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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守 则 
1． 按时进入实验室，不得无故迟到或擅自离退。 

2． 进入实验室，应保持安静和整洁，不得喧哗、打闹、吸烟、随地吐

痰及乱扔纸片等杂物。 

3． 课前应认真预习本次实验内容及有关仪器设备介绍，基本了解实验

基本原理，明确实验要求。 

4． 认真听取指导教师对仪器及设备的构造、基本原理、实验要求、注

意事项等的讲解。 

5． 爱护仪器设备，细心操作，注意安全，不得乱动与本实验无关的仪

器设备。如有不遵守纪律或操作规程而造成事故者，应追究其责

任，并作相应处理。实验中如发生意外或异常现象，应立即向指导

教师报告，采取安全措施。实验过程中，仔细观察各种现象，并如

实记录实验数据。每个实验小组的实验记录需经指导教师检查签字

后方可结束实验。 

6． 要有文明作风和良好的实验习惯。实验结束后，应将所用的仪器及

设备恢复为初始状态，将所用的量具、工具等整理好，收拾好桌

凳，做好清洁工作。破坏的试件，不要随便乱扔，将其放在指定的

木箱里，未经教师许可不得擅自带离实验室。 

7． 实验报告是处理实验结果的总结资料，是考核学生实验成绩的主要

依据之一，必须认真独立完成，课后一周内送交指导教师批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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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 

实验日期_____________          教师签字_____________ 

同 组 者_____________          审批日期_____________ 

实验名称：      工程结构内力测量 

 

一、实验目的： 

 

1.通过对焊接、铆接等不同连接方式的工程结构施加载荷，测量出各构件所受的内力

值，并与相应材料与尺寸的理想桁架杆件内力的理论计算值进行分析比较，加深对

实际工程结构力学建模合理性的认识。 

2.了解电阻应变测量的基本方法。  

 

二、测量对象与实验仪器设备： 

 

 

 

 

 

 

 

 

 

 

三、测量系统框图 

 

 

 

 

 

 

 

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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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原理（简述）： 

 

 

 

 

 

五、实验结果： 

1：测量结果记录 

 

焊接： 

杆号 
             

载荷 

1 2 3 4 5 6 7 8 

F1=140kgf         

F2=280kgf         

 

铆接： 

    杆号 
载荷 

1 2 3 4 5 6 7 8 

F1=140kgf         

F2=280kgf         

 

                    教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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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分析（理论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 

 

 

3、结果分析及结论（包含对误差产生的原因分析） 

 

内力（N） 

焊接 铆接 杆号 
载荷 
（N） 

理论值 
实验值 相对误差 实验值 相对误差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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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讨论题 

从实际模型和理论模型的结构特点、约束情况、承载方式等角度论述桁架理论建

模的合理性。 

 

 

 

 

 

 

 

 

 

 

 

 

 

 

 

 

 

 

 

 

 

 

 

 

 

七、小结（结论、心得、建议等） 

 

 

 

 

 

 



6 
 

                                 _____________ 

实验日期_____________       教师签字_____________ 

同 组 者_____________       审批日期_____________ 

实验名称：      拉 伸 和 压 缩 试 验 

一、实验目的 

1. 测定低碳钢材料拉伸的屈服极限σs 、抗拉强度σb、断后延伸率δ及断面收缩率

ψ。 

2. 测定灰铸铁材料的抗拉强度σb、压缩的强度极限σb。 

3. 观察低碳钢和灰铸铁材料拉伸、压缩试验过程中的变形现象，并分析比较其破坏

断口特征。 

二、实验仪器 

1. 微机控制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系统 

2. 微机屏显式液压万能材料试验机 

3. 游标卡尺 

4. 做标记用工具 

三、实验原理（简述） 

 

 

 

 

 

 

 

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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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原始数据记录 

1. 拉伸试验 

 

 

 

材料 试 验 前     试 验 后 

 
低碳钢 

 

直  径 d0 =              mm 

标  距 l0  =               mm 

横截面积 A0 =         mm2 

直  径 d1 =           mm 

标  距 l1=             mm 

截面积 A1 =         mm2 

 
灰铸铁 

 

直  径 d0 =          mm 

截面积 A0 =        mm2  

 

2. 压缩试验 

 

 

 

教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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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数据处理及结果 

1. 拉伸试验数据结果 

低碳钢材料：  

 
 
 
 
 
 
 

铸铁材料：  
 

 

 

 

 

2. 低碳钢材料的拉伸曲线 

 

 

 

 

 

 

 

 

 

3. 压缩试验数据结果 

 

铸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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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灰铸铁材料的拉伸及压缩曲线： 

 

 

 

 

 

5. 低碳钢及灰铸铁拉伸时的破坏情况，并分析破坏原因 

① 试样的形状（可作图表示）及断口特征 

 

 

 

 

 

 

② 分析两种材料的破坏原因 
 

低碳钢材料： 

 

 

 

铸铁材料： 

 

 

 

材  料 试  验  前 试  验  后 

低碳钢   

灰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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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灰铸铁压缩时的破坏情况，并分析破坏原因 

 

 

 

 

 

 

 

 

六、思考讨论题 

1. 试比较低碳钢和灰铸铁两种材料在拉伸时的力学性能及破坏特性。 

2. 经过冷作硬化工艺可以提高低碳钢材料的比例极限，试问提高其比例极限的上限

为多少？试考虑是否总能将低碳钢材料作为塑性材料使用？ 

3. 某塑性材料，按照国家标准加工成直径相同的 5 倍和 10 倍比例试样，试说明用

两试样测得的断后延伸率δ5和δ10是否相同，为什么？ 

4. 为什么说压缩试验是有条件的？ 

5. 试分析比较灰铸铁材料拉伸与压缩力学性能指标及破坏特性。 

6. 灰铸铁试样受轴向压缩时，破坏断面与横截面约成 450～550 的倾斜角说明了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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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结（结论、心得、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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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 

实验日期_____________       教师签字_____________ 

同 组 者_____________       审批日期_____________ 

实验名称：         扭 转 试 验 

一、 试验目的 

1. 测定灰铸铁材料的扭转强度极限τb 。 

2. 测定低碳钢材料的扭转屈服极限τs及扭转条件强度极限τb。 

3. 观察比较灰铸铁和低碳钢两种材料在扭转变形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及其破坏形式，

并对试样断口进行分析。 

二、 仪器设备及量具 

1. 微机控制电子扭转试验机 

2. 游标卡尺 

三、 试验原理（简述） 

 

 

 

 

 

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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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验原始数据记录（以表格形式给出，格式自拟） 

 

 

 

 

 

 

 

 

 

 

 

 

教师签字： 

 

四、 试验数据处理及结果 

1. 计算低碳钢、灰铸铁材料的扭转强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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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绘制低碳钢、灰铸铁试样的扭转图。 

 

 

 

 

 

 

 

 

 

 

 

 

 

 

3. 低碳钢、灰铸铁试样的扭转图及断口示意图，并分析破坏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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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思考讨论题 

1. 试根据灰铸铁试样扭转断口，判断扭矩Ｍn的方向。 

2. 根据低碳钢、灰铸铁材料的拉伸、压缩和扭转三种试验结果，试综合分析比较不

同材料的承载能力及破坏特点，在设计零件或结构时就选择材料应注意些什么问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