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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金属材料 高应变速率扭转试验》和GB/T30069.1《金属材料 高应变速率拉伸试验 第1部

分:弹性杆型系统》与GB/T30069.2《金属材料 高应变速率拉伸试验 第2部分:液压伺服与其他试

验系统》共同构成了评价材料不同应力状态下和应变速率条件下材料性能的试验方法。

GB/T32967《金属材料 高应变速率扭转试验》拟分为若干部分,本部分为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3)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太原理工大

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徐伟芳、高怡斐、胡文军、陈刚、赵隆茂、胡时胜、郭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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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冲压成型、高速切削和汽车碰撞等结构冲击过程中,结构中的金属材料不仅应力状态复杂,而且变

形速率较高。在复杂的应力状态下,金属材料易发生剪切变形和失效,其剪切应力-剪切应变曲线等剪

切力学性能是金属结构设计和制造等中的关键材料参数,也是采用有限元等数值方法对金属结构进行

分析和评估不可缺少的基本数据。许多金属材料的剪切力学性能如屈服强度、流动应力、失效应变等力

学特性表现出应变速率或应变率的相关性。此时的应变速率高达103s-1,远高于GB/T10128试验方

法中的应变速率(10-4s-1~10-2s-1)。因此通过高应变速率扭转试验方法获得金属材料高应变速率

下的剪切力学特性对于金属结构的设计、优化、加工和评估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霍普金森试验技术是研究材料在中高应变速率(≥102s-1)下力学性能的主要试验方法,其核心思

想是波导杆中传播的弹性应力波同时承担加载和测试功能,根据波导杆中应力波传播的信息求解波导

杆与试样端面的应力-位移-时间关系,从而得到试样的应力-应变关系;通过设计加载脉宽,使试样在变

形过程中处于一种局部动平衡状态,从而使试样的变形分析无需考虑波动效应,将应力波效应与应变速

率效应成功解耦。金属材料在应变速率范围为10-3s-1~102s-1时的力学性能可采用液压式或机械式

试验机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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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 高应变速率扭转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1 范围

GB/T32967的本部分规定了采用分离式霍普金森扭杆对金属材料开展高应变速率扭转试验的术

语和定义、符号、试验原理、试验设备、试样、试验程序、试验数据处理、试验结果有效性评估和试验报告

等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室温下对金属材料在应变速率范围为102s-1~103s-1时剪切应力-剪切应变曲线等

力学性能的测定。
注:其他类型可施加高应变速率剪切加载的试验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804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2975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GB/T10128 金属材料 室温扭转试验方法

GB/T10623 金属材料 力学性能试验术语

GB/T13992 金属粘贴式电阻应变计

GB/T30069.1 金属材料 高应变速率拉伸试验 第1部分:弹性杆型系统

JJG623 电阻应变仪

3 术语和定义

GB/T106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应力波 stresswave
应力扰动在介质中的传播形式。

3.2
弹性应力波 elasticstresswave
在弹性介质中传播的应力波。

3.3
弹性剪切波 elasticshearwave
在介质中传播剪切应力的弹性应力波,其质点运动方向与波传播方向垂直。

3.4
波阵面 waveinterface
应力扰动区域与未扰动区域之间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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