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测吊环拉力承重能力老化疲劳性能测试金属材料

产品名称 测吊环拉力承重能力老化疲劳性能测试金属材料

公司名称 广州广分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105国道大石段586、588三
层307A

联系电话  15070428998

产品详情

 检测项目：金相检测、失效分析、腐蚀实验检测、材质鉴定、无损检验、物理性能、力学性能、工艺
性能、成分分析、配方分析、镀层检测、防火等级检测

   

检测吊环拉力承重能力老化疲劳性能测试金属材料检验中心:

料的力学性能是指材料在不同环境（温度、介质、湿度）下，承受各种外加载荷（拉伸、压缩、弯曲、
扭转、冲击、交变应力等）时所表现出的力学特征。安捷文检测所能进行的力学性能检测主要包括玻璃
化转变温度、蠕变、应力松弛、拉伸、弯曲、压缩等。

玻璃化转变温度：玻璃化转变是指无定型物质的玻璃态和液态之间的转变。对于聚合物来说玻璃化转变
是非晶聚合物的玻璃态与高弹态之间的转变。玻璃化转变也发生于结晶聚合物的非晶区中。发生玻璃化
转变的温度称为玻璃化温度，以Tg表示，是高聚物的特征温度。它是非晶态热塑性塑料使用温度的上限
，是橡胶使用温度的下限。

应用：玻璃化转变温度是材料的一个重要特性参数，材料的许多特性都在玻璃化转变温度附近发生急剧
的变化，因此测定玻璃化转变温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以玻璃化温度为界，高分子聚合物呈现
不同的物理性质：在玻璃化温度以下，高分子材料为塑料；在玻璃化温度以上，高分子材料为橡胶。从
工程应用角度而言，玻璃化温度是工程塑料使用温度的上限，是橡胶或弹性体的使用下限。

测定方法有：膨胀计法、折光率法、热机械法（温度-
变形法）、DTA法（DSC）、动态力学性能分析（DMA）法、核磁共振法（NMR）等。

蠕变：材料的蠕变是指材料在高于一定的温度下，即使受到小于屈服强度应力的作用也会随着时间的增
长而发生塑性变形的现象。它与塑性变形不同，塑性变形通常在应力超过弹性极限之后才出现，而蠕变
只要应力的作用时间相当长，它在应力小于弹性极限施加的力时也能出现。蠕变机制有扩散和滑移两种
。蠕变在低温下也会发生，但只有达到一定的温度才能变得显著，称该温度为蠕变温度。



试验设备：蠕变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

应用范围：测定各种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的蠕变

应力松弛：在维持恒定变形的材料中，应力会随时间的增长而减小，这种现象为应力松弛，它可理解为
一种广义的蠕变。

      拉伸检测(拉伸试验)是指在承受轴向拉伸载荷下测定材料特性的试验方法。利用拉伸试验得到的
数据可以确定材料的弹性极限、伸长率、弹性模量、比例极限、面积缩减量、拉伸强度、屈服点、屈服
强度和其它拉伸性能指标。测定材料在拉伸载荷作用下的一系列特性的试验，又称抗拉试验。它是材料
机械性能试验的基本方法之一，主要用于检验材料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和研究材料的性能。z89g88l5ysqw

       拉伸试验可测定材料的一系列强度指标和塑性指标。强度通常是指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抵抗产
生弹性变形、塑性变形和断裂的能力。材料在承受拉伸载荷时，当载荷不增加而仍继续发生明显塑性变
形的现象叫做屈服。产生屈服时的应力，称屈服点或称物理屈服强度，用σS（帕）表示。工程上有许多
材料没有明显的屈服点，通常把材料产生的残余塑性变形为
0.2％时的应力值作为屈服强度，称条件屈服极限或条件屈服强度，用σ0.2
表示。材料在断裂前所达到的最大应力值，称抗拉强度或强度极限，用σb（帕）表示。

塑性是指金属材料在载荷作用下产生塑性变形而不致破坏的能力，常用的塑性指标是延伸率和断面收缩
率。延伸率又叫伸长率，是指材料试样受拉伸载荷折断后，总伸长度同原始长度比值的百分数，用δ表
示。断面收缩率是指材料试样在受拉伸载荷拉断后，断面缩小的面积同原截面面积比值的百分数，用ψ
表示。

条件屈服极限σ0.2、强度极限σb、伸长率 δ和断面收缩率ψ是拉伸试验经常要测定的四项性能指标。
此外还可测定材料的弹性模量E、比例极限σp、弹性极限σe等。

试验设备：应力松弛测试仪

拉伸：拉伸试验是指在承受轴向拉伸载荷下测定材料特性的试验方法。利用拉伸试验得到的数据可以确
定材料的弹性极限、伸长率、弹性模量、比例极限、面积缩减量、拉伸强度、屈服点、屈服强度和其它
拉伸性能指标。从高温下进行的拉伸试验可以得到蠕变数据。拉伸试验是材料机械性能试验的基本方法
之一，主要用于检验材料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和研究材料的性能。

应用范围：橡胶材料（胶管、输送带、密封件、轮胎、O型圈等橡胶制品）、塑料材料（薄膜、管材、
防水卷材、尼龙制品、亚克力材料等塑料制品及材料）、金属材料（钢管、钢板、不锈钢、合金材料、
金属制品等）、建筑材料（板材、木材、混凝土、胶合板、玻璃、石墨制品等）、新型材料（石墨烯、
纳米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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