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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和警告 
Bluehill 帮助版本 

V1.0  

版权 

版权 © 2004 Instron 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商标 

Instron®、Instron 标识、Dynatup®、Shore®、Wilson®、Rockwell® 和 Brale® 均为 Instron 
公司的注册商标。此处提到的标明 Instron 产品和服务的 Satec™ 以及其他名称、标识、图

标和标志为 Instron 公司的商标。未经 Instron 的书面许可，不得擅自使用这些商标。 

此处使用的其他的产品和公司名称为其各自公司的商标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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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与注意 

常规安全预防措施 

材料试验涉及由于载荷高、移动速度快和贮存的能量而带来的固有危险。必须清楚，所有

的可移动和可操作部件都是潜在的危险，尤其是液压伺服试验系统中的作动缸或电动机械

试验系统的移动横梁。 

一旦认为出现危险，立刻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停止试验并切断试样系统的液压源或电

源。 

仔细阅读所有相关手册并查看所有“警告”与“注意”。“警告”表示可能导致伤害甚至

死亡的危险。“注意”表示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或数据丢失的危险。 

确保将要在材料、组件或结构上使用的试验设置和实际试验不会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危险。

充分利用所有的机械和电子限位功能。这些限位可以防止作动缸活塞或移动横梁的移动超

过需要的操作区域。同时为试样和设备提供保护以减少潜在的危险。 

好的安全预防措施就是从将要使用的试验设备得到培训，并阅读“操作说明及参考手

册”，充分了解试验设备。 

 

 

危险 - 防止电缆损坏和意外断开。 

 
电缆的断开或损坏会引起控制信号和反馈信号丢失，导致不能形成闭

环控制，可能会使作动缸或横梁迅速达到其动作极限。要防止所有电

缆，尤其是传感器电缆的损坏。禁止将没有保护的电缆敷设在地面，

或悬挂过度拉紧的电缆。电缆绕过拐角或穿过墙上开孔时要使用衬垫

防止擦伤电缆。 

 

高温/低温危险 - 在极端温度下操作设备时，要穿戴防护服。 

 
材料试验经常在室温以外进行，需要使用烘箱、高温炉或低温箱。极

端温度意味着要在高于 60℃（140°F）或低于 0℃（32°F）的温度下进

行操作。在这些温度下操作设备时，必须使用防护服，如手套。使用

温度控制设备时，必须显示关于高温操作或低温操作的警告提示。必

须注意，极端温度危险并不仅限于紧靠试验的区域。 

 

挤压危险 - 安装或移走试样、组件或结构时要小心。 

 
安装或移走试样、组件或结构时，需要在夹具之间的危险区域工作。

要始终避开夹具的夹块。作动缸或横梁移动时，要避开夹具之间的危

险区域。确保安装或移走操作所需的作动缸或横梁动作移动缓慢，而

且尽可能在低加载设置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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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 确保从计算机控制转换到手动控制时作动缸或横梁不会产生移

动，否则不要将试验系统置于脱机状态。 

 
当系统脱离计算机控制时，作动缸或横梁立即转为响应手动控制的状

态。在转入手动控制之前，要确保控制的设置不会使作动缸或横梁产

生意外的移动。 

 

机械手动作危险 - 远离机械手的操作范围，除非机械手未启用。 

 
自动试验系统中机械手的运动很难预测，会引起危险。机械手能够从

等待状态突然转入高速运行的多轴动作。在系统运行时，要远离机械

手的操作范围。在输入操作范围之前，如对试样夹重新加载，不得启

动机械手。 

 

危险 - 运行闭环调整、波形程序块、或试验前，必须设置合适的限

位。 

 
试验过程中，当作动缸或横梁的行程、加载力或应变达到试验系统中

的操作上限和/或下限时，系统中包含的操作限位将停止运动或关闭系

统。 试验前，操作员正确设置操作限位可以减小损坏试验设备和系统

的危险，以及对操作员的相应危险。 

 

触电危险 - 移开电器设备保护盖之前，必须断开总电源。 

 
移开电器安全盖或更换保险丝之前，必须断开设备总电源。安全盖移

开时不得接通电源。尽快装回保护盖。 

 

旋转机械危险 - 移开旋转机械保护盖之前，必须断开总电源。 

 
移开旋转机械保护盖之前，必须断开所有电源。保护盖移开时，不得

接通任何电源，除非在用户手册中有特别说明。如果必须在移开保护

盖后运行设备来进行维护，要确保所有宽松的衣服、头发等都已系在

身后。尽快装回保护盖。 

 

危险 - 在关闭液压源并将管路液压卸压至零之前，不得断开任何液压 

油管接头。 

 
在关闭液压源并将管路液压卸压至零之前，不得断开任何液压油管接

头。系牢所有带压软管，防止系统运行时软管移动，同时防止软管在

破裂时 
甩动。 

 

危险 - 在关闭总气源并卸掉残余气压之前，不得断开任何压缩空气管 

接头。 

 
没有断开主气源并完全卸掉残余气压之前，严禁松开气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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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危险 - 如果试验时存在试样、组件或结构发生故障并导致危险的

可能，必须戴防护眼镜并使用防护屏。 

 
如果对操作者和观察者存在人身伤害的危险，必须戴防护眼镜并使用

防护屏；危险来自试验的试样、组件或结构的破坏，尤其是可能发生

爆炸性分解的地方。由于可用于试验的试样材料、组件或结构范围很

宽，对于任何试样、组件或结构破坏导致的危险，设备的所有者和使

用者承担全部责任。 

 

危险 - 确保加载链上各组件正确预加载，减小发生疲劳破坏的危险。 

 运动系统，尤其是载荷反向通过零点时，如果加载链上的各部件之间

没有进行正确预加载，存在疲劳裂纹扩展的危险。对加载链上所有紧

固件施加指定力偶矩并正确安装楔性垫圈和螺旋垫圈。疲劳试验前，

目视检查高度受力的部件（如夹具和螺口连接器）是否有磨损和疲劳

破坏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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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此部分包括： 

• 在屏幕上获得帮助的方法 

• 在屏幕间切换 

• 主屏幕 

• 控制器 

• 试验选项卡简介 

• 方法选项卡简介 

• 报告选项卡简介 

• 管理器选项卡简介 

• 状态栏 

• 不同试验类型控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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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屏幕上获得帮助的方法 

软件提供多种使用“帮助”的方法，从“工具提示”到使用关于整个软件如何工作的所有

参考信息。 

工具提示 

将鼠标移至屏幕上的某个控制按钮。如果该控制按钮有“工具提示”，大约一秒后出现一

个提示文本框。移走鼠标，文本框消失。 

问题与解答 － 提示面板 

“工具提示”为单一的控制按钮提供特定的说明。“提示”面板可以为使用某一屏幕时可

能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提供解答。单击问题，在问题下出现该问题的解答。再次单击该问

题，解答消失，或单击另外一个问题查看其解答。 

参考帮助（本文件） 

软件的所有屏幕都与本帮助文件的特定位置链接。单击“提示”面板右上角的 ? 按钮，

打开帮助文件中关于当前屏幕的帮助主题。可以使用“内容列表”或当前帮助主题下的链

接进入帮助文件中的其他主题。在与“内容列表”相同的面板下，有如下附加选项卡： 

• 索引 － 在此处可根据添加到索引的关键词查看主题 

• 查找 － 在此处可以查看一个词或词组在整个帮助系统中出现的所有位置；全文本

查找 

• 常用 － 在此处添加需要经常访问的主题 

• 术语表 － 包含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术语及其定义 

F1 帮助键 

F1 帮助键是另外一种打开参考帮助文件的方式。按下 F1 键与单击“提示”面板右上角的 ? 
按钮结果相同；即打开帮助文件中关于当前屏幕的帮助主题。 

打印的文档 

随同软件提供一些 PDF 格式文件，包含本帮助文件中不同部分的内容。这些内容与帮助

文件内容相同，但组织顺序不同。全部的 PDF 文档组成一个完整的帮助文件。 

单击 Windows 下的开始按钮，然后单击程序中 Instron 下适当的 PDF 文件名，可以打开

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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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屏幕间切换 

屏幕的上方是控制器，控制器的下方是 Bluehill 的用户界面。 

根据在主屏幕中选择的按钮，将出现相应的可用选项卡。试验按钮将打开所有四个选项卡

（试验、方法、报告、管理器），方法按钮将打开三个选项卡（方法、报告、管理器），

报告按钮将打开两个选项卡（报告、管理器），管理器按钮将只打开管理器选项卡。这样

的显示适合用户单击某个特定按钮时需要进行工作。选择“试验”时，用户需要进入试验

屏幕，但也可能需要对方法参数、报告模板参数、或管理功能进行修改。选择编辑方法

时，可能需要同时创建或编辑相关的报告模板。 

试验选项卡 

单击主屏幕上的试验按钮，所有四个选项卡都显示（试验、方法、报告和管理器）。单击

选项卡名就可以在选项卡间切换。除了在试验运行时以外，可以随时在选项卡之间切换。

在试验时，只能使用试验选项卡。 

方法选项卡 

在方法选项卡下，屏幕的左侧有一导航条。单击其中一个项目使之扩展，可以显示此项目

中的扩展项目。然后单击扩展项目中的一个项目进入其屏幕。当前选择的项目在导航条上

突出显示。在屏幕间切换时，屏幕右侧提示面板上的提示改变，显示相关的信息。 

例如在导航条的试验提示项目，此项目的扩展项目数量取决于用户在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

