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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工业大学、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泰华、王秀芳、文东辉、冯义辉、杨荣、彭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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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仪器化纳米压入测试是近二十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微/纳米力学试验技术。该技术自诞生至今,已
广泛应用于材料学、物理学、生物学、力学等学科领域和工业生产中,正逐渐成为微/纳米力学测试技术

中重要的手段之一。
规范仪器化纳米压入测试技术中所涉及的术语及其定义,有助于增强该技术的理解和交流,促进该

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使之更好地为科研、生产和贸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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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化纳米压入试验 术语

1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仪器化纳米压入试验在基础通用、仪器特性、力学测量、参数识别、试验样品、测试设

定方面所涉及的常用术语及其定义。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仪器化纳米压入试验,也可拓宽至仪器化压入试验。

2 基础通用

2.1 
仪器化压入测试 instrumentedindentationtest
驱动选定的压头压入试样,自动测量所施加的载荷和在试样中的压入深度,基于力学模型计算出材

料的硬度和力学参量的测试。
注1:仪器化压入测试主要关注动作过程,类似拉伸、压缩、弯曲、扭转等测试;而硬度计测量主要关注压入卸载后残

留压痕的尺寸,通常称之为压痕测量。

注2:国际标准ISO14577按压入载荷F 和深度h,将该测试分为:宏观范围(macrorange),2N≤F≤30kN;显微

范围(microrange),F<2N,h>0.2μm;纳米范围(nanorange),h≤0.2μm。
注3:仪器的载荷量程通常不超过500mN,相应的压入深度在纳米量级至几微米,习惯称之为纳米压入测试

(nanoindentationtest)。目前,趋于采用国际标准ISO14577的命名,多称之为仪器化压入测试。

2.2 
压入仪 instrumentedindentationtester
经过直接校准和间接检验合格的、能够实现仪器化压入测试的仪器。
注1:压入仪不属于传统的硬度计范畴。传统硬度计只能测量硬度,而压入仪不但可以测定硬度,还能测定弹性模

量等力学参数。

注2:压入仪属于材料试验机范畴。传统材料试验机用于试样的整体、破坏型测试,而压入仪用于试样的微区、微损

型测试。

2.3 
纳米压入仪 nanoindentationtester
压入深度通常在纳米量级至几微米、载荷和位移测量的分辨力通常分别优于101nN和10-1nm量

级的压入仪。
注1:目前,该类仪器以电磁或静电驱动为主,典型量程为500mN或10mN。

2.4 
压头 indenter
压入仪中用于压入试样的并具有特定几何形状和尺寸的部件。
注1:压头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前部常选用金刚石、蓝宝石、硬质合金等材料,其尖端需要精磨成规定的几何

形状和尺寸,用于压入试样;后部常选用钢质材料,加工成规定形状的基托,用于固定压头前部和连接仪

器压杆。

注2:纳米压入测试结果,受压头尖端几何形状偏离其设计形状的程度、以及确定该形状时的误差等因素的

影响。

注3:实际使用时,通常根据压头尖端的设计几何形状分类,主要包括维氏压头、玻氏压头、立方角压头、圆锥压头和

球形压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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