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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3075—2008《金属材料 疲劳试验 轴向力控制方法》,与GB/T3075—2008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试验目的和注2(见第1章);
———增加了“夹持端直径”和“试样长度”两个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删除了同轴度的要求及相应的图(见2008年版的4.2.3和图9);
———更改了圆形横截面试样和矩形横截面试样(见图7、图8,2008年版的图3、图4);
———增加了漏斗型试样的描述(见5.1);
———将试样加工流程中的“材料微观结构的改变”和“污染物的影响”修改为注(见6.3.1,2008年版

的5.3.2.2和5.3.2.3);
———增加了试验夹具设计的示意图(见第5章中图9)。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099:2017《金属材料 疲劳试验 轴向力控制方法》。
本文件与ISO1099:2017相比,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列出了本文件与ISO1099:2017的章

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文件与ISO1099:2017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丨)进行了标示,具体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技术条件,调整的情况

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5917.1代替了ISO4965-1(见6.1);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6825.1代替了ISO7500-1(见6.1);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4104代替了ISO23788(见6.2);
● 增加引用了JJG556(见6.1)。

———增加了试验机的同轴度的要求(见6.2)。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在图1中增加Smax和Smin的说明;
———增加了表1,将国际标准6.1中列项对试样几何尺寸的要求用表格的形式表示出来。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钢铁研究总院、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力试(上海)科学仪器有限公司、西南

交通大学、深圳万测试验设备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钢研纳克成都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怡斐、孙宝瑞、王斌、吴圣川、董莉、黄星、杨秀光、侯慧宁。
本文件于1982年首次发布,2008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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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旨在为金属材料试样轴向等幅力控制的循环疲劳试验提供疲劳寿命数据(例如,应力对失效

的循环数)的指导。
将公称尺寸上相同的试样装夹在轴向力疲劳试验机上,并对试样施加如图1所示的任一种类型的

循环应力。除非另有规定,试验波形宜为等幅的正弦曲线。
施加的力沿着试样的纵轴方向,并通过每一试样横截面的轴心。试验一直持续到试样失效或者直

到超过一个预先设定的应力循环周次(见第4章和第13章)。试验一般在室温(10℃~35℃)下进行。
高温和低温试验可参照此标准。

  注:疲劳试验的结果可能受大气条件的影响,因此要求按照ISO554:1976的2.1控制要求的试验条件。

  标引序号说明:

X ———时间;

Y ———应力;

Smax ———最大应力,N/mm2;

Smin ———最小应力,N/mm2;

1 ———脉动压缩;

2 ———循环拉压;

3 ———脉动拉伸。

图1 循环应力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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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 疲劳试验 轴向力控制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室温下金属材料试样(没有引入应力集中)轴向等幅力控制疲劳试验的条件。使用本

文件时,试验的目的是提供疲劳信息,如在不同应力比、给定材料条件(如硬度和微观结构)下,施加应力

与失效循环次数之间的关系。
本文件适用于圆形和矩形横截面试样的轴向力控制疲劳试验,产品构件和其他特殊形状试样的检

测不包括在内。

  注1:由于缺口试样的形状和尺寸没有标准化,因此本文件不包含缺口试样的疲劳试验。但是,本文件中描述的疲

劳试验过程可应用于缺口试样的疲劳试验。

  注2:本文件都使用工程应力,工程应力定义为在试验温度下轴向力与试样原始横截面积之比。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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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6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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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6825.1—2008,ISO7500-1:2004,IDT)

GB/T25917.1 单轴疲劳试验系统 第1部分:动态力校准(GB/T25917.1—2019,ISO4965-1:

2012,IDT)

GB/T34104 金属材料 试验机加载同轴度的检验(GB/T34104—2017,ISO23788:2012,

MOD)

JJG55.6 轴向加力疲劳试验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试样直径 testspecimendiameter
d
试样或试件最大应力处直径。

3.2
夹持端直径 gripdiameter
D
试样夹持端直径。

3.3
测试横截面厚度 thicknessoftestsectio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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