屏幕中的选择。如果选中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复选框，导航条上出现用于带提示试验设

置屏幕的项目。 

报告选项卡 

在报告选项卡下，屏幕的左侧有一导航条。然后单击其中的一个项目进入其屏幕。当前选

择的项目在导航条上突出显示。在屏幕间切换时，屏幕右侧提示面板上的提示改变，显示

相关的信息。 

管理器选项卡 

在管理器选项卡下，屏幕的左侧有一导航条。单击其中一个项目使之扩展，可以显示此项

目中的扩展项目。然后单击扩展项目中的一个项目进入其屏幕。当前选择的项目在导航条

上突出显示。在屏幕间切换时，屏幕右侧提示面板上的提示改变，显示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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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 

此屏幕是 

 启动软件时出现的第一个屏幕（除非以对“缺省启动”配置进行了改动） 

 选择需要进行的工作的屏幕  

位于屏幕顶部的“控制器”是软件的一个单独部分，不同的控制设备具有不同的控制 

功能。 

以下各部分说明主屏幕中各按钮的功能。 

测试按钮 

单击此按钮可以对试样进行测试。软件依次显示一系列屏幕，用户可在这些屏幕中进行下

列操作： 

a. 选择含有试验参数的试验方法 

b. 对保存试验数据的样品文件进行命名 

c. 进行测试 

另外有一个继续样品选项，可用于再次打开已创建的样品文件，并测试更多试样，并将这

些试样的数据加入现有的样品文件中。即使不需要测试更多试样，也可以使用此选项查看

已创建的样品文件的数据。 

注释： 继续样品选项在 sistema 软件中称作“重新开始”。 

方法按钮 

单击此按钮可以编辑并保存试验方法文件。软件依次显示一系列屏幕，用户可在这些屏幕

中进行下列操作： 

a. 选择要使用的试验方法 

b. 修改试验参数，并将修改保存到原试验方法文件（保存）或新试验方法文

件（另存为）。 

然后可以使用用户创建的试验方法运行试验。 

如“安全”启用，而且用户没有“测试经理”或“管理员”的权限，此按钮呈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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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按钮 

单击此按钮可以编辑并保存报告模板文件。软件依次显示一系列屏幕，用户可在这些屏幕

中进行下列操作： 

a. 选择将要使用的报告模板 

b. 修改报告模板，并将修改保存到原报告模板文件（保存）或新报告模板文

件（另存为）。 

可以使用用户创建的报告模板，并根据测试过程中采集的数据来生成报告。 

如“安全”启用，而且用户没有“测试经理”或“管理员”的权限，此按钮呈灰色。如果

系统未安装备选的“报告和曲线图软件包”，此按钮始终呈灰色。 

管理器按钮 

单击此按钮可以修改用户试验系统的配置。可以添加或去除硬件，启用不同的软件选项，

或启用“安全”等。如需与“技术支持”人员联系，在此区域中的一个屏幕中可以查看并

打印用户试验系统所有的版本号和系统标识号。 

用户按钮 

如果“安全”未启用，此按钮呈灰色。 

单击此按钮退出当前用户，并允许一个新用户登录到“安全”系统。退出当前用户时，并

不会退出程序。 

帮助按钮 

单击此按钮打开本“帮助”系统中相当主题的内容。 

退出按钮 

单击此按钮退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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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位于屏幕顶部的“控制器”是软件的一个单独部分，不同的控制设备具有不同的控制器。

例如，“8800 控制器”与“5500 控制器”具有不同的控制特点。“控制器”始终可见，

而且在软件的所有屏幕下可用。 

重要注释： 尽管在主屏幕上用于监控的“控制器”可见，如果没有打开试验方法进

行编辑或测试，不要对“控制器”的设置作任何更改。一些控制器参数

储存在试验方法中，打开试验方法时，这些参数将被重设为方法中指定

的数值。 

 

5500、4400、4300、4200 和 3300 试验机的控制器 

这些控制设备的“控制器”外观相同，但每个“控制器”对话框的可用功能不同。 

概述： 

• 5500 控制设备支持所有功能。 

• 3300、4400、4300 和 4200 控制设备在控制面板对话框中不支持“试样保护”功

能。因此，对话框中这部分区域呈灰色。 

• 4400、4300 和 4200 控制设备不支持机架、图表、记录仪和数字线路对话框中的

功能。因此，对话框中不显示这些选项卡。 

在帮助的“内容列表”下双击“控制器”说明可以查看关于“控制器”的帮助信息。此处

有一个描述“控制器”的单独的 PDF 格式文件，文件名为 EM_Console.pdf，该文件可以

打印。 

5800 和 8800 试验机控制器 

这两种控制设备的“控制器”与 5500、4400、4300、4200 和 3300 控制设备的差别很大。 

在帮助的“内容列表”下双击“控制器”说明可以查看关于“控制器”的帮助信息。随同

系统提供一份单独描述“5800 控制器”或“FT 控制器”的纸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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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选项卡简介 

安全访问 

试验选项卡及其内容始终可用，与“安全”设置无关。 

何时出现： 

在以下情况出现： 

 选择主屏幕下的试验选项卡，然后选择新样品。在开始新样品屏幕选择将要用

于测试的方法文件，并在随后的屏幕下命名新样品文件。 

 选择主屏幕下的试验选项卡，然后选择继续样品。在继续样品屏幕选择要打开

的样品文件。 

包含内容： 

在屏幕的左侧有一个“试样选择器”。 

在屏幕右侧有两组按钮。 

屏幕顶部的控制按钮有： 

• 开始测试 

• 停止测试 

• 返回标距 

• 重设标距 

其余按钮可以用于： 

• 结束样品（同时保存样品文件） 

• 保存样品文件（但不结束样品） 

• 改名保存样品文件（与开始样品时指定的文件名不同） 

• 打印试验报告 

屏幕的中间部分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一到两个曲线图，一到两个结果表格，以及一个试验

输入区。在设置屏幕布局时可以选择这几个部分的数量和内容。详见“试验工作区”。 

如果使用“提示顺序”来运行带提示试验，提示区将覆盖在屏幕的中心位置。详见“提示

工作区”。 

屏幕底部显示状态栏。显示试验系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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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项卡简介 

安全访问 

以下情况方法选项卡及其内容可用： 

• “安全”启用，且用户为“测试经理”或“管理员”。 

• “安全”停用。 

以下情况方法选项卡不可用： 

• “安全”启用，且用户为“操作员”。 

何时出现： 

如果“方法”选项卡可用，将在以下情况出现： 

 选择主屏幕下的方法选项卡，然后选择要编辑的方法文件。 

 选择主屏幕下的方法选项卡，然后创建一个新的方法文件。 

 选择主屏幕下的试验选项卡，然后选择新样品。选择一个用于试验的方法文件

并命名新样品。然后可以单击方法选项卡编辑从方法文件中读入的参数。 

 选择主屏幕下的试验选项卡，然后选择继续样品。选择要打开的样品文件。然

后可以单击方法选项卡编辑从样品文件中读入的参数。 

包含内容： 

在屏幕的左侧有一导航条。单击导航条上的项目，在屏幕中央出现所选项目的相应内容。 

在屏幕右侧有一组按钮。另存为和打印按钮始终可用。保存和保存并关闭按钮只有在编辑

试验方法文件时才可用，如果有打开的样品文件，这两个按钮不可用。 

屏幕底部显示状态栏。显示试验系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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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选项卡简介 

普通访问 

只有在购买备选的“报告和曲线图软件包”之后，才能访问报告选项卡及其内容。如未购

买此软件包，将不能访问“报告”选项卡，也不能创建和编辑用户报告模板，必须选择随

软件提供的报告模板来生成用户报告。 

安全访问 

如已购买“报告和曲线图软件包”，以下情况报告选项卡及其内容可用： 

• “安全”启用，且用户为“测试经理”或“管理员”。 

• “安全”停用。 

以下情况报告选项卡不可用： 

• “安全”启用，且用户为“操作员”。 

何时出现： 

如果报告选项卡可用，将在以下情况出现： 

 选择主屏幕下的报告选项卡，然后选择要编辑的报告模板文件。 

 选择主屏幕下的报告选项卡，然后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报告模板文件。 

 选择主屏幕下的方法选项卡，然后选择要编辑的方法文件。然后可以单击报告

选项卡编辑链接的报告模板文件，打开方法文件时此文件同时打开。 

 选择主屏幕下的方法选项卡，然后创建一个新的方法文件。然后可以单击报告

选项卡编辑链接的报告模板文件，打开方法文件时此文件同时打开。 

 选择主屏幕下的试验选项卡，然后选择新样品。选择一个用于试验的方法文件

并命名新样品。然后单击报告选项卡编辑已打开的链接的报告模板。 

 选择主屏幕下的试验选项卡，然后选择继续样品。选择要打开的样品文件。然

后单击报告选项卡编辑已打开的链接的报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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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内容： 

在屏幕的左侧有一导航条。单击导航条上的项目，在屏幕中央出现所选项目的相应内容。 

在屏幕右侧有一组按钮。其中保存、另存为、预览和打印按钮始终可用。保存并关闭按钮

只有在编辑报告模板而且没有试验方法文件和样品文件打开时才显示。如果有试验方法文

件和样品文件打开，该按钮变为打开按钮，可以打开一个不同的报告模板。 

屏幕底部显示状态栏。显示试验系统的状态。 

报告模板如何工作 

报告模板文件链接到试验方法文件，但并不包含在试验方法文件中。试验方法中含有到报

告模板的链接，可以在打开方法文件的同时打开报告模板。 

如果在载入方法文件后打开一个报告模板，该模板将链接到此方法文件。或者，在方法选

项卡的“设置文档输出”屏幕更改到报告模板的链接，这将打开报告选项卡下相应的报告模

板文件。保存试验方法时，新的链接也被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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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器选项卡简介 

