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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3)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上海发

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上海海关工业品与原材料检测技术中

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航空材料结构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伯谋、王润梓、陆燕玲、邱建科、侍克献、董莉、周冶东、吴益文、田根起、张显程、

李德辉、董安平、涂善东、侯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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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温环境下工作的机械构件有可能同时产生蠕变损伤和疲劳损伤,在设计服役期内存在蠕变和疲

劳损伤的构件应该考虑两种损伤的交互作用,即蠕变-疲劳交互作用。在某些工业领域(如核电、航空、
机械工程),研究材料的长期蠕变-疲劳性能对工程研究和应用十分重要。

为了明确不同实验室试验数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需对遵从本标准某些关键点的试验数据进行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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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 蠕变-疲劳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材料蠕变-疲劳试验方法的术语和定义、符号和说明、试验原理、试验设备、试样、
试验步骤、试验记录和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光滑圆形截面试样恒定应力幅、恒定应变幅条件下的单轴蠕变-疲劳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2160 金属材料 单轴试验用引伸计系统的标定

GB/T16825.1 静力单轴试验机的检验 第1部分:拉力和(或)压力试验机 测力系统的检验与

校准

GB/T22315 金属材料 弹性模量和泊松比试验方法

GB/T25917.1 单轴疲劳试验系统 第1部分:动态力校准

GB/T26077 金属材料 疲劳试验 轴向应变控制方法

GB/T34104 金属材料 试验机加载同轴度的检验

JJF1637 廉金属热电偶校准规范

JJG141 工作用贵金属热电偶

JJG556 轴向加力疲劳试验机

JJG617 数字温度指示调节仪

3 术语和定义

GB/T2607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保载时间 holdtime
τh
蠕变-疲劳试验中,试验控制变量(力、应变)在一个循环中保持不变的时间。保载时间通常位于拉

伸和/或压缩的力或应变峰值处,但也可位于循环内的其他位置。

3.2
总循环周期 totalcyclicperiod
τt
完成一个试验循环的时间。
注:τt是保载时间(τh)和非保载时间(τnh)(即稳态和动态)之和。

3.3
裂纹形成 crackformation
裂纹在试样中萌生并扩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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