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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６１１—１９９２《试验机　通用技术要求》。

本标准与ＧＢ／Ｔ２６１１—１９９２的主要差异如下：

———标准的结构和格式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的要求进行编写；

———增加了前言；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览表（１９９２年版的第２章，本版的第２章）；

———删除了对试验机型号的要求（１９９２年版的３．２．１）；

———删除了质量保证期要求（１９９２年版的３．２．４）；

———增加了符合人类工效学原理的要求（本版的３．３．１）；

———增加了低能耗、高效率、环境保护的要求（本版的３．３．２）；

———增加了电测量和自动控制系统及其软件的要求（本版的３．３．３）；

———增加了对机械零部件有关机械安全的要求（本版的４．２．４）；

———增加了焊接件的要求（本版的６．２）；

———修改了装有电气器件的外壳上警告标志的要求（１９９２年版的６．１．２，本版的７．１．２）；

———增加了电气设备保护接地电路连续性的要求（本版的７．２．１）；

———修改了绝缘电阻和绝缘强度的要求（１９９２年版的６．２，本版的７．２．２和７．２．３）；

———增加了插头和插座组合配套标志、唯一对应性的要求（本版的７．４．２）；

———增加了电气设备离地高度的要求（本版的７．４．３）；

———增加了电磁兼容性的要求（本版的７．５）；

———增加了液压系统防水防尘要求（本版的８．５）；

———增加了对气动设备的要求（本版的第９章）；

———修改了随行技术文件的内容（１９９２年版的９．１，本版的１１．１）。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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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Ｃ／ＴＣ１２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长春试验机研究所、济南试金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华龙测试仪器有限公司、长春中

联试验仪器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永祥、耿秀英、夏仁华、邵春平。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２６１１—１９８１；

———ＧＢ／Ｔ２６１１—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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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机　通用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试验机的基本要求，并规定了装配及机械安全、机械加工件、铸件和焊接件、电气设

备、液压设备、外观质量、随机技术文件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材料试验机、非金属材料试验机、平衡机、振动台、冲击台与碰撞试验台、力与变

形检测仪器、工艺试验机、包装试验机及无损检测仪器（以下统称试验机）。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ＩＥＣ６０２０４１：２０００，

ＩＤＴ）

ＧＢ／Ｔ５４６５．２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ＧＢ／Ｔ５４６５．２—１９９６，ｉｄｔＩＥＣ４１７：１９９４）

ＧＢ／Ｔ６４４４　机械振动　平衡术语（ＧＢ／Ｔ６４４４—１９９５，ｅｑｖＩＳＯ１９２５：１９９０）

ＪＢ／Ｔ７４０６（所有部分）　试验机术语

３　基本要求

３．１　术语、计量单位

３．１．１　试验机所使用的术语应符合ＧＢ／Ｔ６４４４和ＪＢ／Ｔ７４０６的规定。

３．１．２　试验机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３．２　标识和检验分类

３．２．１　试验机上应有铭牌和必要的润滑、操纵、安全等指示标牌或标志，并能长期保持清晰。

３．２．２　试验机上的各种标牌应固定在合适的明显位置，并且平整牢固、不歪斜。可以采用艺术形式的

专用标志或在试验机上铸出清晰的汉字识别标志。

３．２．３　试验机的检验可分为出厂检验（或交收检验）和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定型鉴定；

ｂ）　产品正式生产后，其结构设计、材料、包装、工艺以及关键配套元器件有较大改变能够影响产

品性能时；

ｃ）　正常生产的产品，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时；

ｄ）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ｅ）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３．３　设计、安装

３．３．１　试验机的设计除了应结构合理、性能良好、符合人类工效学原理以外，还应操作简单，便于维修、

组装和分解。

３．３．２　试验机的设计应考虑低能耗、高效率和环境保护。

３．３．３　试验机的电测量和自动控制系统及其软件应保证整机正常工作，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性和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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