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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第二版出版至今已七年，在这期间，各院校材料力学实验教学得到了学科评估的充分重视
，教学设备大量更新；与本书内容有关联的力学性能试验国家标准，也出版了新的修订版本，一些名
词术语、量和单位的名称和符号有了较大变更。
第三版修订时，考虑了这些新的变化。
　　第三版在试验设备介绍方面，删去机械式万能试验机、双表引伸仪、平衡式应变仪等内容，增补
了已大量使用的或较为先进的实验设备，如液压屏显万能机、微机控制电子万能机、微机控制扭转试
验机和自动平衡数字应变仪等。
拉伸实验、冲击实验贯彻了新修订的国家标准的精神。
第四章选修实验内容也作了适当的调整。
　　至于教材结构、体系仍与第二版相同。
选修实验是基本实验的补充、延伸和拓展，有建议把压杆临界压力的测定列为基本实验，各校可根据
教学要求自行安排。
至于书中编入的几个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型实验，更可按各校专业特点和设备条件，另行创意设计
。
　　书稿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蒋持平教授审阅，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深表衷心感谢。
　　第三版修订时，刘鸿文教授一开始就简要提出了修订意见，并仔细审阅了初稿。
李振华、鲁阳、何姗和应祖光等同志参加了本书的修订工作。
舒维奇同志承担了新增图表的绘制工作。
本书修订时，还得到了浙江大学材料力学教研室与材料力学实验室的大力支持。
　　限于编者的水平，第三版难免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盼使用本书的师生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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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力学实验》是在第二版（1998年11月版）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为适应实验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实验设备的大量更新，第三版增加了一些内容（如液压屏显万能机、微
机控制电子万能机、微机控制扭转试验机和自动平衡数字应变仪等），改写、调整了部分内容（如删
去机械式万能试验机、双表引伸仪、平衡式应变仪等），并将部分符号按国标最新规定作了更改或注
解。
　　第三版仍分四章。
第一章绪论，讲述材料力学实验的内容、标准、方法和要求；第二章为材料的力学性能测定，分节介
绍实验设备和实验方法；第三章为电测应力分析，分别介绍原理、设备、实测数值的修正、电桥接线
方法等。
第四章为选修实验，各校可根据本校教学要求和实验设备情况选修，也可自行创新设计实验。
　　《材料力学实验》是与高等学校工科本科材料力学课程的教科书配套使用的实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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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鸿文，浙江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固体力学教学工作。
曾任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教育部)工科力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材料力
学课程教学指导组组长。
1989年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
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杭州市第六届人大代表，浙江省第四届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
著作有：《材料力学》，《高等材料力学》，《板壳理论》，《材料力学教程》，《材料力学实验》
，《简明材料力学》等。
以上诸书先后分别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和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材料力学》第二版并于1990年由台湾高等教育出版社以繁体字再版。
《材料力学》第二版于1987年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获国优奖。
《材料力学》第三版于1997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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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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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2.1 液压式万能材料试验机2.2 微机屏显式液压万能材料试验机2.3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2.4 机械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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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模量E和泊松比肛的测定3.10 切变模量G的测定3.11 扭弯组合变形的主应力和内力的测定3.12 偏心
压缩实验3.13预调平衡箱第四章 选修实验4.1 应变片粘贴实习4.2 压杆临界压力的测窟4.3 规定非比例延
伸强度4.4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的测定4.5 X-Y函数记录仪4.6 动态电阻应变仪4.7 光线示波器简介4.8 动
应力测量4.9 胶结叠合梁的实验研究4.10 在内压、弯矩和轴向力联合作用下管道内力的测定4.11 预应力
提高结构承载能力的实验研究4.12 光弹性简介4.13 光弹性实验附录I 实验数据的线性拟合I.1 线性拟
合I.2 线性拟合在弹性模量测定中的应用附录Ⅱ 有效数后第一位数的修约规则及力学性能测试结果的
修约规定附录Ⅲ 力学量国际单位制单位及换算参考文献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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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2 材料力学实验的标准、方法和要求材料的强度指标如屈服极限、强度极限、持久极
限等，虽是材料的固有属性，但往往与试样的形状、尺寸、表面加工精度、加载速度、周围环境（温
度、介质）等有关。
为使试验结果能相互比较，国家标准对试样的取材、形状、尺寸、加工精度、试验手段和方法以及数
据处理等都作了统一规定。
我国国家标准的代号是CB。
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标准，如美国标准的代号为ASTM，国际标准的代号为ISO。
国际间需要作仲裁试验时，以国际标准为依据。
对破坏性试验，如材料强度指标的测定，考虑到材料质地的不均匀性，应采用多根试样，然后综合多
根试样的结果，得出材料的性能指标。
对非破坏性试验，如构件的变形测量，因为要借助于变形放大仪表，为减小测量系统引入的误差，一
般也要多次重复进行，然后综合多次测量的数据得到所需结果。
实验应力分析除前面提到的电测法及光弹性法外，还有激光全息光弹性法、散斑干涉法、云纹法、声
弹法等。
采用何种方法取决于试验的目的和对试验精度的要求。
一般说，如仅需了解构件某一局部的应力分布，电测法比较合适；如需了解构件的整体应力分布，则
以光弹性法为宜。
有时也可把几种方法联合使用，例如可用光弹性法判定构件危险截面的位置，再使用电测法测出危险
截面的局部应力分布。
关于实验应力分析，本书主要介绍电测法，并对光弹性法作简要介绍。
至于其他方法，如有需要可参看实验应力分析方面的著作。
整理实验结果时，应剔除明显不合理的数据，并以表格或图线表明所得结果。
若实验数据中的两个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可用最小二乘方法拟合为直线，然后进行计算（参看附录I
）。
数据运算的有效数位数要依据机器、仪表的测量精度来确定。
有效数后面的第一位数的进位规则及力学性能测试结果的修约实例，见附录Ⅱ。
最后，要求写出实验报告，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作为示例，本书中有几个试验记录和报告可供参考。
其余实验的报告则要求读者自行设计。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材料力学实验>>

编辑推荐

《材料力学实验(第3版)》是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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