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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护栏用连续热镀锌铝镁合金镀层钢带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路护栏用连续热镀锌铝镁合金镀层钢带（以下简称钢带）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代

号和牌号表示方法、订货内容、尺寸、外形、重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及质

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及城市道路用钢护栏，其他场所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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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日期的引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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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1-2010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247 钢板和钢带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GB/T 232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

GB/T 1839 钢产品镀锌层质量试验方法

GB/T 2975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20854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循环暴露在盐雾、“干”和“湿”条件下的加速试验

GB/T 17505 钢及钢产品 交货一般技术要求

GB/T 25052-2010 连续热浸镀层钢板和钢带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31439.1 波形梁钢护栏 第一部分：两波形梁钢护栏

GB/T 31439.2 波形梁钢护栏 第二部分：三波形梁钢护栏

GB/T 31447-2015 预镀锌公路护栏

GB/T 2694 输电线路铁塔制造技术条件

YB/T 4761 连续热镀锌铝镁合金镀层钢板和钢带

JT T 684-2007 钢构件镀锌层附着性能测定仪

3 术语和定义

3.1 热镀锌铝镁合金镀层 hot-dip zinc-aluminum-magnesium alloy coating（ZAM）

连续热镀锌铝镁生产线上，将经过预处理的钢带浸入熔融锌铝镁合金溶液中所得到的镀层。熔融锌

铝镁合金溶液中铝的质量百分比为 9～13 %、镁质量百分比为 2 %～4%、除锌以外的其他元素质量百分

比不大于 1 %、其余成分为锌。

4 牌号和代号表示方法

4.1 牌号命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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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带的牌号由产品用途代号、钢级代号、钢种特性和热镀代号（D）四部分构成，具体规定如下：

a） 用途代号：

1) SX：第一位字母S表示为结构用扁平钢材,第二位字母如果为X，则代表基板的轧制状态不

规定，此时X亦可省略；第二位字母如果为D，则代表基板为热轧基板；第二位字母如果为

C，则代表基板为冷轧基板；

2) HX：第一位字母H代表冷成形用高强度扁平钢材，第二位字母如果为X，则代表基板的轧制

状态不规定，此时X亦可省略；第二位字母如果为D，则代表基板为热轧基板；第二位字母

如果为C，则代表基板为冷轧基板；。

b） 钢级代号（或序列号）：

250～450：用3位数字代表钢级代号，为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

c） 钢种特性通常用1到2位字母表示，其中：

1) G表示钢种特性不规定；

2) LA表示钢种类型为低合金钢。

d） 热镀代号表示为D。

示例1： SX350GD：表示结构用普通碳素钢扁平钢材，基板的轧制状态不规定，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值为350 MPa，

成分为ZAM的热镀锌铝镁合金镀层产品。

示例2：HX380LAD：表示冷成形用高强度低合金扁平钢材，基板的轧制状态不规定，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值为380 MPa，

成分为ZAM的热镀锌铝镁合金镀层产品。

4.2 热镀锌铝镁合金镀层钢带及钢板的牌号

钢板及钢带的牌号、类型如表 1规定。

表 1 钢板及钢带的牌号、类型

牌号 钢种特性

SX250GD

SX280GD

SX320GD

SX350GD

SX450GD

结构钢

HX380LAD

HX420LAD
低合金钢

4.3 钢板及钢带的分类及代号见表 2。

表 2 钢板及钢带属性代号

分类项目 类别 代号

镀层种类 预镀锌铝镁合金镀层 ZAM

表面结构 普通锌花 N

表面处理 无铬钝化 CN

表面质量

普通级表面 FA

较高级表面 FB

高级表面 FC

5 尺寸、外形、重量

5.1 镀层钢带的规格厚度无特殊说明，为公称厚度，是基板厚度与镀层厚度之和。

5.2 通常情况下，镀层钢板及钢带经热镀，或热镀加光整后，按卷或板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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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镀层钢带通常按实际重量交货，钢板通常按理论重量交货，也可按实际重量交货；钢板理论重量计

