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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2160—2002《单轴试验用引伸计的标定》。本标准与GB/T12160—2002相比,

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2章);
———增加了引伸计预标定检查(见第6章);
———增加了不确定度的评定(见第10章);
———删除了附录A引伸计标定范围示例、附录B引伸计分级用参数(见2002年版的附录A、附录B);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见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F、附录G、附录H)。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9513:2012《金属材料 单轴试验用引伸计系统的标定》。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纳入了ISO9513:2012_Cor1,改正了图C.1、图C.2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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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钢铁研究总院、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深圳万测试验设

备有限公司、吉林大学、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正旺、陈武、陈超、安建平、张世忠、韩丹丹、赵宏伟。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2160—1990、GB/T1216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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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规定了引伸计系统的标定准则,包括一般原则、要使用的标定器、预标定检查和各种类型引

伸计系统标距的测量,讨论了标定过程中的结果评估、不确定度、标定时间间隔和报告信息以及标定器

的标定和分级准则,并列出了包括与引伸计系统及其应用有关的重要文献清单参考文献[1]至[10]。在

修订本标准过程中,动态引伸计的标定工作正在进行中,尚未达到写入本标准程度。更多信息请参见参

考文献[6]。
资料性附录说明了引伸系统标定的不确定度计算(附录A)、标定器的标定(附录B)和标定报告的

示例(附录C),其后的附录说明了引伸计系统类型的示例(附录D)、激光引伸计(附录E)、视频引伸计

(附录F)、全场应变测量视频引伸计(附录G)和十字头测量系统的标定(附录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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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 单轴试验用引伸计系统的标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单轴试验用引伸计系统的静态标定方法,包括接触式和非接触式的轴向和径向引伸

计系统。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引伸计系统 extensometersystem
在试样表面上测量位移或应变的装置。
注:就本标准而言,术语“引伸计系统”包括指示器。一些引伸计直接显示应变(例如:激光引伸计或数字图像相关

技术)。另一些引伸计显示试样标距的变化量,通过除以相应标距转换成应变。

2.2
标距 gaugelength
试样上测量延伸的部分。

3 符号和说明

本标准中使用的符号和说明见表1。

表1 符号和说明

符号 说 明 单位

Le 引伸计标距的标称值 mm

L'e 引伸计标距的测量值 mm

lmax 标定范围的最大极限 mm

lmin 标定范围的最小极限 mm

li 引伸计指示的位移 μm

lt 标定器给出的实际位移 μm

qLe 引伸计系统标距相对误差 %

qrb 引伸计系统相对误差 %

qb 引伸计系统绝对误差 μm

r 引伸计系统分辨力 μm

4 原理

引伸计系统的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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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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