安全访问 

管理器选项卡和该选项卡下的大部分内容始终可用。但是设置安全屏幕只允许“安全”系

统的“管理员”进入。 

何时出现： 

管理器选项卡始终可用。 

包含内容： 

在屏幕的左侧有一导航条。单击导航条上的项目，在屏幕中央出现所选项目的相应内容。 

选项卡下的大部分屏幕都用于对硬件和软件进行配置，很可能用户用不到这些屏幕。只有

在更改试验系统时才会访问这些屏幕，如增加附件。 

关于设置“安全”，详见“安全参考”。 

“查看系统信息屏幕”显示有关试验系统的所有硬件和软件信息，如果用户需要同 

Instron 用户服务联系，这部分内容非常有用。 

屏幕底部显示状态栏。显示试验系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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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栏 

软件中，状态栏在每个屏幕的底部显示。提供关于试验系统不同部分的状态的信息。 

安全 

有三种安全状态。如果安全启用，并有用户登录，将显示用户名称。如果安全启用，但没

有用户登录，将显示无用户。如果安全未启用，将显示安全关闭。 

试验机状态 

如果试验机与计算机已连接，将显示试验机有效。如果试验机与计算机尚未连接，而且也

未启用演示模式，将显示无试验机。如果试验机与计算机尚未连接，但已启用演示模式，

将显示演示模式。 

在无试验机状态下，除不能对试样进行测试外，可以在软件中进行各种操作。在演示模

式状态下，系统使用数据文件来模拟对试样的测试。关于演示模式，详见“系统首选项

屏幕”。 

样品 

如无样品文件打开，将显示样品：关闭。如有样品文件打开，将显示文件名。如果在文件

名后带有星号，表示对文件作了修改但尚未保存。例如，打开一个样品并开始测试试样，

在样品文件名的后边会出现星号，直到对样品文件进行保存，或结束样品。关于方法和样

品，详见“系统如何创建样品文件”。 

方法 

如无方法文件打开，将显示方法：关闭。如有方法文件打开，将显示文件名。如果在文件

名后带有星号，表示对文件作了修改但尚未保存。例如，打开一个试验方法并开始进行编

辑，在方法文件名的后边会出现星号，直到对方法文件进行保存，或将方法保存到新的文

件名。如果选择创建新方法，在给出新文件的名称之前，将显示方法：。 

如果使用继续样品来继续测试样品，并将这些试样添加到现有样品中，“方法”区域将显

示方法：。方法的参数已经从保存过的样品文件中获得。关于方法和样品，详见“系统如

何创建样品文件”。 

报告 

如无报告模板文件打开，将显示报告：关闭。如有报告模板文件打开，将显示文件名。如

果在文件名后带有星号，表示对文件作了修改但尚未保存。例如，打开一个报告模板并开

始进行编辑，在报告模板文件名的后边会出现星号，直到对模板文件进行保存，或将模板

保存到新的文件名。如果选择创建新报告模板，在给出新文件的名称之前，此区域将显示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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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信息 

如果系统正在运行有关样品、方法和报告模板的文件，会在状态栏的适当区域显示过程信

息来提示用户。典型的信息包括试验方法文件、样品文件和报告模板文件的“正在打开”

和“正在保存”。当系统使用试验数据和当前打开的报告模板创建报告时，在“报告”区

域显示“正在生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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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试验类型控制简介 

Bluehill 软件中有一系列不同的可用试验类型。每一类试验提供不同的试验控制工具。 

沥青试验 

预试验部分包括预加载和预循环，并可选择是否采集预循环时的数据 

试验部分包括斜线 1 和斜线 2  

试验结束部分 

数据采集部分 

应变部分包括轴向和横向“应变”和引伸计去除准则。 

拉伸 

预试验部分包括预加载和预循环，并可选择是否采集预循环时的数据 

试验部分包括斜线 1 和斜线 2  

试验结束部分 

数据采集部分 

应变部分包括轴向和横向“应变”和引伸计去除准则。 

拉伸蠕变松弛 

预试验部分包括预加载 

试验部分包括一个斜线和保持段准则 

试验结束部分包含试验结束和保持结束准则 

数据采集部分 

应变部分包括轴向和横向“应变”和引伸计去除准则。 

拉伸程序块循环 

预试验部分包括预加载和预循环，并可选择是否采集预循环时的数据 

试验部分包括一个链接，链接到包含程序块循环试验参数的程序块循环文件 

试验结束部分 

数据采集部分 

应变部分包括轴向和横向“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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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 

预试验部分包括预加载和预循环，并可选择是否采集预循环时的数据 

试验部分包括斜线 1 和斜线 2  

试验结束部分 

数据采集部分 

应变部分包括轴向和横向“应变”和引伸计去除准则。 

压缩蠕变松弛 

预试验部分包括预加载 

试验部分包括一个斜线和保持段准则 

试验结束部分包含试验结束和保持结束准则 

数据采集部分 

应变部分包括轴向和横向“应变”和引伸计去除准则。 

压缩程序块循环 

预试验部分包括预加载和预循环，并可选择是否采集预循环时的数据 

试验部分包括一个链接，链接到包含程序块循环试验参数的程序块循环文件 

试验结束部分 

数据采集部分 

应变部分包括轴向和横向“应变”。 

弯曲 

预试验部分包括预加载 

试验部分包括一个斜线 

试验结束部分 

数据采集部分 

应变部分包括轴向应变和引伸计移去除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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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蠕变松弛 

预试验部分包括预加载 

试验部分包括一个斜线和保持段准则 

试验结束部分带有试验结束和保持结束准则 

数据采集部分 

应变部分包括轴向应变和引伸计移去除准则。 

剥离，撕裂，摩擦 

预试验部分包括预加载 

试验部分包括一个斜线 

试验结束部分 

数据采集部分 

金属 

预试验部分包括预加载和预循环，并可选择是否采集预循环时的数据 

试验部分包括 多三条斜线和一个滞后 

试验结束部分 

数据采集部分 

应变部分包括轴向和横向“应变”和引伸计去除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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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试验 

 

此部分开始于： 

• 如何运行试验－关于详细主题的步骤清单。 

以下为与运行试验有关的详细主题。 

• 开始新样品 

• 命名新样品 

• 测试工作区 

• 试样选择器 

• 试验输入屏幕组件 

• 结果及统计表格屏幕组件 

• 曲线图屏幕组件 

• 提示工作区 

• 结束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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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试验 

对用户的要求： 

• 试验方法文件（试验方法范例随同软件提供）。 

用户的操作： 

1. 单击主屏幕下的试验按钮。 

2. 选择包含进行试验所需参数的试验方法文件。 

[详见“开始新样品”] 

3. 单击下一步按钮。 

4. 输入名称并选择样品数据文件的位置（或接受系统提供的文件位置）。 

[详见“命名新样品”] 

5. 单击下一步按钮。 

6. 对试样进行测试。 

[详见“试验工作区”] 

7. 单击完成样品按钮。 

[详见“结束样品”] 

最终结果： 

• 得到一个位于指定位置的样品文件 ( 缺省文件位置为：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Instron\Bluehill\Output)。 

样品文件中包含初始试验方法文件的所有试验参数和试验中采集的所有试验数据。 

• 在方法选项卡下的文档输出屏幕中指定的输出。通常包括一份打印的报告和一个

与样品文件保存位置相同的 PDF 格式文件。 

可以对保存的样品文件进行的操作： 

打开样品文件 

单击主屏幕下的试验按钮，然后单击导航条中的继续样品按钮。从 近使用样品文件列表

中选择需要的样品文件后，单击打开按钮。将回到第一次进行试验时单击完成样品按钮前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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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打印报告 

进入报告选项卡单击打印按钮，可以再次打印报告。 

注释： 如果在试验方法中选择报告的保存格式为 PDF、MS Word 或 HTML，可以

使用 Bluehill 软件以外的其他软件打印保存的报告文件。 

测试更多试样并添加到样品 

如果需要测试更多试样，可在试验工作区进行这个操作。在所需的所有试样都完成测试

后，单击完成样品按钮保存并关闭样品文件，同时生成一系列的文档输出。 

[详见“继续测试样品”] 

修改参数值错误并重新生成报告 

如果在试验工作区使用试验输入，可以输入每个试样的参数（例如宽度和厚度）。测试试

样时如果输入的参数值错误，可以返回到试样，输入正确的数值，重新计算结果并打印新

的报告。 

[详见“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 

添加更多结果并重新生成报告 

如果需要对试验数据进行其他计算，进入方法选项卡，将需要的计算添加到结果表格。然

后返回试验工作区，重新计算结果并打印新的报告。 

 [详见“设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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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新样品 

要开始样品，单击主屏幕下的试验按钮，如有必要，再单击导航条中的新样品。 

开始测试前，必须选择含有需要的设置的试验方法。 

如何工作？ 

如果需要的方法文件在 近使用列表中： 

1. 单击文件名。在列表上方显示文件的名称和路径，同时在预览窗口中显示文件

预览。 

2. 单击下一步按钮，选择此文件。 

快捷方式：双击列表中的文件名，可以选择文件。 

 

