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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5917《单轴疲劳试验系统》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第1部分:动态力校准;
———第2部分:动态校准装置用仪器。
本部分为GB/T25917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25917—2010《轴向加力疲劳试验机动态力校准》,与GB/T25917—2010相比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方法A、方法B两种校准方法(见第1章);
———修改了术语、定义和符号(见第3章,2010年版的第3章);
———增加了静态力校准、频率校准等要求(见第4章);
———增加了方法A、方法B试验和计算方法(见第5章、第6章);
———删除了校准棒及其标定(见2010年版的第5章、第8章);
———删除了试验机性能评定和校准曲线(见2010年版的第10章、第11章);
———增加了附录 A、附录B,删除了2010年版的附录 A、附录B(见附录 A、附录B,2010年版的

附录A、附录B)。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4965-1:2012《金属材料 单轴疲劳试验的动态力校准 第1部

分:试验系统》。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16825.1—2008 静力单轴试验机的检验 第1部分:拉力和(或)压力试验机 测力系

统的检验与校准(ISO7500-1:2004,IDT);
———GB/T25917.2—2019 单轴疲劳试验系统 第2部分:动态校准装置用仪器(ISO4965-2:

2012,IDT)。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与现有标准系列一致,将标准名称改为《单轴疲劳试验系统 第1部分:动态力校准》。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试验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2)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计量测试院、广州大学、深圳万测试验设备有

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上海华龙测试仪器有限公司、济南鑫光

试验机制造有限公司、苏州拓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苏州东菱振动试验仪器有限公司、吉林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学峰、张盛海、徐忠根、安建平、田峰、卢丹、王建国、叶建荣、仝宁可、张建海、

赵宏伟。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591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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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动态试验时,试样上的试验力(Ft)与试验系统的示值力(Fi)有着显著的差异。动态误差来源于

作用于力传感器上的惯性力和力显示系统中电子设备的动态误差。惯性力等于夹具的质量(安装在测

力传感器和试样之间)乘以它的局部加速度。因此,与如下因素有关:

a) 运动振幅;

b) 运动频率;

c) 夹具质量。
相应地,运动振幅取决于施加力的大小和试验系统的机械配置,包括加载链的柔度、试样、约束结构

和安装基础。对于一个给定的力值范围内一个给定频率,柔度值不同的组合会导致不同的运动幅度[夹
持柔度很大试样的夹具也许会向着相同夹具夹持刚性很大试样运动方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反相)]。

GB/T25917的本部分而言,作动器的位移与施加的力位移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使用方法A和计

算得出的修正因子,可以在施加力的1%范围内对力测量系统进行动态标定。利用方法B和两种具有

不同柔度的动态校准装置(DCD),可以在施加力的1%范围内对力测量系统进行动态标定,但条件是被

测试样的柔度在这两种DCD的柔度之间。
方法A(等同试样法)是利用具有计算生成的修正因子的DCD来对动态试验系统进行校准,在显示

力的范围内,允许修正后的误差达到10%。DCD与被测试样具有相同的柔度和质量,而且整个加载链

与实际试验的相同。在开始一系列动态试验之前,使用应变式的等同试样确定与示值力范围(ΔFi)和
试验力范围(ΔFt)有关的修正因子。这个因子可以用来对试验结果进行修正,也可以用来对试验力进

行调整,将动态误差减小到1%以下。这个修正因子依赖于测试频率,因此,要预先确定整个测试频率

的范围。
方法B(柔度包络线法)使用两个具有不同柔度的DCD,来标定使用多种形式试样的试验系统。低

柔度DCD要具有低于被测试样的柔度,而高柔度DCD要具有高于被测试样的柔度。试验系统获得一

个被测试样的关于柔度-频率的工作包络线,动态误差保持在施加力范围的1%以内。这里假设与任何

一个DCD的柔度相比,加载链的柔度很微小。如果不是这样,试验机要是有多种加载链的柔度值,就要

进行额外的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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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轴疲劳试验系统
第1部分:动态力校准

1 范围

GB/T25917的本部分描述了两种如何确定一个试样在进行单轴向、正弦波形、恒定振幅试验时的

动态力范围(ΔFt)与试验系统力值显示范围(ΔFi)关系的方法(见引言)。
这些方法可使动态试验系统工作时避开系统的共振频率,适用于动态力测量误差不可知或施加力

范围预计超过1%的试验系统。
动态力测量误差是通过比较动态力试验系统所显示的力的峰值和贴有电阻应变片的动态力校准装

置(DCD)的测量值来确定。预先要对DCD的试验系统显示值进行静态校准(见5.2.1)。
方法A(等同试样方法)的动态校准仅适用于根据试样所确认的有效频率范围。一个基于频率的修

正因子适用于对动态力测量误差高达动态力范围10%时的修正。使用这个修正因子,将使实际试验中

试样动态力测量误差减小至动态力范围的1%以下的程度。
方法B(柔度包络线方法)的动态校准适用于柔度在两套DCD之间的试样的有效频率范围。因为

方法B不允许动态力测量误差超过动态力范围的1%,所以方法B没有应用修正因子。
注:附录A提供了应用本部分所描述的方法对试验机进行再校准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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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4965-2 金属材料 单轴疲劳试验动态力校准 第2部分:动态校准装置(DCD)[Metallic
materials—Dynamicforcecalibrationforuniaxialfatiguetesting—Part2:Dynamiccalibrationdevice
(DCD)instrumentation]

ISO7500-1 金属材料 静态单轴试验机的检验 第1部分:拉力和(或)压力试验机 测力系统

的检验与校准(Metallicmaterials—Verificationofstaticuniaxialtestingmachines—Part1:Tension/

compressiontestingmachines—Verificationandcalibrationoftheforce-measuringsystem)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下列术语、定义和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图1给出了校准过程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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