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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到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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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山东计量测试学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亿福金业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国家黄金钻石制品质

量检验检测中心）、中宝正信金银珠宝首饰检测有限公司、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山东招金金

银精炼有限公司、山东恒银珠宝有限公司、山东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芳、刘海彬、刘雪松、王国鑫、李莉娜、邵文英、秦学敏、李桂华、李尚志、

丁志超、郭松庆、谢庆伟、王伟民。 



T/SSM XX—XXXX 

1 

硬足金饰品维氏硬度试验方法 

警告——使用本文件的人员需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

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硬足金饰品维氏硬度测定方法，维氏硬度压痕对角线的长度范围为0.020 mm~1.400 
mm。 
本文件适用于硬足金饰品维氏硬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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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340.1 金属材料 维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 4340.2 金属材料 维氏硬度试验 第2部分：硬度计的检验与校准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JJG 1059.1 测量不确定度与表示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定义。 

4 原理 

将顶部两相对面具有规定角度的正四棱锥体形状的金刚石角锥压头在一定的试验力作用下，压入试

样表面,保持规定时间后,卸除试验力,测量试样表面压痕对角线长度，根据对角线的长度可得到硬度值。 

5 试验条件 

试验在10 ℃~35 ℃室温下进行，对于温度要求严格的试验，室温应为23 ℃±5 ℃。如果在此温

度范围以外进行检验，则应在检验报告中注明。 

6 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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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氏硬度计：维氏硬度计及硬度计压痕测量装置应符合 GB/T 4340.1 中的规定。推荐的仪器设备工

作条件见附录 A.1 

7 样品制备 

7.1 贵金属饰品表面应平坦光滑，试验面上应无氧化皮及外来污物，尤其不应有油脂,除非在产品标

准中另有规定。试样表面的质量应保证压痕对角线长度的测量精度,建议试样表面进行表面抛光处理。 

7.2 制备试样时应避免由机加工步骤产生的任何损伤，如使由于过热或冷加工等因素对试样表面硬

度的影响减至最小。 

7.3 由于显微维氏硬度压痕很浅,加工试样时建议根据材料特性采用抛光/电解抛光工艺 

7.4 试验后试样背面不应出现可见变形压痕。试样最小厚度-试验力-硬度关系应符合GB/T 4340.1中
的规定。 

7.5 对于在曲面试样上试验的结果，应符合 GB/T 4340.1 中的规定。 

7.6 对于小截面或外形不规则的试样，可将试样镶嵌或使用专用试台进行试验。 

8 实验步骤 

8.1 检查维氏硬度计，确保硬度计各部件处于正常状态。 
8.2 使用 1.96 N 试验力进行测试。 
8.3 使用标准硬度块进行维氏硬度计的设备校准，确保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8.4 用夹具将样品固定，安放在样品台上，并使样品表面与压头轴线垂直。 
8.5 使用维氏硬度计上的物镜进行聚焦，直到试验人员可以清晰的看到硬足金饰品表面。在施加试

验力之前切换压头，找到最合适的位置进行硬度测试。 
8.6 使压头与样品表面接触，垂直于测试面施加试验力，加力过程不应有冲击和振动，直至试验力

施加至 1.96 N。从加力开始至全部试验力施加完毕的时间应不超过 10 s。 
8.7 压头下降速度应在 15 μm/s~70 μm /s。 
8.8 保持试验力 10 s，然后自动移除。 
8.9 对压痕的测量按 GB/T 4340.1 的规定进行。 

9 实验数据处理 

9.1 硬足金饰品采用九宫格取样方法，每个格内应至少选取 3 个不同位置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取其

平均值。 
9.2 数值修约规则按 GB/T 8170 执行；测试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10 测量不确定度 

如需要,一次完整的不确定度评估宜依照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 JJF 1059.1 进行评估。对于硬度试验,
可能有以下两种评定测量不确定度的方法: 
——基于在直接校准中对所有出现的相关不确定度分项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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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标准硬度块(有证标准物质)进行间接校准。 

11 实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试验对象； 
——本文件编号； 
——测试结果； 
——与基本分析步骤的差异； 
——观察到的异常现象； 
——试验日期。 
——试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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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推荐仪器设备工作条件及金刚石压头的说明 

A.1  仪器设备工作条件 

使维氏硬度计测定硬足金饰品硬度，仪器设备工作条件见表 B.1。 

表B.1 仪器设备参考工作条件 

工作参数 设定值 工作参数 设定值 

压力 1.96 N 保压时间 10 s 

压头下降速度 15μm /s~70μm /s —— 

A.2  金刚石压头的说明 

经验表明,许多起初良好的压头在使用了较短的时间以后就可能变劣。这是由于其表面上的小裂纹、

凹痕或其他缺陷所致。如果这样的缺陷能被及时发现,许多压头通过再次研磨可以重新修复,否则其表面

上任何小的缺陷会快速恶化并使压头报废。 
因此: 
a） 每天使用硬度计时,应通过目测检查标准硬度块上压痕的形状以监视压头的完好状态; 
b） 当发现压头有缺陷时压头的检验结果不再有效; 
c） 重新研磨的或用其他方法重新修理后的压头应重新进行检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硬足金饰品维氏硬度测试方法》(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硬足金饰品 维氏硬度测试方法》是由山东亿福金业珠宝首饰有限