如果需要的方法文件不在 近使用列表中： 

1. 单击浏览... 按钮。出现标准的打开文件对话框，可以查找系统中任意位置的

文件。 

2. 找到需要的文件后，单击对话框中的打开按钮打开文件。 

单击取消按钮，关闭对话框并返回 近使用列表。 

从此处将到达何处？ 

单击下一步按钮，或打开文件对话框中的打开按钮，打开试验方法文件，并进入命名新文

件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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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新样品 

选择了用于测试的试验方法后，需要命名用于保存试验数据和参数的样品文件。 

如何工作？ 

根据 近使用的样品文件名，系统给出一个推荐的样品文件名。如果还没有创建用于给出

推荐名称的样品文件，将使用缺省名称“试验样品”。并在文件名的 后加上一个数字来

确保文件名的唯一性。也可以在样品文件名：区域输入另外的文件名。 

根据 近使用的输出文件夹，系统给出一个推荐的样品文件保存位置。 

从此处将到达何处？ 

完成以上操作后，单击下一步按钮。系统完成样品文件的创建，并进入包含可以开始测试

的工作区的屏幕。 

单击返回按钮，将清除在上一步中保存在内存中的试验参数，并返回开始新样品屏幕，在

此屏幕中可以选择其他试验方法文件。 

如果要在另外的位置保存样品文件，单击浏览... 按钮，打开样品另存为对话框。然后选

择一个不同的文件夹和文件名来保存文件。单击此对话框中的保存按钮，系统将创建一个

样品文件，并直接进入包含可以开始测试的工作区的屏幕（即跳过了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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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工作区 

本主题说明了运行随意试验时的试验工作区。运行带提示试验时，将代之以提示工作区。 

 

 

试验控制按钮 
按钮名称 功能 

开始测试 开始试验。单击此按钮，横梁或作动缸开始移动，试验开始。 

停止测试 停止试验，停止采集数据。 

返回标距 横梁或作动缸返回到标距位置（即位移为零的位置）。 
如果在试验进行时单击此按钮，在返回到标距位置之前，系统停

止试验和采集数据。 

重设标距 重设横梁或作动缸的当前位置为标距位置。 
[试验进行时此按钮呈灰色，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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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按钮 
按钮名称 功能 

结束样品 将样品数据保存到样品文件并结束样品。根据用户的试验设

置，结束样品时还可以打印一份报告并生成不同格式的输出文

件。详见“结束样品”  

保存样品 将样品数据保存到开始试验前定义的样品文件中。不结束样

品。仍处于试验工作区中并可以继续测试更多试样。 

样品另存为  打开文件另存为对话框，可以将样品数据保存到另外的样品文

件名（不同于开始测试前定义的文件名）。不结束样品。仍处

于试验工作区中并可以继续测试更多试样。 
此后的所有“保存样品”操作都将把数据保存到新定义的样品

文件中。 

打印报告 向连接到试验系统的打印机发送打印命令。 

 

快捷菜单 

右键单击工作区中任意位置，显示适当的快捷菜单。菜单中的可用项目取决于菜单所在的

位置。例如，在“结果表格”区域中单击右键，在菜单中将包含一些专用于“结果表格”

的选项。有些选项则始终可用，如“布局”。 

特定快捷菜单中每个项目的详细情况，可以在各个屏幕组件的主题下找到： 

• 试样选择器屏幕组件 

• 曲线图屏幕组件 

• 结果及统计表格屏幕组件 

• 试验输入屏幕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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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选择器屏幕组件 

这是试验工作区的一个组件。此组件始终出现，而且与布局设置无关。 

在试验工作区中，试样选择器与其他组件链接。一个试样在任意一个组件中突出显示时，

所有其余组件都突出显示同一个试样。 

选择试样 

在试验工作区中，有多种方法可以选择试样。可以从试样选择器或试验输入区域选择任意

一个试样。如果试样已完成测试，也可以从结果表格组件中选择此试样。 

• 单击所需试样编号，即可从试样选择器组件中选择试样。选择器的突出显示移动

到此试样编号。用右键单击试样编号，可以选中试样并显示快捷菜单。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选择试样，试验工作区中所有其他组件都同步显示所选择的试样。 

试样状态显示器 

试样选择器显示试样状态如下： 

图标 试样状态 

 未经测试的 

 未测试（即将试验） 

 测试中（正在进行试验） 

 
已测试（已测试，但系统正在处理数据或等待其他输入：如 终尺寸，或曲线

上的光标选点） 

 测试完成 

 测试完成，但不计入统计 

 

如果试样列表太长，显示区不能全部显示，将会出现滚动条，以便于滚动列表。可以使用

向上箭头键和向下箭头键一次滚动一个试样，使用向上翻页键和向下翻页键一次滚动一个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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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菜单项目 

在试验工作区的任意位置单击鼠标右键，出现快捷菜单。快捷菜单中的项目，一些在特定

的屏幕组件下有效，一些则对所有区域都有效。通用功能如下： 

• 选择屏幕布局 

• 添加试样 

• 删除试样 

• 撤消 后一次试验（只用于带提示试验） 

• 排除试样（不计入统计） 

• 加入已去除的试样（计入统计） 

• 显示去除试样 

• 编辑光标选定点 

• 重新计算全部结果 

以上功能全部在“试验工作区”标题栏上的“快捷菜单”中显示。试样选择器屏幕组件下

只显示常规项目，只有在结果表格和曲线图组件下才显示特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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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输入屏幕组件 

这是试验工作区的一个组件。在方法选项卡下的布局屏幕，或在试验工作区快捷菜单下打

开的布局对话框中选择此屏幕组件为工作区布局的一部分时，才能显示该组件。详见“设

置工作区布局”。 

在试验工作区中，试验输入与其他组件链接。一个试样在任意一个组件中突出显示时，所

有其余组件都突出显示同一个试样。 

本组件的主要功能是用于输入单个试样的参数值。这个区域的输入项目即在方法选项卡下

设置带提示试验 - 试验工作区屏幕中选择的项目。第一次创建样品时，每一个试样的参

数值都是试验方法中设置的缺省值。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任意一个试样的参数值进行修

改。此屏幕下 常见的参数值是试样尺寸。 

提示：  对于时间较长的试验，这个功能很有用。可以在测试样品中第一个试样的同

时，输入样品中所有其他试样的尺寸。 

选择试样 

在试验工作区中，有多种方法可以选择试样。可以从试样选择器或试验输入区域选择任意

一个试样。如果试样已完成测试，也可以从结果表格组件中选择此试样。 

• 在试验输入组件中选择试样，单击 > 按钮可以将显示移至下一个试样。单击 < 

按钮，显示移动到上一个试样。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选择试样，试验工作区中所有其他组件都同步显示所选择的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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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菜单项目 

在试验工作区的任意位置单击鼠标右键，出现快捷菜单。快捷菜单中的项目，一些在特定

的屏幕组件下有效，一些则对所有区域都有效。通用功能如下： 

• 选择屏幕布局 

• 添加试样 

• 删除试样 

• 撤消 后一次试验（只用于带提示试验） 

• 排除试样（不计入统计） 

• 加入已去除的试样（计入统计） 

• 显示去除试样 

• 编辑光标选定点 

• 重新计算全部结果 

以上功能全部在“试验工作区”标题栏上的“快捷菜单”中显示。试样输入屏幕组件下只

显示通用项目，只有在结果表格和曲线图组件下才显示特定项目。 

输入的限制 

在试验输入屏幕输入某些参数值时，存在以下限制： 

1. 不能输入正在进行测试的试样的尺寸。 

2. 在测试试样时，控制参数不能更改。 

3. 如果试验系统“安全”启用，并规定了用户权限，用户有可能不能改动已完成测试的

试样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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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及统计表格屏幕组件 

这是试验工作区的一个组件。在方法选项卡下的布局屏幕，或在试验工作区快捷菜单下打

开的布局对话框中选择此屏幕组件为工作区布局的一部分时，才能显示该组件。基本布局

中只包含一个结果及统计表格。如要设置两个表格，必须使用高级布局并为每个表格指定

一个屏幕区域。详见“设置工作区布局”。 

在试验工作区中，结果与统计表格与其他组件链接。一个试样在任意一个组件中突出显示

时，所有其余组件都突出显示同一个试样。 

选择试样 

在试验工作区中，有多种方法可以选择试样。可以从试样选择器或试验输入区域选择任意

一个试样。如果试样已完成测试，可以从结果表格组件中选择该试样。 

• 单击表格中所需试样编号所在的行，可以从结果表格组件中选择试样。表格中该

行突出显示。用右键单击此表格行，可以选中试样并显示快捷菜单。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选择试样，试验工作区中所有其他组件都同步显示所选择的试样。 

快捷菜单项目 

在试验工作区的任意位置单击鼠标右键，出现快捷菜单。快捷菜单中的项目，一些在特定

的屏幕组件下有效，一些则对所有区域都有效。通用功能如下： 

• 选择屏幕布局 

• 添加试样 

• 删除试样 

• 撤消 后一次试验（只用于带提示试验） 

• 排除试样（不计入统计） 

• 加入已去除的试样（计入统计） 

• 显示去除试样 

• 编辑光标选定点 

• 重新计算全部结果 

以上功能全部在“试验工作区”标题栏上的“快捷菜单”中显示。下表列出快捷菜单中只

对“结果表格”组件有效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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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项目 功能 

