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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结构材料投入实际使用，各种材料的力学性质如何，需要准确
测试它们的抗拉压性质、抗扭转性质，进而测试抗冲击、抗疲劳陛质；部分特殊方式受荷零件还要测
试抗剪切性质、抗挤压性质等。
根据多数工业广泛流行的互换性原理，需要建立统一的测试标准，以达到同类型构件的设计标准一致
、效果一样。
由此理念，材料试验从单一零散、各自为阵走向分门别类、标规划一，才有现代的关于材料的国家标
准的建立。
材料的力学性质确立统一的标准，材料试验的硬件设备功不可没。
可以说，材料标准是与试验机的标准形影相随的，与此相应，材料试验的专用仪器设备也逐渐成为产
业。
也可以说，试验机的变化发展成为撬动材料试验的杠杆，试验仪器设备质量的提升无疑是工业精准化
的推力。
　　材料力学实验项目主要在实验室内进行，将欲知力学性质的材料制成国家标准规定的试样，试验
者应根据试验要求对试样进行试验前、试验时的尺寸量测等，所用测量器具有游标卡尺、百分表等；
遂将试样装夹在材料试验机上进行试验，试验机能提供试验过程中即时采集的荷载、变形等有关数据
，并且给出数据精度等，这就是材料力学实验中硬件的功能。
　　机具的实验数据有的需人工读取，有的则自动记录。
力学量的测量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
直接测量是指无需对被测量与其他实测量进行一定函数关系的辅助计算而直接得到被测量值的测量；
间接测量是指通过直接测量与被测参数有已知关系的其他量而得到该被测参数量值的测量。
一般的测量仪器机具多为直接测量。
　　人们从试验机器设备、测仪量具的演变，可以触及实验硬件的灵魂，从操作性、实用性、适用性
、精密性等角度观察，也许会获得某些灵感。
鉴于试验仪器设备的成规模生产，各种各样的仪器机具都有一定的用户，本章有时在详述操作步骤时
提及某具体设备仪器，当理解为示范介绍，便于理解。
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气候问题、低碳经济的理念下，说存在竞争，那就是产品的能耗比的竞争，机械
效率的竞争，精密性、可靠性的竞争，自然，这些竞争会体现在材料力学实验领域里，不能一概否定
往日机械式产品的作用。
例如，仪量具等，有着独特的优势——使用时不耗能且是直接测量！
现在，人们来认识一下材料力学的“武器”吧。
　　本章一般前一部分为量具、仪器一类的叙述，后面是机器设备的介绍，使用频率不高的机具置于
后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材料力学实验>>

内容概要

本书为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本书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有关教学要求编写，它与材料力学课程实验配套使用
。
    全书共分六章：第1章是绪论，介绍了实验的特点、意义、课程的内容、实验程序和规章制度等。
第2章是实验仪器设备功能，介绍了常用仪器、设备的构造、工作原理、操作规程及其注意事项。
第3章是数据统计和相似理论，包括误差分析、数理统计、量纲分析和相似理论。
第4章是材料的力学性质试验，包含材料力学课程基本要求规定的实验内容，对实验的要求、操作规
程和步骤等做了描述，以加强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养。
第5章是实证性实验，即为检验材料力学理论公式的实验。
第6章是拓展性实验，属提高性实验项目，包含有综合性、设计性和应用性的意味。
    本书为高等院校力学教学用书，也可供其他相关科技人员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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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大部分工科院校都必设置材料力学课程，从材料力学内容所牵涉的如此广泛的面这一点足以
理解其重要性。
　　材料力学实验是材料力学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材料力学实验的作用，一
方面，它很好地解释了材料力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作为实验课程，它叙述了前人的研究与实践的成果
；另一方面，它也在随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着，新的实验方法或新的实验装置在不断地出现，动态
地丰富着材料力学的科学内涵。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编著者才始有编著本书的初衷。
至于本书的构思和成书的直接动因，则是出于作为现在的力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即与同行们切磋
、交流材料力学实验方面的体会和经验。
编著本书的客观条件是编著者大都有比较长时间的材料力学实验教学的经历和经验，有相应的资料积
累。
例如，编著者最早的材料力学实验指导书的铅印版本出现在1984年12月（校内教材），即由喻晓今执
笔编写，此版本略加修改、再版多次。
后来，为了适应新形势、新装置等原因，邹定环等又于2005年4月在所述原版基础上推出了新版本。
此外，编著者所在的材料力学实验室的硬件设备建设有一定成果，已有自主开发的装置支援了不少院
校（30余所），这当然是成书进行硬件实质性交流的更实在的原因。
加上教育部的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标准的鞭策，本书的编著便水到渠成。
　　本书编著中注意了以下几个着眼点的贯彻落实。
　　（1）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于2008年10月公布
的《理工科非力学专业力学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简称《基本要求》）的规范来布置实
验，并应指示使讲述的实验包含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试验和创新性试验等。
让内容针对目前大多数学校流行的项目和设备而展开，这样，实验就有广度，以完成实验担负的推进
素质教育的任务。
本书内容足够的使用广泛性，适于本科学习。
　　（2）由于单独设课和开放实验室的学校在不断增加，为了使本书也有一定的深度，在上述《基
本要求》以外书中选用了编著者开发的综合性实验、设计性试验内容，同时介绍了相应的实验设备，
以供读者参考，力求使实验具有可选择性。
本书的拓展性实验等可望有惠于行业及相关的工程技术。
　　（3）本书力图做到构架、阐述和润色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
例如，为了唤醒读者的实践欲望，有关叙述从身边发生的力学现象出发，从设身处地的感性体验，到
千锤百炼的理性提炼，将实验科学拉向读者身边；再如，为加强面对初学读者的针对性，在思考题后
面进行提示，以帮助其提高阅读兴趣，加快学习进度；陈述方式关注了各方内容的内在联系。
　　（4）生活化的实例、手绘插图的采用，用意在于趣味性和可读性，能够吸引其他工程技术人员
的阅读欲也是本书的一个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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