准； 

j) 试验中断及处理； 

k) 试验结果与分析； 

l) 试验结论； 

m) 编制、审核和审批签字； 

n）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GDEIIA 1—2020 

11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温度与相对湿度自动监测方法 

A.1 监测参数 

自动连续监测温度与相对湿度。 

A.2 仪器 

DS1923纽扣式温湿度记录仪，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纽扣式传感器、读卡器以及控制软件。 

A.3 安装 

a) 纽扣式传感器应尽量安装在试验箱中心位置附近，与试验样品互不影响，且便于监测和读取数

据操作。 

b) 对于棚下通风试验箱，纽扣式传感器可与盐雾采样瓶放置在同一个试验箱体内； 

c）对于棚下与户外封闭试验箱，纽扣式传感器不可与盐雾采样瓶放置在同一个试验箱体内。 

A.4 监测程序 

A.4.1 软件参数设置 

开启计算机，点击屏幕上纽扣式温湿度记录仪控制软件开启图标，按照《DS1923纽扣式温湿度记录

仪软件使用说明》进行数据测量时间间隔、数据输入储存路径等参数的设置。 

A.4.2 一般操作 

开启传感器：将纽扣式传感器与读卡器连接，按照《DS1923纽扣式温湿度记录仪软件使用说明》中

的操作步骤开启传感器，此时传感器进入开启状态，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间隔自动测量并储存周围环境

的温湿度数据； 

读取传感器数据：将纽扣式传感器与读卡器连接，按照《DS1923纽扣式温湿度记录仪软件使用说明》

中的操作步骤读取传感器，传感器内储存的温湿度数据将自动输入到计算机内预先设置的路径中； 

清空传感器数据：将纽扣式传感器与读卡器连接，按照《DS1923纽扣式温湿度记录仪软件使用说明》

中的操作步骤清空传感器，传感器内储存的温湿度数据将自动清除； 

关闭传感器：将纽扣式传感器与读卡器连接，按照《DS1923纽扣式温湿度记录仪软件使用说明》中

的操作步骤关闭传感器，此时传感器进入关闭状态，不再进行数据测量与储存。 

A.5 数据记录和处理 

A.5.1 数据保存 

传感器内储存的温湿度数据自动输入到计算机内预先设置的路径中后，将在该路径下生成相应文

件，该文件可用Excel软件打开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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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 数据查询 

用Excel软件打开相应文件，可见该文件内有两列数据，其中第一列为测量时间数据，第二列为测

量值数据。将第一列数据与第二列数据对应，可查询所需时间段下的温湿度数据。 

A.5.3 数据统计 

可用Excel软件自带的函数工具，对整个测量时间段内的温湿度数据极值、平均值以及出现时间进

行统计。 

A.5.4 数据图 

可用Excel软件自带的绘图工具，绘制整个测量时间段内的温湿度数值与时间的关系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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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盐雾沉降率的测定 

方法一 用离子色谱法测定水样中的氯离子浓度，按HJ/T84-2001进行。 

方法二 用湿烛法连续采样测定氯离子的沉降率，方法如下。 

B.1 范围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诱发环境下盐雾沉降率的测定。 

B.2 采样和分析原理 

根据盐雾在大气中能随风飘流又能自然沉降的现象，盐雾沉降率测量用湿纱布法采样，让盐雾沉降

在具有较强吸湿性的采样器纱布上。当沉降一定时间后，将沉降有盐分的纱布放入去离子水中，即达到

了采样目的。 

B.3 试剂 

B.3.1 硫氰酸汞［Hg(SCN)2］溶液 

称取2.5gAR级硫氰酸汞置于1000ml75%乙醇中，摇匀，静置24h备用。 

B.3.2 硫酸铁铵溶液 

称取100gAR级硫酸铁铵[FeNH4(SO4)2·12H2O]3置于1000mL烧杯中，先加入少量去离子水，在搅拌情

况下慢慢加入380mLAR级硝酸中，然后转入1000mL容量瓶中，用去离子水稀释至刻线成10%硫酸铁铵溶液。 

B.3.3 标准氯离子溶液  

称取在105℃干燥2小时后的氯化钠1.6484g，溶解于水，移入100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

此溶液氯离子浓度［CL
-
］=1000mg/L的储备液，再从中取10mL稀释至1000mL，得［CL

-
］=10mg/L的标准

液。 

B.4 采样前准备 

B.4.1 纱布准备 

测沉降率用纱布选用宽6厘米（cm）的医用绷带纱布，剪成长12 cm两块，带有尖角的长37 cm两块，

经去离子水反复漂洗后再用去离子水煮沸两次，每次15分钟然后用长方形纱布包在事先清洗干净的玻璃

试管上，两块带尖角的纱布包在其外，再用细线轻扎几圈，尖角待采样时通过清洗干净的小玻璃管放入

去离子水中。 

B.4.2 采样瓶准备 

选用500ml广口瓶，先用水洗刷，除去杂质和污物，然后在洗液中浸泡清洗，再用去离子水清洗三

次以上，最后装入400mL去离子水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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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 橡皮塞处理 