自动设置列宽 选择本项目可以自动设置列宽，使标题文本在一行中显示。单位

在第二行显示。如果列宽已达到 大值仍不能在一行中显示全部

标题文本，文本将自动换行。自动设置检查用户为每个结果设置

的数字小数位，并设置相应的列宽。如果手动拖动列的分隔线来

设置列宽，标题文本将自动换行。 

重设列宽为 

缺省宽度 
选择该项目将把所有列重设为初始的缺省宽度。 

列特性...  在结果与统计表格组件的列中单击右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择

列特性...（如果在列外单击右键，该项目呈灰色）。显示该列中

结果的特性对话框。可以为该列中的结果设置属性，此属性与方

法选项卡中设置结果表格中的列屏幕中设置的属性相同 
如果“安全”选项启用，而且用户没有进入方法选项卡的权限，

菜单中此项目呈灰色。 

查看结果和统计 
只查看结果 
只查看统计 

选择需要查看的适当的菜单项目，查看结果和统计，只查看结果

或只查看统计。选中标记显示当前选择。 

复制表格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复制表格，可以复制结果表格中的内容。表格

内容复制到剪贴板，可以粘贴到其他应用程序。只能复制当前查

看到的内容；表格中没有选择查看的部分不会被复制。 

打印表格...  从快捷菜单选择打印表格...，可以打印结果表格的内容。打印对

话框打开，可以打印表格。只能打印当前查看到的内容；表格中

没有选择查看的部分不会被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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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图屏幕组件 

这是试验工作区的一个组件。在方法选项卡下的布局屏幕，或在试验工作区快捷菜单下打

开的布局对话框中选择此屏幕组件为工作区布局的一部分时，才能显示该组件。标准布局

只包含一个曲线图。如要设置两个曲线图，必须使用“双曲线图”布局中的一个或高级布

局，并为每个曲线图指定一个屏幕区域。详见“设置工作区布局”。 

在试验工作区中，曲线图与其他组件链接。一个试样在任意一个组件中突出显示时，所有

其余组件都突出显示同一个试样。 

选择试样 

在试验工作区中，有多种方法可以选择试样。可以从试样选择器或试验输入区域选择任意

一个试样。如果试样已完成测试，也可以从结果表格组件中选择此试样。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选择试样，试验工作区中所有其他组件都同步显示选择的试样。如果选

定的试样已完成测试，曲线图改变为突出显示选定试样的曲线。 

使用曲线图工作 

放大及按比例缩放 

通过点中并拖动鼠标在曲线图上划出一个矩形来放大需要的区域。松开鼠标按钮时，曲线

图重绘，只显示矩形之内的区域。坐标轴转换到按矩形定义的手动比例数值。使用快捷菜

单的撤销缩放功能，可以逐步撤销缩放操作。 

双击功能 

如果在屏幕的曲线图区域双击以下任意一个项目，特性对话框中将在适当位置打开。项目

如下： 

项目 特性对话框中的位置 

曲线图标题 “键入”选项卡，“曲线图”标题突出显示 

X - 轴 “X - 数据”选项卡， X - 轴数据通道突出显示。 

X - 轴标题 “高级”选项卡， X - 轴标题突出显示。 

Y - 轴 “Y - 数据”选项卡， Y - 轴数据通道突出显示。 

Y - 轴标题 “高级”选项卡， Y - 轴标题突出显示。 

图例 “高级”选项卡，选定图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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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菜单项目 

在试验工作区的任意位置单击鼠标右键，出现快捷菜单。快捷菜单中的项目，一些在特定

的屏幕组件下有效，一些则对所有区域都有效。通用功能如下： 

• 选择屏幕布局 

• 添加试样 

• 删除试样 

• 撤消 后一次试验（只用于带提示试验） 

• 排除试样（不计入统计） 

• 加入已去除的试样（计入统计） 

• 显示去除试样 

• 编辑光标选定点 

• 重新计算全部结果 

以上功能全部在“试验工作区”标题栏上的“快捷菜单”中显示。下表列出快捷菜单中只

对曲线图组件有效的项目。 

菜单项目 功能 

自动定比例 单击本项目可以将两个坐标轴设置到自动缩放比例，同时撤销已进

行的缩放操作。 

撤销缩放 如未进行任何缩放操作，或未访问曲线图的特性对话框，本项目呈 
灰色。 
单击撤销缩放，系统恢复到前一步的缩放比例。重复单击撤销缩

放，可以逐步撤销已进行的缩放操作。 

显示网格 显示网格的缺省设置为启用，菜单中此项目前显示选中标记。单击

显示网格，选中标记和网格线消失。要重新启用显示网格，再次单

击菜单中本项目。选中标记和网格线重新出现。 

显示图例 显示图例的缺省设置为启用，菜单中此项目前显示选中标记。单击

显示图例，选中标记消失和图例消失。要重新启用显示图例，再次

单击菜单中本项目。选中标记和图例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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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曲线图...  从菜单中选择打印曲线图...，出现标准的打印对话框，可以向连

接的打印机发送曲线图打印命令。 

复制曲线图 从菜单中选择复制曲线图，曲线图被复制到粘贴板，可以使用标准

的粘贴命令将该曲线图粘贴到其他应用软件。 

特性...  从菜单中选择特性... 打开，特性对话框。此对话框下的各选项卡

同方法选项卡下曲线图区域中同名屏幕的控制功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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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工作区 

本主题说明了运行带提示试验时的工作区。运行随意试验时，此工作区将被代之以试验工

作区。 

下边的屏幕显示试验顺序处于试样试验前时的典型的提示工作区。如果已设置试验后显示

工作区或计算前显示工作区，在试验顺序处于这些位置时，提示工作区的下部将被代之以

试验工作区（可能含有曲线图和结果表格）。这样，在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试验顺序的下

一个位置之前，可以查看曲线图和结果。试验工作区在试验进行时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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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控制按钮 
按钮名称 功能 

开始测试 开始试验。单击此按钮，横梁或作动缸开始移动，试验开始。 
[如果试验系统不在“试验前”状态，此按钮呈灰色，不可用]。 

停止测试 停止试验，停止采集数据。 

返回标距 横梁或作动缸返回到标距位置（即位移为零的位置）。 
如果在试验进行时单击此按钮，在返回到标距位置之前，系统

停止试验和采集数据。 

重设标距 重设横梁或作动缸的当前位置为标距位置。 
[试验进行时此按钮呈灰色，不可用]。 

 

文件按钮 

进行带提示试验时，可能不会用到这些按钮。指定数量的试样完成测试后，带提示试验会

自动结束样品，另外在试验方法中也可以包括自动打印报告。 

按钮名称 功能 

结束样品 将样品数据保存到样品文件并结束样品。根据用户的试验设

置，结束样品时还可以打印一份报告并生成不同格式的输出

文件。 
如果带提示试验包含结束时屏幕，将显示这个屏幕。详见

“结束样品”  

保存样品 将样品数据保存到开始试验前定义的样品文件中。不结束样

品。仍处于提示工作区中，可以继续测试更多试样。 

样品另存为  打开“文件另存为”对话框，可以将样品数据保存到另外的

样品文件名（不同于开始测试前定义的文件名）。不结束样

品。仍处于提示工作区中，可以继续测试更多试样。 
此后的所有“保存样品”操作都将把数据保存到新定义的样

品文件中。 

打印报告 向连接到试验系统的打印机发送打印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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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样品 

结束样品的含义： 

一个样品就是一组试样。 

所有试样都已完成测试，而且希望按照指定的试验方法生成输出时，可以结束样品。这个

输出在方法选项卡下的设置文档输出屏幕中定义，可能包含一个打印的报告或用电子邮件

发送的报告。另外，还可以生成各种类型的 ASCII 码数据文件。 

从试验工作区结束样品 

运行“任意形式”试验时，使用试验工作区。 

单击结束按钮结束样品，将： 

1. 保存并关闭样品数据文件。 

2. 出现对话框提示是否要使用相同的试验参数开始新样品。此对话框提供了一个快捷

方式，可以使用在前一个样品中使用的试验参数开始一个新样品，而不必再指定一

个试验方法文件。 

3. 如果在第 2 步单击是，试验参数将保留在内存中。系统将直接进入可以命名新样

品的屏幕。 

4. 如果在第 2 步单击否，内存中的试验参数将被清除。如果在方法选项卡中对试验

参数作了改动，系统将提示用户保存修改。然后进入“创建新样品”过程中的第一

个屏幕，在此屏幕中可以选择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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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示工作区结束样品 

运行“提示”试验时，使用“提示工作区”。 

设置带提示试验方法时，要指定样品中试样的数量。指定数量的试样完成测试后，屏幕上

出现提示信息提示用户结束样品。提示信息中包含结束按钮，此按钮的功能与“随意试验

工作区”中的结束按钮的功能完全相同。如果不希望在此处结束样品，单击继续测试按钮

测试更多试样。 

注释： 如果在此处选择继续测试，将不会再次提示结束样品。必须单击屏幕右侧按

钮栏上的结束按钮结束样品。 

错误单击“结束”的后果： 

单击结束按钮后，样品文件被保存并关闭，并且不能立即被重新打开。然而，所有需要的

信息都已被保存。如果要继续测试刚刚结束的样品，进行如下操作： 

1. 如果保存对试验参数的更改对话框已打开，选择要做的内容，将进入创建新样品

过程的第一步操作。 

2. 如果还未选择，单击导航条上的继续样品。 

3. 双击 近使用列表顶端的样品文件名打开样品文件。然后可以重新开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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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如何创建样品文件 