算方法应与表3一致。

5.3.1 当基板的厚度允许偏差为对称公差时，理论重量计算时所采用的厚度为公称厚度。

5.3.2 当基板的厚度允许偏差为限定负偏差或限定正偏差时，理论重量计算所采用的厚度为允许的最大

厚度和允许的最小厚度的平均值。

5.3.3 理论重量计算时。镀层公称厚度的计算方法如下：

公称镀层厚度（μm）＝两面镀层公称重量之和（g/m2）/镀层密度 （g/cm3）

镀层密度： 5.80g/cm3

表3 钢板理论重量的计算方法

计 算 顺 序 计 算 方 法 结果修约

基板的基本重量(kg/mm·m2) 7.85(厚度1mm，面积1m2的重量) -

基板的单位重量(kg/m2)
基板基本重量(kg/mm·m2)×(订货公称厚度-公称镀层

厚度) (mm)
修约到有效数字4位

钢板的单位重量 (kg/m2) 基板单位重量(kg/m2) + 公称镀层重量(kg/m2) 修约到有效数字4位

钢

板

钢板的面积 (m2) 宽度(mm)×长度(mm)×10-6 修约到有效数字4位

1块板重量 (kg) 钢板的单位重量(kg/m2)×面积(m2) 修约到有效数字3位

单捆重量 (kg) 1块板重量(kg)×1捆中同规格钢板块数 修约到kg的整数值

总重量 (kg) 各捆重量(kg)相加 kg的整数值

6 技术要求

6.1 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6.1.1 镀层钢带的宽度、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25052 的规定。

6.1.2 镀层钢带的厚度公差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镀层钢带、钢板的厚度公差

公称厚度
平均镀层附着量

g/m
2 厚度公差mm

＜4.0mm 138
+0.05

+0.18

≥4.0mm 138
+0.05

+0.22

6.1.3 去镀层进行基板厚度检测时，基板实测最小厚度不小于公称厚度-0.05mm，平均应达到公称厚度

值。

6.2 化学成分

6.2.1 镀层板带钢基化学成分

（1）的化学成分（熔炼分析）规定值应符合表5的规定。

（2）钢板及钢带的成品基板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GB/T 22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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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钢基的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牌号
化学分析（熔炼分析）%（质量分数）不大于

C Si Mn P S Ti Nb

结构钢 0.20 0.6 1.4 0.045 0.045 — —

低合金钢 0.20 0.6 1.7 0.1 0.045 0.10 0.10

6.2.2 镀层化学成分

表 6 镀层合金化学成分

元素 Al% Mg% Zn 其他

含量 9～13 % 2 %～4% 余量 ≤1%

6.3 力学性能

a）镀层钢带的力学性能应分别符合表 7、表 8 的规定。除非另有规定，拉伸试样为带镀层试样。

b) 由于时效的影响，钢带的力学性能会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而改变，如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的

上升，断后伸长率的下降，成形性能变差等，建议用户尽早使用。

表 7 结构钢带的力学性能

牌号

上屈服强度
a，b

ReH/MPa

抗拉强度
c

Rm/MPa

断后伸长率 A80mm/%

（L0=80mm，b0=20mm）

不小于

SX250GD 250 330 19

SX280GD 280 360 18

SX320GD 320 390 17

SX350GD 350 420 16

SX450GD 450 510 14
a
屈服现象不明显时，采用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代替。

b
试样为 GB/T 228.1—2010 中的 P6 试样，试样方向为纵向。

表 8 低合金钢带的力学性能

牌号
a 下屈服强度

b，c

ReL/MPa

抗拉强度

Rm/MPa

断后伸长率 A80mm/%

（L0=80mm，b0=20mm）

HX380LAD 380～480 470～560 ≥19

HX420LAD 420～520 490～590 ≥17

6.4 外观质量

6.4.1 钢板及钢带表面不应有漏镀、镀层脱落、目视可见裂纹等影响使用的缺陷。不切边钢带边部允许

存在微小锌层裂纹和＜5mm非钝化边。

6.4.2 在连续生产过程中，钢带表面的局部缺陷不易发现和去除。因此，钢带允许带缺陷交货，但有缺

陷的部分不得超过每卷总长度的6%。

6.4.3 钢板及钢带按外观质量区分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 9 钢板及钢带按外观质量区分

级 别 特 征

FA
表面允许有缺陷，例如小颗粒、压印、划伤、凹坑、色泽不均、黑点、条纹、轻微钝化斑、镀层起伏等。

该表面通常不进行光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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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较好的一面允许有小缺陷，例如光整压印、轻微划伤、镀层起伏和轻微钝化斑；另一面应至少保持FA表

