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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r 12160-2002/ISO 9513:1999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 9513:1999《金属材料 单轴试验用引伸计的标定})(英文第二版)，包括其技

术勘误1:2000
    本标准等同翻译ISO 9513:1999,在文本结构和技术内容方面与国际标准完全相同，但根据我国编

写标准的有关规定做了如下小的编辑性修改:

    -一为与相关标准协调统一，删除了标准名称的引导要素;

    一一用，’本标准”代替“本国际标准”;

    一 用中文惯用的小数点符号“.”代替英文采用的小数点符号“，”;

    —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育;

    — 删除了ISO 9513:1999所附的“参考文献”(该内容放在本标准中不合适)和第1章注中与其相

        呼应的最后一句条文;

    — 按中文表述习惯修改了有关表格和公式;

— 按ISO 9513:1999的技术勘误改正了表2、图B. I和图B. 2，这些改动的内容用垂直双线(}}

    在所涉及的表和图的页边空白处予以标识。

    本标准代替GB/T 12160-1990((引伸计标定与分级方法》，同时废止机械行业标准JB/T 8289-

1999((引伸计标定与分级方法))(此行业标准编号是在国家标准清理整顿过程中，曾将GB/T 12160-

1990调整为行业标准后，由原机械工业部批准的行业标准编号)

    本标准与GB/T 12160-19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了目次和前言;

    — 文本结构根据ISO 9513:1999进行了调整，技术内容也有所变化;

    — 删除了术语、引伸计标定系数及应变示值误差和位移示值相对误差的计算(1990年版的第2

        章、第6章和第?章);

    一 删除了资料性附录(199。年版的附录A);

    一一增加了符号和定义(本版的第2章);

    一 原标准按照最大允许应变示值误差来对引伸计进行分级，本标准则与ISO 9513:1999一致按

        照标距相对误差、分辨力和系统相对误差的最大允许值进行分级(1990年版的第5章;本版的

        第6章);

    -一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本版的附录A和附录B)o

    与本标准相关的国家标准是GB/T 228--2002《金属拉伸试验方法》，并被其引用。

    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B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试验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长春试验机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钢铁研究总院、济南试金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架恩超、王春华、陶立英

    本标准所代替的历次版本的发布情况为:

    GB/T 12160-1990(JB/T 828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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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轴试验用引伸计的标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单轴试验用引伸计的静态标定方法。

术语“引伸计”的含义是指位移测量装置并包括指示或记录该位移的系统。

注:本标准目前未提供对下列型式引伸计标定的详细指导

    一一变标距式卜

    一 非接触试样式:

    — 平面应变测量式

    对于这些型式引伸计的标定宜专门考虑

2 符号和定义

本标准所用符号及其定义见表1

表 1 符号和定义

符 号 定 义 单 位

L< 引伸计标距的标称值 n1幻i

L' 引伸计标距的侧量值             nl】1】

E��. 标定范围的最大极限 m m

E二二 标定范围的最小极限 m 幻1

l; 引伸计指示的位移 um

1, 标定器给出的真实位移 产m

4,e 标距相对误差 写

Y 引伸计系统相对误差 %

引伸计分辨力 t-

3 原理

引伸计的标定就是将引伸计的读数与标定器给定的已知长度的变化量进行比较。

4 标定器

    标定器可对引伸计施加已知位移l，它由刚性支架和在其上可安装引伸计的两根相配合的可沿轴

向分离且同轴的心轴或其他夹具组成;标定器应具有能使至少其中一个心轴沿轴向移动的机构和能够

准确地测量所产生的长度变化的装置。长度的变化量可使用诸如:干涉仪〔或比较仪)和块规或螺旋测微

仪进行测量 使用的块规、比较仪、测微仪或干涉仪应采用一种可溯源到国家长度法定计量单位的方法

进行校准，且其准确度应是已知的。标定器的误差不应大于引伸计允许误差的三分之一(见表2),

    标定器的分辨力应符合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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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序

5.1 引伸计的安装

    应将引伸计以单轴试验使用时相同的位置和方向安装到标定器上，以避免因失去平衡或引伸计任

一部分的变形而产生误差

    安装引伸计的方法应与单轴试验时使用的方法相同。

5.2 标定时的温度

    通常，引伸计标定的温度范围应为18 C ̂ 28-C，标定时的温度波动度应为士2C,

    对10 C-35 C温度范围内的单轴试验用引伸计，如有条件，建议尽可能在试验温度或接近试验温

度下进行标定。

    引伸计标定前应靠近标定器放置或安装到标定器上足够长的时间，致使引伸计和标定器相互接触

部分的温度达到标定温度

5.3 引伸计标距的准确度

    引伸计的标距能直接测量或间接测量。下面给出间接测量法的一个示例。

    将引伸计安装到一软金属制的试样上，使引伸计的刀刃或顶尖在该试样上留下印痕。然后取下引伸

计，测量试样上两印痕间的距离

    按式((1)计算出的标距相对误差4r._不应超过表2中给出的值。

L‘一 L
— X 100为

      才JF

·⋯ ⋯ ’···。········⋯ ⋯. (1)

    当引伸计具有多个标距时，应分别对用户要求的每一个标距进行标定。

    对于由试样确定标距的引伸计，被测试样标距的准确度应与待用引伸计的级别相符

54 标定范围

    引伸计的标定范围应由用户确定，且应包括测定某一给定材料性能所需的测量范围。标定范围的最

大极限E-与最小极限E��应满足式(2)的条件:

                                                5<E_mE-、10 ·⋯’·’‘’···············⋯⋯(2)