公司等单位提出，计划于 2024 年 5 月向山东计量测试学会申报团体标准

的立项，6 月正式立项。该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可作为国家、行业标准规

范的补充，推进行业健康发展，解决市场的检测需求，规范市场秩序，逐

步优化产业链。 

2、主要工作过程  

第一阶段：立项通知下达后，山东亿福金业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01 月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并讨论了工作进度安排、任务分工及标准起

草的初步思路，启动标准的制定工作； 

第二阶段：主要工作为资料研究、现场考察，对山东省几家硬足金加

工企业进行系统调研，了解工艺技术要求，总结规范所需材料； 

第三阶段：在资料分析和现场调研的基础上，依据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形成标准的讨

论稿，并多次召开内部讨论会形成初稿； 

第四阶段：提交标准的征求意见稿，面向硬足金生产企业、检测技术

机构等单位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标准，形成标准送审稿。 



 

第五阶段：起草小组将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等汇总提交山东计量测

试学会。山东计量测试学会组织召开标准评审会。 

详细过程如下： 

2023 年 10 月，《硬足金饰品 维氏硬度测试方法》由山东亿福金业珠

宝首饰有限公司提出并牵头起草，计划报山东计量测试学会批准立项。 

2023 年 11 月，山东亿福金业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起草组成员孙芳等到

国家黄金钻石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中宝正信金银珠宝首饰检测有限公

司、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山东大学等与刘海彬、刘雪松、李莉

娜、王国鑫、邵文英、秦学敏、王伟明等就《硬足金饰品 维氏硬度测试

方法》相关技术问题和细节进行沟通和技术交流，建立初步的工作思路，

筹备组建《硬足金饰品 维氏硬度测试方法》标准起草组。 

2023 年 12 月，起草组成员山东亿福金业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孙芳，国

家黄金钻石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刘海彬、刘雪松一行，到山东招金金银

精炼有限公司与李尚远、丁志超，山东恒银珠宝有限公司郭松庆、谢庆伟，

就标准编写内容进行现场调研和技术细节及难点探讨，形成标准编写思

路。 

2024 年 3 月，与国家黄金钻石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刘海彬、刘雪

松，中宝正信金银珠宝首饰检测有限公司邵文英、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

限公司秦学敏等，进一步对标准起草组提出的意见进行补充和完善，形成

标准的初稿。 



 

2024 年 4 月，山东亿福金业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召集标准参与单位：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国家黄金钻石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中宝正

信金银珠宝首饰检测有限公司、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山东招金

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山东恒银珠宝有限公司、山东大学，召开视频会议进

行标准的修改和内容的补充。 

2024 年 5 月，向山东计量测试学会申报团体标准的立项，6 月正式立

项。 

2024 年 10 月，编制出《硬足金饰品 维氏硬度测试方法》征求意见

稿及编制说明，向社会征集意见。 

3、协作单位和主要分工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国家黄金钻石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中

宝正信金银珠宝首饰检测有限公司、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山东

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山东恒银珠宝有限公司、山东大学等。 

序号 任务分工 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人 

1 

起草标准文本、编写编

制说明、工作组内工作

协调、与标委会沟通、

调研数据统计、标准技

术指标的拟定。 

山东亿福金业珠宝首饰有

限公司 

孙芳、 

王国鑫 

2 
提供技术资料，调研资

料收集、技术指标讨论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国

家黄金钻石制品质量检验

检测中心）、中宝正信金银

珠宝首饰检测有限公司、山

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

司、山东招金金银精炼有限

公司、山东恒银珠宝首饰有

刘海彬、刘雪

松、李莉娜、邵

文英、秦学敏、

郭松庆、谢庆

伟、王伟明 



 

限公司、山东大学。 

 

二、编制原则、主要内容  

1、编写原则 

本标准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起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规定，坚持科学

适用、需求导向和可操作性原则。标准内容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结构合

理、注重实效，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2、主要内容 

标准内容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原理、试验

条件、仪器设备、样品制备、实验步骤、实验数据处理、测量不确定度、

实验报告等方面的内容。说明如下：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硬足金饰品维氏硬度测定方法，维氏硬度压痕对角线的

长度范围为 0.020 mm~1.400 mm。 

本文件适用于硬足金饰品维氏硬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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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JJG 1059.1 测量不确定度与表示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定义。 



 

（4）原理 

利用仪器设备测量压痕两条对角线的长度，计算出维氏硬度。 

（5）试验条件 

  给出测试条件。 

（6）仪器设备 

给出维氏硬度计、压头等条件、参数等。 

（7）样品制备 

样品制备过程以及要求。 

（8）实验步骤 

规定了实验步骤。 

（9）实验数据处理 

规定了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 

（10）测量不确定度 

规定了两种评定测量不确定度的方法。 

（11）实验报告 

规定了报告的内容。 

三、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硬足金饰品作为一种足金品类，工艺有其特殊性，但关于检测维氏硬

度的标准暂时空白，缺乏相应的指导和规范。该团体标准的制定，是硬足

金标准的补充，填补硬足金饰品 维氏硬度测试方法的空白，可以指导和

规范硬足金饰品的检测技术。  

标准立足市场解决实际问题，对于规范市场秩序，逐步优化产业链，

推进行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营造黄金珠宝行业



 

良好的消费环境，促使行业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无。 

 

五、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与现行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八、实施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发布后，将在硬足金饰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及相关检测结构进行

宣贯、培训和推广使用，由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专家进行标准的宣

贯和讲解。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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