面。 该表面通常进行了光整处理。

FC
较好的一面必须对缺陷进一步限制，即较好的一面不应有影响高级涂漆表面外观质量的缺陷，并应有均

匀良好的镀层，另一面应至少保持FB表面。

6.5 镀层附着量与厚度

钢带单面镀层附着量及镀层厚度应不低于表 10 的规定要求。

表 10 单面镀层附着量与镀层厚度

代号
平均镀层厚度

μm

最低镀层附着量

g/m
2

最低镀层厚度

μm
ZAM 25 117 21

6.6 镀层附着性

6.6.1 冷弯法检测镀层附着性

钢带的镀层按表 11 规定进行横向 180°弯曲试验，距弯曲处边部 5mm 以外胶带粘接后撕下不允许

有锌层脱落，但允许出现不露钢基的镀层细微裂纹。

表 11 钢带弯曲试验直径

牌号
板厚t

/mm

180°弯曲试验

D：弯曲压头直径，t：钢板厚度

SX250GD
＜3.0 D=2t

≥3.0 D=2t

SX280GD
＜3.0 D=2t

≥3.0 D=3t

SX320GD 全部 D=3t

SX350GD 全部 D=3t

SX450GD 全部 D=4t

HX380LAD 全部 D=4t

HX420LAD 全部 D=4t

6.6.2 锤击法检测镀层附着性

锤击试验方法见 GB/T 2694 附录 B(热浸镀锌层附着试验 落锤试验方法)。锤击试验后,镀锌层不剥

离、不凸起,不应开裂或起层到用裸手指能够擦掉的程度。

6.7 镀层钢板及钢带耐腐蚀性能

6.7.1 镀层钢带的耐腐蚀性能

镀层带钢的耐蚀性应满足表12的规定。刻槽及切口盐雾试验样片尺寸及加工形状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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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镀层钢带耐盐雾试验要求

盐雾试验类别 无红锈时间/h

平面中性盐雾试验（pH=6.8－7.2） 4000

刻槽中性盐雾试验（pH=6.8－7.2） 3500

切口中性盐雾试验（pH=6.8－7.2） 3500

90 度弯折弧面中性盐雾试验（pH=6.8－7.2） 3500

6.7.2 焊接区域防腐处理及耐蚀性能

镀锌铝镁板带经过焊接，焊缝必须进行防腐处理。处理后中性盐雾耐蚀试验应保证无红锈时间达

到3000小时。

6.8 波形梁试样的耐腐蚀性能

镀层钢带在加工成护栏构件后，耐循环盐雾腐蚀性能以及耐自然暴晒性能应符合GB/T31447-2015

中5.6.2及5.6.3的要求。

7 试验方法

7.1 尺寸、外形

在正常光线下直接目测、借助几何量具观察

7.2 化学成分

7.2.1 基材化学成分

钢厂提供质量证明书，客户方认为有必要时，可在原料卷板上取样进行化学分析试验，试验

方法应执行 GB/T223、GB/T4336、GB/T20123、GB/T20125、GB/T20126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7.2.2 镀层材料的化学成分

客户方认为有必要时,可对镀层的化学成分进行检验。试验方法应按照GB/T 24514执行。

7.3 力学性能

钢厂提供质量证明书，客户方认为有必要时，可在原料卷板上取样进行力学性能试验，试验

方法应执行GB/T 228.1-2010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7.4 外观质量

在正常光线下直接目测或借助放大镜、几何量具观察。

7.5 附着量

镀层附着量应按照GB/T 1839执行。

7.6 附着性能

按照GB/T GB/T232或GB/T 2694 附录B执行。

7.7 耐盐雾腐蚀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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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盐雾试验按GB/T10125执行，耐循环盐雾试验按GB/T20854执行。

7.8 自然暴晒试验

将护栏产品安装在户外有交通流量的试验段上，安装方式参照实际应用情况，试验周期为 1

年，每月观察一次，并拍照存档；记录当地环境、气候、气象及车流量数据。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热镀锌铝镁合金镀层钢带及钢板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和检验类别见表 13。

