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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实验基本要求 

  

一、严格考勤。 

二、注意安全，不要穿拖鞋；不得乱扔垃圾。 

三、进实验室需带教材、实验报告、预习报告。 

四、实验教材为工程力学实验，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五、此力学实验报告为通用本，各专业的同学可根据任课教师的实验安排进行打印。

实验报告最好双面打印（只打印需要做实验的部分），并且装订成册。 

六、要手写预习报告，内容包括： 

1 实验测试的对象； 

2 实验测试物理量的名称、定义、符号、单位； 

3 绘制测试的对象的受力图； 

4 需要哪些测试仪器； 

5 需要记录哪些数据（原始数据）； 

6 如何处理数据（如何由原始数据计算出测试结果）； 

七、实验过程中，每个同学都要自己动手测量尺寸；独立完成实验数据记录，不允许

抄别人的数据。 

八、实验报告要当天完成，按教师规定的时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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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金属材料拉伸实验   
 

姓名                 学号                                               成绩                    

实验时间             地点                                 

 

实验目的 

 

 

 

 

实验设备（仪器名称、型号、量程） 

 

 

 

 

试样原始尺寸 
试样截面尺寸 截面 1 截面 2 截面 3 

测量值(mm)    

测量值(mm)    

平均值(mm)    

横截面面积(mm
2
)    

 

实验验结果 

参数 实验结果 单位 试样断后尺寸及图形 

试样截面积 S0   

试样标距 L0   

上屈服载荷 FeH   

下屈服载荷 FeL   

最大力 Fm   

上屈服强度 ReH   

下屈服强度 ReL   

抗拉强度 R m   

屈服时延伸率 Ae   

最大力总伸长率 Agt   

断后伸长率 A   

断面收缩率 Z   

 

 
修约后的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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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拉伸曲线，在图中标注实验结果 

 

试样破坏形态说明：（绘图说明） 

 

 

             

 

思考题 

1 由拉伸试验所确定的材料机械性能数值有何实用价值 

2 为什么金属材料拉伸试验必须采用标准试样或比例试样？最大力总伸长率与断后伸长率有何不同？ 

3 经冷作硬化后对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有何影响？ 

4 对于存在明显屈服阶段的材料，屈服力判定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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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实验 

姓 名                 学 号                                                成 绩              

实验时间              地 点                

实验目的 

 
 
 
 
 
实验设备（设备名称、型号、量程） 

 
 
 
 
试样状态（尺寸） 

 
低碳钢 

试样截面尺寸 截面 1 截面 2 截面 3 
测量值（mm）       
平均值（mm）    

 
铸  铁 

试样截面尺寸 截面 1 截面 2 截面 3 
测量值（mm）       
平均值（mm）    

 
 

实验结果 

 
低碳钢试样 

参     数 实验结果 修约结果 单   位 

极惯性矩 Ip  //  

截面系数W   //  

上屈服扭矩 TeH  //  
下屈服扭矩 TeL  //  
最大扭矩 Tm  //  

上屈服强度τeH    
下屈服强度τeL    
抗扭强度τm    

断裂点相应的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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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铁试样 
参     数 实验结果 修约结果 单   位 

极惯性矩 Ip  //  

截面系数W   //  

最大扭矩 Tm  //  
抗扭强度τm    

断裂点相应的转角    
 
绘制扭转曲线 

 

低碳钢 铸铁 

  

 
破坏形态描述及分析 

 

 

 

 

 

 

 

 

 

思考题 

1、安装试件时，为什么试件的纵轴线与试验机夹头的轴线要重合？ 

2、试件受扭时，表层的材料处于什么应力状态 

3、低碳钢拉伸和扭转的断裂方式是否一样？破坏原因是否相同？ 

4、铸铁在压缩和扭转时，断口外缘都与轴线成 45 度，破坏原因是否相同？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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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应变计的粘贴工艺实验 
 

姓名                 学号                                               成绩                    

实验时间             地点                                 

 

实验目的 

 

 

实验设备（仪器名称、型号、量程） 

 

 

 

应变计的粘贴工艺说明 

 

 

 

 

 

 

粘贴质量检查 

电阻值  

外   观  

绝缘电阻  

引   线  

保   护  

 

结果讨论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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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电阻应变计的热输出实验 
 

姓名                 学号                                               成绩                    

实验时间             地点                                 

 

实验目的 

 