    如果用户指定了几个标定范围，那么每个范围均应标定。附录A中给出一个标定范围的示例。标定

范围应记录在标定报告中。

5.5 标定方法

5.5.1 当温度已经稳定，建议标定前用标定器对引伸计至少施加对应于该引伸计标定范围的两次位

移。如有可能，待产生一个很小的负位移后再返回到零位，并相应地将引伸计重新调零

5.5.2 标定要做两组测量，每组测量至少要包含10个测量点1，且宜按需要尽可能均匀分布在引伸计

的整个标定范围内。第一组测量完成后，取下引伸计，再重新装到标定器L，然后用与第一组相同的方法

进行第二组测量。根据引伸计的用途不同，要以递增长度或递减长度或两种方式同时采用进行上述两组

测量。

    对每个测量点，均要计算其系统相对误差(见5.6.2),

    标定应在对引伸计任一部件均未清洁或润滑的条件下进行。无论什么时候，若需对引伸计进行调整

以满足其预期用途的级别要求，其结果则应在标定证书上注明“经调整”的字样

56 引伸计特性的确定

5.6.1  53w!脚力

    分辨力r是从仪器上能读取的最小量值。引伸计分辨力的值应与表2中给出的值相符。

5.6.2 系统相对误差

    对于某一给定位移t，其系统相对误差a可按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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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今 x 100% 。............····.·..⋯ ⋯ 〔3)

6 引伸计的分级

表2给出了标距相对误差、分辨力和系统相对误差的最大允许值。

                                  衰 2 引伸计的分级

引伸计

级别

引伸计(最大值) 标定器(最大值)

标距相对

  误差

q,, I %

分妙李力. 系统误差， 分辨力， 系统误差

读数的

百分数

r/L,/%
黔

相对误差

  ?/%

绝对误差

(6;-10/pm

相对值

  /% }2ff}/pm
相对误差

  /写

绝对误差

  /p.

0.2 士0.2 0.10 0.2 士0.2 士0.6 0. 05 0.1 士0. 06 士02

0.5 士0.5 0.25 0. 5 土0 5 士1.5 0.12 0. 25 士0.15 士0. 5

1 土1.0 0.50 1.0 士1.0 士 3.0 0. 25 0. 50 士0 3 工1.0

2 士2.0 1.0 2.0 士2.0 士6.0 0.5 1.0 士06 士2.a

注:对刁卜标距(镇25 mm)和小应变，用户宜选用级别较高的那一级引伸计

  取其中较大者。

7 标定周期

    两次标定的间隔时间依引浦申计的型式、维护标准和使用的次数而定。在正常条件下，引伸计标定周

期大约为12个月。除非要求试验持续18个月以上，否则标定周期不应超过18个月，在此情况下.试验

前、后均应对该引伸计进行标定。

    在每次修理或调整可能影响测量准确度的元器件之后，均应对引伸计进行重新标定。

8 标定报告

    标定报告至少应包含下列内容:

    a)基本内容:

      1)采用本标准，即GB/T 12160;

      2)引伸计标识(型号、标距、标志、编号和安装位置);

      3)标定器型号和编号;

      4)标定时的温度;

        5)标定时，长度变化量的特性，亦即以递增长度和(或)递减长度变化;

      6)标定日期;

      7)标定机构的名称或标志;

      8)标定报告的签发日期。

    b)标定结果:

      1)引伸计每个范围的级别;

      2)如需要，应给出系统误差的逐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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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引伸计标定范围示例

50%

0.05%

第一个标定范围 引伸计行程标称值的。.05写~。5写

第二个标定范围 引伸计行程标称值的0.5%-5%

第三个标定范围引伸计行程标称值的5%-50%.

                                            图 A.1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引伸计分级用参数

    为阐明引伸计分级用参数(见第s章):

    ，)表B. 1列出了计算这些参数的三个示例;

    b)图B. I和图B. 2中的曲线清楚地示出了对于1级引伸计，宜做出选择的“相对”或“绝对”的两个

极限值中的每一个是如何确定的。

                            裘B.1 引伸计分级用参数的计算示例

引伸计标距

  Ldmm

真 值 侧量值 系统绝对误差
系统相对误差

    ，/%

tipl,1pm 应变
IJL<片自 Stc }Iium应变

乙/L.=暇

  位移

(6r-1J/km 竺
一位移

1二去岁、n乃

  应变

生二竺X100
  气几丁八上如

50

100

100

100

100

200

2Xto-,

1.丫10」

2X10-0

101

101

201

2. 02X 10'

1.01义10-'

2.01X10-'

1

I

1

0. 02洲10

0.01火l0-'

0.01又10-'

  1

  I

0 5

  1

  1

0.5

  对于某一给定的位移误差，其相对误差9与引仲计标距I.无关，但与该位移值1。有关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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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国际标准ISO 2020;1984《飞机用操纵用钢丝绳》。

    在主要技术内容上，1. 6 mm-9-5 mm直径钢丝绳部分采用ISO 2020:1984,>9. 5 mm-<60 mm

直径钢丝绳部分采用前苏联FOCT 5031-49K钢丝绳弯曲疲劳试验机》和5032-49(普通起重钢丝绳疲

劳试验法》。

    与原标准比较，适用范围拓宽到卢60 mm以下普通直径钢丝绳，疲劳机型分为5种，基本筱盖了普

遍使用的钢丝绳疲劳试验。

本标准自1997-03-01实施之日起代替GB/T 12347-90,

本标准的附录A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冶金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冶金部金属制品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水刚、刘桂森。

本标准于1990年5月首次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