表 13 检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章条号

试验方法

章条号

出厂检验

项目

型式检验

项目

1 外形尺寸 6.1 7.1 √ √

2 基板化学成分 6.2.1 7.2.1 √ √

3 镀层成分 6.2.2 7.2.2 〇 √

4 力学性能 6.3 7.3 √ √

5 外观质量 6.4 7.4 √ √

6 镀层附着量 6.5 7.5 √ √

7 镀层附着性
弯曲法 6.6 7.6 √ √

锤击法 6.6 7.6 〇 √

8 耐腐蚀性能

中性盐雾试验 6.7 7.7 〇 √

干湿循环盐雾试验 6.8 7.7 〇 √

耐自然暴晒性能 6.8 7.8 〇 √

注：√为检验项目；〇为可选项目

8.2 出厂检验

8.2.1 热镀锌铝镁合金镀层钢带及钢板应经生产单位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并附产品质量合格证。

8.2.2 热镀锌铝镁合金镀层钢带及钢板应按批检验，每个检验批由不大于 30 组吨的同一牌号、

同一炉号、同一锌层重量、同一厚度、同表面结构和表面处理的钢材组成，对于单个卷重

大于 30 吨的钢带，每卷作为一个检验批。

8.2.3 每批镀层钢板及钢带的检验项目、试样数量和取样方法应满足表 14 的规定。

表 14 钢板及钢带的检验项目、试样数量、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

检验项目 试样数量（个） 取样方法 取样位置

化学分析 1/炉 GB/T 4336 -

镀层附着性 1/批

GB/T 2975

试样位置距边部应不小于50mm

力学性能试验 1/批 试样位置距边部应不小于50mm

镀层附着量 1组3个/批
按图1所示，单个试样的面积不

小于5000mm2

外形尺寸 - - -

外观质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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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镀层重量试样的取样位置

b为钢板或钢带的宽度 单位为 mm

8.2.4 检验项目的复检和判定，按照 GB/T 17505 的有关规定执行。

8.2.5 如有某一项试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要求，则从同一批中再任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该不合格

项目的复验。复验结果（包括该项目试验所要求的所有指标）合格，则整批合格。复验结

果（包括该项目试验所要求的所有指标）即使有一个指标不合格，则复验不合格。

8.2.6 成分和力学性能检测结果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修约，修约规则应符合GB/T 8170的规定。

8.3 型式检验

8.3.1 型式检验为两年进行一次，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正式生产过程，如原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b）产品投产后恢复生产时

（c）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时。

8.3.2 判定规则：型式检验时，如有任一项指标不符合要求时，则应重新抽取双倍试样，对该指标

进行复验，复验结果仍然不合格时，则判该型式检验不合格。

9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9.1 钢带的包装、标志应符合GB/T 247的规定。如需方对包装有特殊要求，可在订货时协商。

9.2 热镀锌铝镁合金镀层钢带及钢板应贮存于通风、干燥、无酸碱及腐蚀性气体的空间内。

10 订货内容

10.1 按本文件订货的合同和订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

b) 标准编号；

c) 牌号；

d) 镀层种类及镀层附着量；

e) 表面质量；

f) 表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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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规格及尺寸精度；

h) 不平度精度；

i) 钢卷内径；

j) 重量；

k) 包装方式；

l) 其他特殊要求。

10.2 如订货合同中未注明，则按普通的尺寸（厚度、宽度）精度和不平度精度、表面质量级别为

FB，表面处理为无铬钝化 CN，钢卷按 610 mm 内径供货，并按供方提供的包装方式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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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A.1 切口盐雾试验加工样片

切口盐雾样片尺寸见图A1，样板尺寸为标准盐雾样板75mm*150mm，样板包边处理。样板中间开孔，

尺寸为10mm*75mm。

150

75

75

1075

图A1

A.2 刻槽盐雾试验加工样片

刻槽盐雾样片尺寸见图A1，样板包边处理。样板上刻槽，刻槽长度至少50mm，刻槽宽度2mm，刻槽距

样板长边至少12.5mm，距短边至少25mm。尺寸为10mm*75mm。刻槽需与板面垂直，刻槽深度需达到钢基。

如图A2所示。

75 2

≥50

≥12.5

≥25

≥12.5

图A2

1-镀层

2-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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