 

实验设备（仪器名称、型号、量程） 

 

 

 

实验原理 

试样材料及实验装置示意图： 

实验结果 

时间/秒  温度/ ℃ 应变/με 数据结果/热输出曲线 

   

   

   

   

   

   

   

   

   

   

   

   

   

   

 

   平均热输出系数(10
-6
/℃ 

试验结果及试样破坏形态分析：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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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电阻应变计测量原理实验报告  
 

姓名                 学号                                               成绩                    

实验时间             地点                                 

实验目的 

 

 

实验设备（仪器名称、型号、量程） 

 

 

 

 

实验方案设计 

接线方案 接线方案一 接线方案二 接线方案三 

接
线

示
意
图
 

   

输出说明    

原始记录表 

第一接线方案 第二接线方案 第三接线方案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应变 

(με ) 

负载 

(N) 

读

数 

增

量 

读

数 

增

量

读

数 

增

量 

读

数

增

量

读

数

增

量

读

数

增

量

读

数

增

量 

读

数 

增

量 

读

数

增

量

0  --  --  --  --  --  --  --  --  --

2                   

4                   

6                   

8                   

10                   

8                   

6                   

4                   

2                   

0                   

平均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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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结果 

项目 第一接线方案 第二接线方案 第三接线方案 

平均值    

中间值    
读 

数 

标准差    

理论值(με )    

实验值(με )    
应 

变 

测试误差 (%)    

试验结果分析 

 

 

 

 

 

 

 

 

 

 

 

 

 

 

 

 

 

 

 

 

 

思考题 

 

1. 试述电阻应变计的工作原理。  

2. 什么是应变计的灵敏系数？怎样进行标定？  

3. 用加长或增加栅线数的方法改变应变计敏感栅的电阻值，是否能改变应变计的灵敏系数？为什么？  

4. 应变计测量的应变是下述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  

(1) 栅长中心点处的应变； (2)栅长长度内的平均应变； (3)栅长两端点处的平均应变。 

5. 有一粘贴在简单拉伸试件上的应变计，其阻值为120Ω，灵敏系数K＝2.008。问试件上应变为1000με 时，

应变计的阻值是多少？  

6. 电阻应变计达到完全补偿的必要条件有哪些？测量电桥的特性有哪些？试述测试误差与接线方法的关系。 

7. 分析各种测量测量接线法中温度补偿的实现方法。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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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材料弹性常数实验报告 

姓名                 学号                                               成绩                    

实验时间             地点                                 

实验目与设备（仪器名称、型号、量程、试样尺寸） 

 

 

 

 

实验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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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记录 

第一遍 

载荷 

（kN） 

纵向应变 1 

(με) 

纵向应变 2 

(με) 

纵向应变 

平均值(με)

横向应变 

(με) 

F0=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第二遍 

载荷 

（kN） 

纵向应变 1 

(με) 

纵向应变 2 

(με) 

纵向应变 

平均值(με)

横向应变 

(με) 

F0=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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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曲线 

（分别绘制应力-应变曲线和纵向应变-横向应变曲线，应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弹性模量 E 和横向变形系数μ） 

 

 

 

 

 

 

 

 

 

 

 

 

 

 

 

 

 

 

 

 

 

 

 

 

 

 

 

 

实验结果与分析 
测试结果（第一遍） 测试结果（第二遍） 

E=  E=  

μ=  μ=  

 实验测量值 标准差 测量不确定度
*
 

弹性模量    

泊松比    

 

指导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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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弯曲正应力分布实验报告 
 

姓名                 学号                                               成绩                    

实验时间             地点                    

实验目的 

 

 

实验设备（仪器名称、型号、量程、试样尺寸） 

 

 

 

 

实验方案简述 

 

 
 

 

 

 

 

 

 

 

实验原始数据记录表格 

材料常数：  GPa210=E ，  梁的尺寸：  150mma = ， 20mmb = ， 40mmh =  

应变/ με

载荷/ kN  
6 点 2 点 1 点 3 点 7 点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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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数据处理表格 

=ΔF  6εΔ =  2εΔ =  1εΔ =  3εΔ =  7εΔ =  

εσ Δ= E
实

( MPa )      

zI
yMΔ

=理σ ( MPa )      

误差=
理

实理

σ
σσ −

(%)   //   

 

 

 