使用试验方法创建样品并进行试验的步骤： 

试验过程可分为三步： 

选择试验方法 

测试样品的第一步是选择一个试验方法。试验方法中包含用于进行试验和生成某些结果的

所有试验参数。系统将试验参数复制并储存到内存中，然后使用复制的参数进行试验。此

时，与方法文件的联系断开。 

进行试验 

进行试验时，所有的试验参数都保存在内存中。每完成一个试样，试验数据都被采集并保

存在临时文件中。 

结束样品并保存样品文件 

结束样品并保存样品文件时，以下内容保存在样品文件中： 

• 所有的试验参数 

• 所有试验原始数据 

• 计算得到的结果 

样品文件中包含了用于重建样品的所有信息。在样品文件和开始测试时选择的初始试验方

法文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以上结果的含义： 

这表示选择试验方法并进行试验后，试验方法中的试验参数将被复制并储存在内存中。完

成测试并保存样品时，试验参数被保存在样品数据中。如果此后要浏览这个样品，或者要

在样品中增加更多的试样，用户只需要打开此样品文件。不再需要初始的试验方法文件。 

关于有时出现的保存修改提示： 

如果在测试时修改了试验参数，可能会出现提示，通知已修改了试验参数，并建议将修改

保存到初始的试验方法中。这对于试验数据的保存并不重要。所有的修改都会保存在样品

文件中。只有在希望永久更改此试验方法，而且要再次使用此方法和这些参数创建新样品

时，才需要将试验参数保存到初始的试验方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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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测试样品 

单击主屏幕下的试验按钮，如有必要，单击导航条中的继续样品按钮，可以继续测试样品。 

使用此功能，甚至可以在样品的测试完成后再另外添加一个试样到此样品中。 

如何工作？ 

如果需要的样品文件在 近使用列表中： 

1. 单击文件名。在列表上方显示样品文件的名称和路径，同时预览窗口中显示文件

预览。 

2. 单击打开按钮打开样品文件。 

快捷方式：双击列表中的文件名，可以选择文件。 

 

如果需要的样品文件不在 近使用列表中： 

1. 单击浏览... 按钮。出现标准的打开文件对话框，可以查找系统中任意位置的 

文件。 

2. 找到需要的文件后，单击对话框中的打开按钮打开文件。 

如果单击取消按钮，此对话框关闭并返回 近使用列表。  

从此处将到达何处？ 

单击打开按钮，或打开文件对话框中的打开按钮，将打开样品文件并进包含工作区的屏

幕。然后可以进行更多试样的测试。 

 

  



 

43 

如何创建或修改试验方法 

 

此部分开始于： 

• 如何“创建”或“修改”“试验方法” - 关于详细主题的步骤清单。 

以下为可以从“方法”选项卡下的导航条进入的各个屏幕的详细主题（不包括专用于带提

示试验的屏幕）： 

常规 

方法 

样品 

基本布局 

高级布局 

试样 

尺寸 

数字输入 

文本输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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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测试前 

测试 

测试结束 

数据 

应变 

结果表格 1、2 

列 

统计 

格式 

曲线图 1、2 

类型 

X - 数据 

Y - 数据 

高级 

报告 

文档 

缺省表格 

测试提示 

测试工作区 

 

下一组主题提供一些范例： 

• 在随意试验中使用试验提示的范例 

• “带提示试验”或“随意试验”- 选择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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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建或修改试验方法 

对用户的要求： 

如果系统“安全”开关打开，用户必须是“测试经理”或“管理员”。 

用户的操作： 

1. 单击主屏幕下的方法按钮。 

2. 在 近使用文档列表中，选择参数设置 接近用户需要的方法文件，单击打开按

钮。 

如果需要的方法文件不在 近使用文档列表中，单击浏览... 按钮，找到所需文

件后单击对话框中的打开按钮。 

3. 如果要创建一个全新的试验方法文件，单击新建... 按钮，选择要创建的方法文

件的试验类型，然后单击创建按钮。系统将创建一个所有参数均为缺省值的新方

法文件。 

4. 依次单击导航条中的各个项目，查看并更改试验方法中的所有参数。 

[详见“编辑试验方法”] 

5. 单击另存为按钮并命名试验方法文件。如果要覆盖原方法文件，单击保存按钮。 

6. 如果要保留纸质的方法参数设置，单击打印按钮。 

最终结果： 

• 位于指定位置的试验方法文件。可以使用新建的方法文件对试样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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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试验方法文件 

单击主屏幕中的方法按钮显示此屏幕。 

此屏幕包含一个 近使用列表，一个预览区域和右侧的三个按钮（打开、浏览... 和新

建...）。 

打开已有文件 

如果需要的文件在 近使用列表中： 

1. 单击文件名。在列表上方显示文件的名称和路径，同时在预览窗口中显示文件预

览。 

2. 单击打开按钮，打开用于编辑的文件。 

快捷方式： 双击 如果不需要进行预览，双击列表中的文件名可以打开文

件。 

如果需要的文件不在 近使用列表中： 

1. 单击浏览... 按钮。出现打开文件对话框，可以查找系统中任意位置的文件。 

2. 找到需要的文件后，单击对话框中的打开按钮。 

第一次使用 

第一次进入此屏幕时， 近使用列表清单中没有文件名。单击浏览按钮可以显示打开文件

对话框，缺省位置也没有文件名，因为用户还没有创建任何试验方法文件。 

要打开随软件提供的范例文件，需要浏览 Instron Examples 文件夹。此文件夹为安装时指

定的 Templates 文件夹的子文件夹。然后可以使用方法范例并用新名称保存。 

在 Windows 2000 下安装时此文件夹的缺省路径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Instron\Bluehill\Templates\Instron Examples  

在 Windows XP 下安装时此文件夹的缺省路径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Shared 
Documents\Instron\Bluehill\Templates\Instron Examples  

创建新文件 

如果要创建一个全新的试验方法文件，单击新建... 按钮，打开创建新试验方法对话框。

在此对话框中可以选择试验类型，然后创建该试验类型的一个全新的试验方法。创建方法

文件时，试验方法中的所有数值都设置为系统的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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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试验方法  

本主题用于说明方法选项卡的内容，此选项卡为编辑试验参数的主要位置。一些参数可以

从试验选项卡修改，但是只有在方法选项卡下，才可以修改所有的试验参数。 

注释： 如果系统“安全”启用，只有“测试经理”和“管理员”才能访问方法选项卡。详见

“设置安全”。 

 

进入方法选项卡有以下方法： 

 选择主屏幕下的方法选项卡，然后选择要编辑的方法文件。 

 选择主屏幕下的试验选项卡，然后选择新样品。选择一个用于试验的方法文件

并命名新样品。然后单击方法选项卡，可以编辑已载入的参数。 

 选择主屏幕下的试验选项卡，然后选择继续样品。选择要打开的样品文件。然

后单击方法选项卡，可以编辑从样品文件中读入的参数。 

“方法”选项卡中的可用按钮 
保存并 
关闭 

[有样品文件打开时不可用]。 
如果要保存当前试验方法并打开另一个试验方法进行编辑，单击此

按钮。 
当前的所有试验参数都将保存在已打开编辑的同一个文件中。覆盖

初始的试验方法文件，并返回打开方法屏幕，可以打开另外的试验

方法。 

保存 [有样品文件打开时不可用]。 
单击此按钮将当前的所有试验参数保存在已打开编辑的同一个文件

中。初始的试验方法文件被覆盖。 
如果选择创建一个新试验方法，此按钮相当于另存为按钮。由于没

有可以覆盖的初始文件，必须给出新的文件名。 

另存为 单击此按钮打开另存为对话框，可以将当前试验参数保存到新的文

件名。从而不会覆盖任何已打开的初始文件。 

打印 单击此按钮打印当前的所有试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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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项卡中的可用选项卡 
试验 [只有在有样品文件打开时可用]。 

单击此选项卡进入试验工作区。在方法选项卡中对参数所作的所

有修改都已生效。 

报告 单击此选项卡编辑链接到当前试验方法的报告模板。在此屏幕中

也可以打开另外一个报告模板并将它链接到当前试验方法。 

管理器 单击此选项卡可以修改系统的硬件或软件配置。如果是“管理

员”，还可以修改“安全”设置。 

 

编辑试验参数 

无论从何种途径进入方法选项卡，屏幕左侧的导航条都含有相同的试验参数编辑工具。 

如果在测试时编辑参数，即已打开一个样品文件，则在完成至少一个试样的试验后，对于

某些参数的编辑将受到限制。一个试样完成测试后，以下参数不能更改： 

• 几何形状 

• 所有的控制模式选择 

• 所有的数据通道选择 

• 所有的切换准则 

• 所有的开始和结束准则 

• 引伸计去除准则 

如果使用不同的试验参数进行试验，希望在测试一个试样后更改其中一个参数后再进行下

一个试样，那么在测试完每个试样后都结束样品。或者，如果不想保存各个试样的数据，

可以在测试后删除每个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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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方法说明屏幕 

在此屏幕下可以输入正在创建的方法的详细说明。此屏幕还包含选择单位系统的控件。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常规 - 方法，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方法说明屏幕。 

