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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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30367—2013《牙科学 陶瓷材料》,与GB30367—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3.1、3.2、3.3,2013年版的3.1、3.2、3.3);
———更改了陶瓷分类的描述(见表1、表A.1,2013年版的表1、表A.1);
———删除了要求中的“生物相容性”(见2013年版的5.5);
———增加了“收缩因子”表述的要求(见5.5);
———更改了对有多种色泽的瓷粉的取样的表述(见6.1,2003年版的6.1);
———删除了“采用γ能谱技术须注意排除干扰”(见2013年版的7.2.2);
———更改了可测量载荷范围(见7.3.2.1.1、7.3.3.1.1,2013年版的7.3.2.1.1、7.3.3.1.1);
———增加了跨距测量的精度(见7.3.2.1.2.1、7.3.2.1.2.2);
———将“挠曲强度试验固定装置”更改为“弯曲试验夹具”(见7.3.2.1.2,2013年版的7.3.2.1.2);
———对于薄试样,增加了对小厚度试样尺寸要求(见7.3.2.2.1.1);
———增加了试样打磨方向和打磨时机的建议(见7.3.2.2.1.1);
———试样制备增加了纵向研磨的建议,删除了“将试样在真空下和一个大气压的空气中至少各烧结

1次。”(2013年版的7.3.2.2.2);
———增加了公式(3)及注(见7.3.2.4.2);
———删除了由于试样尺寸的要求,对试样进行烧结的具体情况(见2013年版7.3.3.2.1);
———增加了可以对“烧制”试样进行测试的条件(见7.3.2.2.2、7.3.2.2.3、7.3.3.2.1、7.3.3.2.2);
———增加了“对于线胀系数不受多次烧制影响的材料,不必进行多次烧制”(见7.4.2);
———将热膨胀测量起始温度“从25℃开始”更改为“从25℃或50℃开始”(见7.4.3,2013年版的7.4.3);
———将线胀系数测量范围“25℃~500℃”改为“25℃~500℃或50℃~500℃”[见7.4.3、

7.4.4、8.2.2d),2013年版的7.4.3、7.4.4、8.2.2d)];
———试样的总表面积精度放宽,且从1个容器改为1个或多个容器(见7.6.4,2013年版的7.6.4);
———增加了计算公式(5)(见7.6.5);
———增加了冷却速度[见8.1.2a)];
———增加了对于需要进一步热处理的部分烧结陶瓷和玻璃陶瓷处理的建议(见8.1.3);
———增加了预成的陶瓷片或陶瓷块的计量单位的数量[见9.2.1e)];
———增加了部分烧结陶瓷材料的收缩因子[见9.2.2c)];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6872:2024《牙科学 陶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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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3年首次发布为GB30367—2013;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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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未包括对无生物危害的具体定性和定量的要求,但建议在评估可能的生物或毒理学危害

时,参见ISO10993-1和ISO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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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学 陶瓷材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牙科陶瓷材料的性能要求、建议,描述了相关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制作牙科固定全瓷和金属烤瓷修复体及修复装置的陶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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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1942 牙科学 名词术语(Dentistry—Vocabulary)
注:GB/T9937—2020 牙科学 名词术语(ISO1942:2009,MOD)

ISO3696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Waterforanalyticallaboratoryuse—Specification
andtestmethods)

注:GB/T6682—2008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ISO3696:1987,MOD)

ISO13078 牙科学 牙科炉 用独立热电偶测量温度的试验方法(Dentistry—Dentalfurnace—

Testmethodfortemperaturemeasurementwithseparatethermocouple)

ISO13078-2 牙 科 学 牙 科 炉 第2部 分:通 过 烧 结 上 釉 评 估 烧 结 炉 程 序 的 试 验 方 法

(Dentistry—Dentalfurnace—Part2:Testmethodforevaluationoffurnaceprogrammeviafiring
glaze)

ISO13078-3 牙科学 牙科炉 第3部分:采用单独热电偶测量评估高温烧结炉的试验方法

(Dentistry—Dentalfurnace—Part3:Testmethodfortheevaluationofhightemperaturesinteringfur-
nacemeasurementwithaseparatethermocouple)

3 术语和定义

ISO194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ISO和IEC在以下网址维护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
———ISO在线浏览平台:http://www.iso.org/obp;
———IEC电子开放平台(电子百科、电工百科):http://www.electropedia.org/。

3.1 材料

3.1.1
着(彩)色牙本质瓷 chromaticdentinceramic
色调(颜色)具有高强度或饱和度的牙本质瓷。

3.1.2
牙科陶瓷 dentalceramic
用于制作牙科修复装置和修复体的陶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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