实验结果分析 (绘制实测弯曲正应力与梁高分布曲线和理论的分布曲线) 

 

 

 

 

 

 

 

 

 

 

 

 

 

 

 

 

 

 

思考题 

    1、实验结果和理论计算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其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2、弯曲正应力的分布与材料弹性模量 E 是否有关系？如果拉伸弹性模量与压缩弹性模量不一致，弯曲正

应力将如何分布？ 

3、在增量法测量中，未考虑梁的自重，是不是应该考虑？还是忽略不计？ 

4、如何根据实验结果计算梁弯曲时中性轴的位置？ 

指导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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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 薄壁圆管弯扭组合主应力实验报告 
 

姓名                 学号                                               成绩                    

实验时间             地点                    

实验目的 

 

 

实验设备（仪器名称、型号、量程） 

 

 

 

数据原始记录与结果计算                                                     (με) 

    试样外径 D =     mm     试样内径 d =      mm 弹性模量  E =       GPa 

    扭转力臂 a =     mm     弯曲力臂 b =      mm 泊桑比   μ= 

测点 A 测点 B 
－45° 0° +45° －45° 0° +45° 

荷载 

P(N)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 // // // // // 
     

 
 

 
 

 
   

   
     

 
 

 
 

 
   

   
     

 
 

 
 

 
   

   
     

 
 

 
 

 
   

   
       

      
  

// 
 

// 
 

// 
 

// 
 

// 
 

// 

应变增量       

主应变 

(με) 
1

2

ε
ε
=
=

 
1

2

ε
ε
=
=

 

主应力 

(MPa) 1σ =  2σ =  1σ =  2σ =  

理论值 

(MPa) 1σ =  2σ =  1σ =  2σ =  

主方向 0α =  0α =  

理论值 0α =  0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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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原始记录与结果计算 

    试样外径 D =     mm     试样内径 d =      mm 弹性模量  E =       GPa 

    扭转力臂 a =     mm     弯曲力臂 b =      mm 泊桑比   μ= 

测点 C 测点 D 
－45° 0° +45° －45° 0° +45° 

荷载 

P(N)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读数 增量 

// // // // // // 
     

 
 

 
 

 
   

   
     

 
 

 
 

 
   

   
     

 
 

 
 

 
   

   
     

 
 

 
 

 
   

   
       

      

  
// 

 
// 

 
// 

 
// 

 
// 

 
// 

应变增量 

×10—6 
      

主应变 

(με) 
1

2

ε
ε
=
=

 
1

2

ε
ε
=
=

 

主应力 

(MPa) 1σ =  2σ =  1σ =  2σ =  

理论值 

(MPa) 1σ =  2σ =  1σ =  2σ =  

主方向 0α =  0α =  

理论值 0α =  0α =  

实验结果分析 

 

 

 

 

 

 

 

 

 

 

                                         指导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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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提高部分） 弯矩、扭矩和剪力的测量实验报告 

姓名                 学号                                               成绩                    

实验时间             地点                    

实验目的 

 

 

实验设备（仪器名称、型号、量程） 

 

 

 

薄壁圆管弯扭组合内力测定实验数据原始记录 

荷  载 弯矩 扭矩 剪力 
P（N） 读 数 增 量 读 数 增 量 读 数 增 量 

// // // 
 

   
   

 
   

   

 
   

   

 
   

   

 
   

   
  

// 
 

// 
 

// 
平均读数增量×10—6       

 
结果计算 

下面计算实测内力值和理论内力值，并进行比较。 

项目 应变 内力实验值 内力理论值 

弯矩    

扭矩    

剪力    

实验结果分析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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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 开口薄壁梁弯心及应力等测定实验 

姓名                 学号                                               成绩                    

实验时间             地点                    

实验目的 

 

 

实验设备（仪器名称、型号、量程） 
 

 

 

 

试验方案设计(应绘制试验装置草图、绘制电阻应变计接线示意图、电桥输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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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原始记录（自拟） 

 

 

 

 

 

 

 

 

实验结果分析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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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实验报告 
 

姓名                 学号                                               成绩                    

实验时间             地点                

 

实验目的 

 

 

 

 

 

数据原始记录（自拟） 

 

 

 

 

 

 

 

 

 

 

 

 

简介观查到的破坏现象与实验体会 

 

 

 

 

 

 

 

 

 

 

 

 

 

 

 

 

 

 

 

 

指导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