单位系统 

此区域可以设置试验系统使用的基本单位系统。 

如果选择了单独的一套单位（国际单位制、公制和英制），所有其他屏幕中的所有单位显

示都使用此单位系统。可以改变此单位系统的量级，有小、中、大三种选择。 

如果选择全部，在软件中，可以为显示的每一个单位选择任意一种单位系统。 

改变单位系统时，量级保持不变，因此，如果在国际单位制系统选择量级为中，在单位系

统改变到公制后，在公制系统中单位的量级也是中。 

方法说明 

在此区域中可以输入用于说明试验方法中的参数的文本，数量不限。无论在何处选择试验

方法文件且能够同时查看预览，方法说明都会在预览屏幕的顶部出现。 

单击相邻的  按钮，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此区域。例如，如果希望使用过程来代替方

法，可以将提示改变为过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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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样品说明和注释屏幕 

在样品说明区域输入的信息将被保存在每个在创建时使用了此试验方法的样品文件。无论

在何处选择样品文件且能够同时查看预览，样品说明都会在预览屏幕的顶部出现。 

有三个样品注释，可以输入关于样品的注释。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常规 - 样品，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样品说明和注释屏幕。 

单击与需要改变的区域相邻的按钮 ，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这些区域。例如，如果希望使

用试样组而不是样品表示一组试样，可以将提示改为试样组说明。 

此屏幕中的各个区域都适用于整个样品，而不只是对样品中的单个试样有效。样品说明和

样品注释不出现在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下的可用参数列表中，因为试验工作

区中的试验输入组件只包含适用于单个试样的参数。 

因此，不能将这些区域添加到试验工作区的试验输入组件中，而这些区域可以使操作员能

够在测试时输入有关信息。如果已启用“安全”，同时希望只具有操作员权限的用户在测

试时能够在这些区域输入有关信息，可以使用设置提示顺序屏幕来创建带提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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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工作区布局 

使用“布局”控制可以选择工作区组件以及这些组件如何控制。大多数用户从“基本”控

制中选择布局，但是也可以使用“高级”控制设置自定义布局。 

如何工作？ 

可以从多个不同的屏幕进入控制： 

1. 在试验选项卡中，右键单击工作区任意位置，然后选择快捷菜单中的布局...。可

以在布局对话框中显示单独的基本选项卡和高级选项卡。 

单击应用按钮可以查看所选的布局外观。这样，不用关闭对话框即可应用对此对

话框下面的工作区的选择。完成对布局的选择后，关闭对话框。 

2. 在方法选项卡中，单击导航条上的常规。导航控制扩展，显示基本布局和高级布

局选项。 

如果正在进行测试或正在查看样品，有样品打开时，可以进入试验选项卡来查看

用户的选择对工作区布局的影响。 

如果正在编辑试验方法，没有样品打开，必须先保存试验方法，然后再使用方法创

建一个样品后，才能查看用户的修改造成的影响。 

基本布局 

“基本”控制使用户通过单击代表布局的图标就可以进行选择。单击一个图标后，此图标

突出显示，表示已被选择。如果没有选择图标，屏幕上方的文本会显示已设置“高级布

局”并正在使用。 

高级布局 

在“高级”控制中可以根据需要拆分屏幕，并为拆分的每一个部分分配一个组件。在大多

数的系统中，这些组件为一个曲线图、一个结果表格和一个输入各个试样的试验参数的区

域。根据屏幕提示来创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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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缺省试样尺寸屏幕 

在此屏幕下可以设置缺省试样的几何形状和尺寸。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试样 - 尺寸，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缺省试样尺寸屏幕。 

每个试样尺寸区域都有一个关联的  按钮。单击此按钮打开对应尺寸的特性对话框。在

特性对话框中提供了一些区域：可以修改提示，以说明需要输入的数值；或者在必要的情

况下，输入缺省值。也可以选择设置界限值，防止操作员输入规定范围以外的数值。参见

“参数界限如何工作？”了解详细信息。对话框中的重设按钮可以将提示和小数位重设为

系统缺省值，并取消选中启用界限复选框。然而，此按钮不会改变已设置的数值和单位。 

如果要求操作员为每个试样输入某个尺寸的不同数值，必须使用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

作区屏幕，将此尺寸添加到试验工作区的试验输入组件中。 

如果需要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并在试验顺序的特定位置提示操作员输入数值，可以设

置带提示试验。 

几何形状 

选择几何形状之后，将出现一组相应的尺寸区域，用于输入数值。几何形状的选择还会影

响方法选项卡下其他屏幕中可用列表中的几何尺寸。包括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

幕和设置结果表格列屏幕。 

注释： 使用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可以把几何形状添加到试验工作区

试验输入组件的区域列表中。然而，由于几何形状的选择会影响有关尺寸的

显示，因此，在试验工作区试验输入组件的几何形状区域，不能更改对几何

形状的选择。 

尺寸 

在此屏幕中出现的尺寸取决于选择的几何形状。 

此处输入的尺寸适用于缺省试样，而且，如果在输入时有打开的样品，也适用于此样品中

还没有进行测试的所有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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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装置类型（只用于弯曲试验） 

必须使用的弯曲试验装置的类型，并输入此装置的支撑跨距数值。这样才能够使系统正确

进行计算。 

如果选择 3 点弯曲试验装置，不需要输入另外的信息。然而，如果选择 4 点弯曲试验装

置，必须选择一个跨距比数值。如果列表中没有提供所用的 4 点弯曲试验装置的跨距比，

可以选择自定义并输入一个载荷跨距数值。 

 

注释： 在弯曲试验中使用 4 点弯曲装置时，应当使用挠度仪直接测量试样跨距中点

的挠度。必须在试验方法中设置挠度仪的输出为“轴向应变源”。如果不使

用挠度仪，软件将把与弯曲装置接触处的横梁的位移作为挠度，其数值可能

与试样跨距中点的挠度相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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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缺省数字输入项屏幕 

在此屏幕下用户可以为缺省试样自定义 多 10 个数字输入。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试样 - 数字输入，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缺省数字输入项屏幕。 

每个自定义数字输入区域都有一个关联的  按钮。单击此按钮打开选定的数字输入的特

性对话框。在特性对话框中提供了一些区域：可以修改提示，以说明需要输入的数值；或

者在必要的情况下，输入缺省值。也可以选择设置界限值，防止操作员输入规定范围以外

的数值。参见“参数界限如何工作？”了解详细信息。对话框中的重设按钮可以将提示和

小数位重设为系统缺省值，并取消选中启用界限复选框。然而，此按钮不会改变已设置的

数值和单位。 

如果需要操作员可以为每个试样的某个特定的数字输入输入不同数值，必须使用设置试验

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将此数字输入添加到试验工作区的试验输入组件中。 

如果需要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并在试验顺序的特定位置提示操作员输入数值，可以设

置带提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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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界限如何工作？ 

用户可以设定参数界限，此界限将禁止任何超界的输入项数值，虽然这些数值可能是系统

的有效输入项。 

• 如果在编辑试验方法文件时设置并启用界限，但没有打开的样品，系统只需要检查

界限对于缺省试样的有效性。 

• 如果在打开样品后设置并启用界限，而且可能已经创建了试样，系统则需要检查界

限对于每一个试样的有效性。 

启用界限时，系统首先检查是否有有效的界限。如有以下情况，将出现错误提示： 

1. 参数缺省值超出界限。而且不能对界限或缺省值进行更改。 

2. 缺省值在界限之内，但个别试样的参数值在界限之外。错误信息提示 高和 低参

数值以及相应的试样编号。对于已完成测试的试样，需要进入试验工作区重新输入

参数。如果所有参数值超过界限的试样都未测试，可以通过更改缺省值来更改所有

未测试试样的参数值。 

启用界限时，可能需要更改界限值。此时，系统将检查现有试样的参数值是否会落到新的

界限值以外。如发现超界参数值，错误信息将提示超界参数值及相应试样的编号。停用界

限或更改这些试样的超过新界限的参数值后，才能输入新的界限值。 

 



参考手册 － 软件 帮助版本 1.0 

56 

 

设置缺省文本输入项屏幕 

在此屏幕下用户可以为缺省试样自定义一个试样标识和 多 20 个的文本输入。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试样 - 文本输入，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缺省文本输入屏幕。 

试样标识 

试样标识是一种特殊的文本输入，可以在曲线图的图例中使用，用来代替试样编号。设置

曲线图图例（参见“设置高级曲线图类型”）时，可以选择“试样编号”或“试样标

识”。 

如果需要操作员能够为每个试样输入一个特定的标识，必须使用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

作区屏幕，将此“试样标识”添加到试验工作区的试验输入组件中。 

如果需要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并在试验顺序的特定位置提示操作员输入数值，可以设

置带提示试验。 

试样标识使用范例 

在试验过程中有三个试样，命名为 LOT21at8am、LOT21at1pm 和 LOT21at6pm。如果曲线图

设置为使用“试样编号”，则在图例中曲线标识为“试样 1”、“试样 2”和“试样 3”。 

或者： 

1. 使用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将“试样标识”添加到试验工作区的试验

输入组件中。这样，操作员可以输入每一个试样的标识。 

2. 使用设置曲线图 - 高级屏幕，设置曲线图的图例为使用“试样标识”。 

3. 在试验工作区试验输入组件中的“试样标识”区域输入每一个试样的标识。 

然后，曲线图中试样的曲线将标识为 LOT21at8am、LOT21at1pm 和 LOT21at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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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文本输入 

每个自定义文本输入区域都有一个对应的  按钮。单击此按钮打开选定的文本输入的特

性对话框。在特性对话框中提供了一些区域：可以修改提示，以说明需要输入的文本；或

者在必要的情况下，输入缺省文本。 

如果需要操作员可以为每个试样输入一个特定的文本，必须使用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

