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TM G154 非金属材料荧光紫外曝露 

 

1.适用范围 

1.1 本标准的内容包括紫外荧光试验的基本原理和操作程序。试验利用紫外荧光和水来模拟一种老化效果，即材

料在实际使用中曝露于太阳光（直接照射或透过玻璃）和潮气（雨或露）时所发生的老化现象。 

1.2 样品曝露于环境条件得到控制的荧光紫外灯下。本标准中给出了不同类型的紫外荧光光源。 

2.方法概述 

2.1 在受控的环境条件下，将样品曝露于光照和潮湿的重复循环作用下。 

2.1.1 潮湿通常通过水蒸气在样品表面冷凝或向样品表面喷洒软化去离子水实现。 

2.2 曝露条件可能会因以下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2.2.1 紫外灯 

2.2.2 紫外灯的辐照水平 

2.2.3 提供潮湿的方式 

2.2.4 曝露于光照和潮湿的时间 

2.2.5 光照时的温度 

2.2.6 潮湿时的温度 

2.2.7 光照/黑暗周期进行的周期数 

2.3 同一型号试验设备得出的试验结果不宜进行比较，除非针对被测材料进行了设备间重现性验证试验。 

2.4 不同型号试验设备得出的试验结果不宜进行比较，除非针对被测材料已经确定了不同设备间的相关性。 

3.测试应用 

3.1 本试验设备在最终使用环境（包括太阳光紫外部分的影响、潮湿和热）中所产生的性能变化。这种曝露可能

包括向样品表面引入潮湿。这种曝露试验方法 

不模拟一些地方气象因素造成的破坏，如大气污染、生物、盐水等，但可以模拟太阳光穿过玻璃的情况。一般情

况下，这些曝露方法都包括以凝露方式出现的潮湿对材料的影响。 

3.2 本标准中仅规定了试验参数的一些限定范围，而不是具体的某一数值，在这一范围内各参数值选择的不同，

会带来试验结果的不同。 

3.2.1 建议在进行试验时，同时曝露某种我们熟知其性能并能控制其性能的材料，作为一种标准或参比。建议每

种材料在每次试验时至少提供3件试样，以利于评价结果的统计。 

4.测试仪器 

4.1 实验室光源——光源为荧光紫外灯。很多种类的荧光紫外灯可用于本标准。不同荧光紫外灯光强和光谱的不

同会造成试验结果的很大不同。在检测报告中应详细描述所用荧光紫外灯的类型。不同的应用决定了该使用何种

灯。注：不要将不同类型的灯管混用。在荧光紫外试验箱中混用不同的灯管将会造成试样实际接收光的不均匀，

除非试验箱经过特殊的设计能够在此种情况下保证试样受光的均匀性。 

（很多荧光紫外灯会随使用明显老化。应遵循设备制造商的规定使用灯管以确保灯管所必须达到的辐照度。） 

4.1.1 制造商、灯管的种类、灯管的老化、试样与灯管之间的间距、试验箱内的温度和实验室室内温度等都会对

样品实际接收的辐照量产生影响。因此，建议使用辐照计来监控辐照能量。 

4.1.2 以下几个因素会影响荧光紫外灯管的光谱能量分布； 

4.1.2.1 某些灯管所用的玻璃的老化会造成透光度的改变。玻璃的老化会大大减少某些类型的灯管所发出的紫外

短波部分的透过率。 

4.1.2.2 灯管上沉积的灰尘会影响辐照量。 



4.1.2.3 所使用玻璃的厚度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紫外灯短波部分的透过量和 

4.1.2.4 磷涂层的均一性和耐久性。 

4.1.3 光谱辐照 

通过选择适当的光谱能量分布，可以得到荧光UVA 灯。通常我们将其定义为UVA-340 和UVA-351。340和351

这些数据表示不同类型灯管的最大发射的名义上的特征波长（nm）。340 和351 对应的实际上的最大发射发生

在343 和350nm 处。 

4.1.3.1 UVA-340，模拟太阳紫外辐照的光谱辐照。UVA-340 的主要用途是模拟太阳光紫外部分中的中短波长范

围。 

4.1.3.2 UVA-351，模拟太阳光紫外部分穿过窗玻璃后的光谱辐照。UVA-351 的主要用途是模拟经过窗玻璃过滤

后的太阳光紫外部分中的中短波长范围。 

4.2 仪器校准——为确保曝露相关仪器的标准性和准确性，应对相关仪器进行定期校准，以确定试验结果的重现

性。如有可能，校准应该能够追溯到国家或国际标准。校准方案和程序应该依据仪器制造商的指示。 

5.试样步骤 

5.1 标记每件试样，要求记号不易擦去或退色，不能标记在需检测的部位。 

5.2 确定需要检测的项目。试验前，依据试验双方所确认的ASTM 标准或其它国际标准对试样的适当性能进行检

测。 

5.3 试样的安装——安装上试样架时，要求试样不受任何应力。为确保曝露条件的均一性，试样架应该装满，如

果试样数不够，则用由耐腐蚀材料制作的空白板来填充。 

在对试样的外观和颜色变化进行评价时，应和保存在暗处的未进行曝露试验的留样进行比较来确定变化的程度和

等级。将同一样品的一部分用不透明物品遮盖来显示曝露效果的方法不推荐采用，因为虽然遮盖起来的部分没有

收到紫外光的影响，但其同样受到试验箱内温度和湿度等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会影响试验结果。 

5.4 曝露于试验条件下——选择适当的试验条件，并保证在规定试验时间内连续进行。试验期间停机维护设备和

中间样品检查的次数应该尽量少。 

5.5 样品位置调整——如果样品最边远处所接收的辐照量不少于曝露区域中央所接收辐照量的90％，则没有必要

对样品的位置进行定期调整。 

5.5.1 如果曝露区域边缘的辐照量为曝露区域中央辐照量的70～90％，则采用以下三种方法来进行试样位置的调

整。 

5.5.1.1 在曝露试验过程中定期调整样品的位置，以保证每件样品接收同样的辐照量。试样位置的调整方案应该

由相关方协商决定。 

5.5.1.2 只将样品放置在一定曝露区域内，这一区域内所接收的辐照量为最大辐照量的90％以上。 

6.测试方法 

QUV 紫外老化试验箱用于 ASTM G154 Cycle1 的测试方法： 

 

QUV 紫外老化试验箱用于 ASTM G154 Cycle2 的测试方法： 



 

QUV 紫外老化试验箱用于 ASTM G154 Cycle3 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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