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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验力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现象和为解决工程问题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几十年来实验力学学科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许多技术难
题。
实验力学的发展动力来源于力学理论发展和工程应用的实际需要。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实验力学学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天空飞行器的可靠性评价、高
速列车的安全、微重力下的测试技术、生物活体组织的力学行为、微／纳米器件的力学行为、新型功
能材料的力学行为和深空探测技术等。
经典的实验力学包括应变电测方法和各种光测方法，如光弹性法、贴片光弹法、全息光弹法、全息干
涉法、云纹法、云纹干涉法、散斑干涉法等。
近年来计算机和图像处理技术发展迅速，出现了电子散斑法和数字散斑相关法，数据的自动化采集和
处理提高了实验效率和精度。
本书结合作者多年教学经验和近年来国内外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介绍实验力学的各种
测试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技术，并列举各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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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实验力学的各种方法的基本原理、实验技术和应用。
全书分为应变电测与传感器技术和超声波检测新技术、光学测试技术两篇。
第1篇包含应变电测和传感器技术基本原理、应变计、传感器、测试仪器、静、动态应力应变测量技
术、特殊条件下的应力测量技术和测量数据处理方法、超声波检测新技术等内容。
第2篇包括光学基础知识、光弹性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全息干涉法、全息光弹性法、云纹法、云纹干
涉法、散斑干涉法和数字图像相关方法及其应用等内容。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工程力学、航空航天、机械、土建等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教材和参考书，亦
可供有关专业教师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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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福隆（1932.5－）1953年7月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土木工程系。
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84年晋升教授，1985为博士生导师。
曾出访并任美国弗吉尼亚工学院、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
主要从事激光技术和近代光学为主要技术手段的现代光测力学研究。
在全息光弹法的测量方法和技术、云纹干涉法的实验理论、方法、实验技术以及在细微观力学、材料
科学和微电子封装等领域取得重要研究进展。
相关研究成果获得1982和1997年国家发明三等奖，1989年国家发明四等奖，l988、l995和1997年国家教
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发表论文200余篇，论著7种。
先后担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二、三、五、六届理事会理事，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副主任
委员和第四、五届主任委员，中国《力学学报》第四、五、六届编委会常务编委，《实验力学》学报
副主编、主编。
沈观林 （1935.1 0－）1953—1957年清华大学土木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1957－1959年清华大学
工程力学研究班学习，毕业后在工程力学系任教，清华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固体力学、实验力学和复合材料力学教学和科研，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
参编的《实验应力分析》和《振动量测与应变电测基础》分别获清华大学优秀教材二等奖；编著《复
合材料力学》（1996），新主编《复合材料力学》教材（2006），参编《应变电测与传感技术》专著
（1991）和《应变电测与传感器》教材（1999）等；曾获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复合材料力学课
程）（1996），清华大学实验技术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多项（1994—1996）；负责起草《电阻应变计
》国家标准（GB／T13992—1992）主编标准培训班讲义；历任全国应变计及其应用技术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现任应力测试专业委员会委员：1986年以来先后在专业核心刊物、重要刊物及各种学术会
议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谢惠民（1965.4-）分别于1986，1989，在北京理工大学获得固体力学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于1993年3
月在清华大学获固体力学专业博士学位，在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从事实验力学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
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固体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应用力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Optics and Lasers in Engineering副主编（中国区）：Strain编委；The Journal of Strain Anal ysjs for Eng.
Design编委；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近期一直从事实验力学测试方法和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近期主要研究与开发近代实验力学方法，作为项目负责人和学术骨干承担国家自然基金和部级项目10
余项。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共计90余篇。
先后获得了多项学术奖励，包括：国家发明三等奖（1997，排名第二）、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
（2007，排名第二）。
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6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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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3.1 航空航天工程1）美国波音公司Boeing767飞机静力结构试验美国波音公司Boeing767飞机静
力结构试验采用了2204个单个应变计，1162个应变花，使用应变测量仪器约4100个通道，在飞机结构
上采用120个液压加载器。
试验中测量飞机结构在静载下很多部位的应力应变，使用费用约4100万美元。
2）我国某型号飞机飞行载荷测量飞机在飞行中结构承受各种载荷，除了飞机重力、惯性力外，还有
发动机推力和空气动力。
试验人员采用应变电测方法测量了某型号飞机尾翼在飞行中的载荷。
在垂直尾翼主梁等处布置各应变计测量弯矩、剪力和扭矩。
在地面上用加载校准试验，建立作用载荷与应变的关系，在垂直和水平尾翼上分别有18个和15个加载
点。
飞行试验，飞行了35个架次，试飞周期为2～3年，测量了各种机动飞行时的飞行参数和垂直、水平尾
翼的机动载荷。
3）导弹端头结构模拟热应力试验我国某型号导弹采用碳一碳复合材料作端头，为研究端头在快速飞
行中引起的热应力，在实验基地对试件端头在模拟瞬态高温加热下进行测量。
采用自制高温电阻应变计，粘贴在导弹端头上若干部位，经加热固化后接成桥路经动态应变仪、A
／D转换器、微机、打印机、绘图仪，在快速加热端头瞬态高温下测量记录应变计读数得出随温度衍
化的热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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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验力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院校力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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