用去离子水清洗橡皮塞。 

B.4.4 调整灯芯高度 

把试管插入橡皮塞中，使试管暴露在外高度为12.7厘米（试管顶端到橡皮塞顶端的距离），再用去

离子水清洗试管； 

B.5 安装与采样 

a)  安装时纱布不允许与广口瓶外表面及橡皮塞等相碰； 

b)  安装后将暴露在外的纱布先用干净塑料袋罩起扎紧，以防污染，待采样时再打开罩袋； 

c)  采样时，记下开始采样的时间（年、月、日、时），采样周期为1个月，必须保证采样可靠； 

d)  对于棚下通风试验箱，盐雾采样瓶可与纽扣式传感器放置在同一个试验箱体内； 

e） 对于棚下与户外封闭试验箱，盐雾采样瓶不可与纽扣式传感器放置在同一个试验箱体内。 

B.6 分析 

取8个50mL的容量瓶（比色管），按表B.1配制标准列； 

表 B.1  氯离子标准色列 

管号 0 1 2 3 4 5 6 7 
氯离子标准溶液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氯离子含量 mg 0 0.2 0.4 0.6 0.8 1.0 1.2 1.4 
硫酸铁铵溶液 mL 5 5 5 5 5 5 5 5 
硫氰酸汞 mL 4 4 4 4 4 4 4 4 
蒸馏水稀释至 50mL 41 40 39 38 37 37 36 35 
用最小二乘法计算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 

 abxy +=  ..................................... (B.1) 

式中： 

y ——（A-A。）标准溶液吸光度A与试剂空白液吸光度A。之差； 

x —— 氯离子含量，mg； 

a、b —— 常数。 

B.6.1 采样样液处理： 

a) 将采样装置取回，记下取回时间（年、月、日、时）； 

b) 用镊子和剪刀，把纱布从橡皮塞底下抽出，放入干净的烧杯中，用少量去离子水清洗纱布，用

带有滤纸的漏斗过滤，清洗2~3次。（几次清洗的总去离子水量不超过100 mL）。 

c) 将清洗后并过滤的去离子水溶液倒入采样溶液中，摇匀，倒500 mL的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若

采样溶液过多，可稀释到10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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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从稀释后的容量瓶中吸取10 mL的采样溶液移入50mL容量瓶中，样品中加入5mL硫酸铁铵溶液，

摇匀，硫氰酸汞4mL，摇匀，加水至刻度摇匀。在波长463nm下，用光程长20mm的比色皿，以水为参比，

测定吸光度。 

B.7 计算 

 
tS

CVRCL ⋅
=− 56.433  .................................. (E.2) 

式中：  

RCL
-
——氯离子沉降率，mg/m

2
h； 

C ——样品管中氯离子含量，（mg/L） ； 

V ——样品溶液总体积，毫升（mL）； 

S ——纱布面积暴露面积（cm
2
）； 

T ——采样时间，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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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检测记录表格式 

表 C.1  检测记录表 

样品名称     型号规格   序  号  

检测设备  型号规格  
计    量 

 有 效 期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环境条件 温度：                  湿度：                       气压： 

样品编号 
检测结果 

    

     

     

     

     

     

     

     

     

     

     

     

     

检测者：                 检测日期：                    审核者：               审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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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印制电路板耐南海诱发气候环境性能评价指标 

表 D.1  A类印制电路板样品耐南海诱发气候环境性能评价指标推荐表 

测试项目 样品制备 测试方法 推荐评价指标 

连通性 参见本标准中的图5 GB/T4677-2002 6.22 电路电阻≤4mΩ/mm 

非连通性 参见本标准中的图5 GB/T4677-2002 6.21 相互隔离的电路间电阻≥2MΩ 

介质耐压 参见本标准中的图5 GJB360A-96 方法301 无火花、放电或击穿现象 

剥离强度 参见本标准中的图6 GB/T4677-2002 7.1.1 

剥离强度（铜箔厚度＞35μm）≥

1.4N/mm； 

剥离强度（铜箔厚度=35μm）≥

1.1N/mm； 

非支撑孔与表面

安装盘粘合强度 
参见本标准中的图7 

GB/T4677-2002 9.2.4 

GJB362B 4.8.5.4.1及其

附录A 

粘合强度≥345N/cm
2
 

弓曲和扭曲 参见本标准中的图8 GB/T4677-2002 7.3 
用于表面安装的样品≤0.75%； 

不用于表面安装的样品≤1.5% 

CTI性能 参见本标准中的图8 GB/T4207-2012 与委托方约定 

电容率和介质损

耗因素 
参见本标准中的图8 GB/T1409-2006 与委托方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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