作区屏幕，将此文本输入添加到试验工作区的试验输入组件中。 

如果需要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并在试验顺序的特定位置提示操作员输入数值，可以设

置带提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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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缺省试样注释屏幕 

在此屏幕下可为缺省试样自定义多达 3 条的注释。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试样 - 注释，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缺省试样注释屏幕。 

每个试样注释区域都有一个关联的  按钮。单击此按钮，打开选定注释的特性对话框。

在特性对话框中提供了一些区域：可以修改提示，以说明需要输入的注释；或者在必要的

情况下，输入缺省文本。 

如果需要操作员可以为每个试样输入一个特定的注释，必须使用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

作区屏幕，将此注释添加到试验工作区的试验输入组件中。 

如果需要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并在试验顺序的特定位置提示操作员输入数值，可以设

置带提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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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控制 - 测试前 

单击导航条上的设置控制 - 预试验，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控制 - 预试验屏幕。 

在此屏幕下，可以设置试验的预加载段，而且，如果试验类型支持，还可以设置一个预循

环段。 

所有试验类型都可以进行预加载，以下试验类型还支持预循环： 

• 拉伸 

• 拉伸程序块循环 

• 压缩 

• 压缩程序块循环 

• 金属 

• 沥青试验 

预加载如何工作？ 

预加载主要用于在开始测试前消除试样的松垂。系统的斜线段要达到指定为预加载的载荷

值或应力值。预加载时的数据不会被采集。 

启用和停用 

启用预加载后，出现一个区域，可以设置预加载参数。取消选中此复选框，将停用此功

能，出现的区域消失。停用此功能不会影响已经在此区域中输入的数值。 

启用预加载后，试验开始的斜线段要达到指定的载荷值或应力值。 

控制模式 

在试验的预加载段，可以选择一个特定的数据通道来控制横梁/作动缸的运动。可用于选

择的数据通道列表取决于用户使用的控制设备。有时，可能只有位移数据通道可用。 

速率 

设置试验预加载段横梁/作动缸的移动速度。 

通道 

选择的数据通道为在试验预加载段进行监控的数据通道，用以判断何时达到预加载条件。 

可用数据通道的数量受多个因素影响。参见“系统如何处理数据通道?”了解关于可用数

据通道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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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在此区域设置试验系统在试验的预加载段要达到的载荷值或应力值。 

预循环如何工作？ 

使用预循环的一个例子是织物的测试。例如，有时需要对织物进行预处理，即在两个位移

值之间进行几次拉紧和放松织物的预循环。通常不采集预循环时的数据，如果需要，可以

在设置控制 - 数据屏幕中启用采集预循环的数据。 

 
警告：对循环的 大和 小界限点设置不同数据通道时要小心。有可能会导

致意外的横梁或作动缸移动，或根本不运行预循环段。例如，如果设置一个

数据通道为载荷值，另一个数据通道为应变值，设置的 小界限有可能会大

于 大界限，而且，在试验中材料特性改变后， 大界限与 小界限甚至有

可能颠倒过来。 

 

启用和停用 

启用预循环后，出现一个区域，可以设置预循环参数。取消选中此复选框，将停用此功

能，出现的区域消失。停用此功能不会影响已输入到此区域中的数值。 

启用预循环后，系统在指定的两个界限点之间循环。 

采集预循环数据 

如果启用，采集的数据将用于显示，并保存到数据文件中。对预循环数据不进行任何计

算。 

循环 

设置在试验的预循环段需要进行循环的次数。 

控制模式 

在试验的预循环段，可以选择一个特定的数据通道来控制横梁/作动缸的运动。可用于选

择的数据通道列表取决于用户使用的控制设备。有时，可能只有位移数据通道可用。 

速率 

设置试验预循环段横梁/作动缸的移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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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数据通道和最小数据通道 

试验系统可以在 大和 小界限点之间预循环。可以为每一个界限选择一个单独的数据通

道。 

可用于界限点的数据通道的数量受多个因素影响。参见“系统如何处理数据通道?”了解

关于可用数据通道的更多信息。 

最大值和最小值 

这些数值设置了预循环的 大和 小界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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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控制 - 测试 

单击导航条上的控制 - 试验，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控制 - 试验屏幕。 

在此屏幕下可以设置试验的主要试验段。因为每个试验的要求不同，根据运行的试验类

型，此屏幕会差别很大。 

下表总结了每个试验类型的可用功能。单击特定的试验类型可以跳转到说明该试验类型的

详细主题。 

测试类型 功能 

沥青试验 

拉伸 

压缩 

至多 2 个斜线段 

弯曲 

剥离、撕裂、摩擦 

1 个斜线段 

拉伸、蠕变、松弛 

压缩、蠕变、松弛 

弯曲、蠕变、松弛 

1 个斜线段， 1 个保持段 

金属 至多 3 个斜线段和 1 个滞后段 

拉伸程序块循环 

压缩程序块循环 

链接到包含有程序块循环的文件 

常规说明 

除“特性”试验类型外， 小的要求是设置一个斜线段，因此斜线段 1 始终启用。其他

的斜线段、保持段和滞后段如果可用，对其可以进行选中操作。 

选中一个复选框来启用其功能时，会出现一个区域，用于设置这个功能。取消选中此复选

框，将停用此功能，出现的区域消失。停用此功能不会影响已输入到此区域中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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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按钮  

如果速率为仅有的可以添加到试验输入或带提示试验的提示中的试验控制参数，省略按钮

出现，并紧靠速率区域。 

单击  打开选定速率的特性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可以修改提示（例如，用户可能更愿

意使用速度，而不是速率），如果需要，可以输入一个缺省值。也可以选择设置界限值，

防止操作员输入规定范围以外的数值。参见“参数界限如何工作？”了解详细信息。对话

框中的重设按钮可以将提示和小数位重设为系统缺省值，并取消选中启用界限复选框。然

而，此按钮不会改变已设置的数值和单位。 

如果需要操作员可以为每个试样输入某个特定的速率的不同数值，必须使用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将此速率添加到试验工作区的试验输入组件中。或者，可以使用提示

顺序来设置带提示试验，在试验顺序的特定位置，提示操作员输入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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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控制 - 测试结束 

单击导航条上的控制 - 试验结束，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控制 - 试验结束屏幕。 

在此屏幕下可以设置用户的“试验结束”准则，如有必要，还可以设置“保持段结束” 

准则。 

所有的试验类型都有“试验结束”准则，以下试验类型还需要“保持段结束”准则： 

• 拉伸蠕变松弛 

• 压缩蠕变松弛 

• 弯曲蠕变松弛 

“试验结束”区域 

可以从控制试验结束的准则列表中选择。加载速度、载荷门槛值、和载荷延迟始终可用。

这些准则提供了定义试样断裂的不同方式。 

可以用作试验结束准则的数据通道的数量受多个因素影响。参见“系统如何处理数据通

道?”了解关于可用数据通道的更多信息。 

试验结束准则 关联区域 

加载速度 灵敏度 (%) 
如果在 100ms 的时间段内，载荷下降了灵敏度的数值，则试验结束。

灵敏度为 100ms 的时间段开始时的载荷的百分率。 
载荷首先必须达到传感器满量程的 1% 后，检测器才开始工作。 

载荷门槛值 载荷下降到 
载荷跌落到载荷下降到数值时，试验结束。载荷首先必须达到 1.5 倍
载荷下降到数值后，检测器才开始工作。 

载荷延迟 载荷下降到 
延迟 
在用户指定的延迟期间，检测器不工作。延迟时间过后，载荷跌落到

载荷下降到数值时，试验结束。 
延迟时间一过，检测器立刻工作，而不再等载荷达到某个特定的数

值。 

% 峰值载荷 载荷下降 (%) 
载荷门槛值 
直到超过在载荷门槛值区域中指定的载荷后，传感器才开始工作。达

到此载荷值之后，检测器找到指定的峰值载荷的载荷下降 (%) 时，

试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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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道名 数值 

检测器在选定的数据通道上查找指定的数值。达到此数值时，试验结

束。 

“保持段结束”区域（只用于蠕变和松弛试验类型） 

按如下步骤设置松弛试验中保持段结束的条件： 

1. 从准则区域的数据通道列表中进行选择。 

2. 在增量区域设置选定的数据通道的变化数值。数值的变化从保持段的开始进行测

量。 

例如，如果希望从保持段开始后，载荷值变化 50N 就结束保持段，设置准则为载荷，增量

为 50N。同样，如果希望保持段延续 90s，设置准则为时间，持续时间为 90s。 

可用数据通道的数量受多个因素影响。参见“系统如何处理数据通道?”了解关于可用数

据通道的更多信息。 

“试验结束动作”区域如何工作？ 

选择“试验结束动作”来规定以下两种情况下横梁/作动缸的动作： 

• 已达到“保持段结束”的准则（只用于蠕变和松弛试验类型），或 

• 已达到“试验结束”的准则， 

无论先达到哪个准则。 

“试验结束动作”有： 

• 停止 - 横梁/作动缸停止。 

• 返回 - 横梁/作动缸停止并返回标距位置（即位移值为零的位置）。 

• 停止，然后返回 - 横梁/作动缸停止。出现信息框，提示去除试样。去除试样

后，单击信息框中的确定按钮，横梁/作动缸将返回到标距位置。或者，可以使用

硬件的“控制面板”来去除试样并将横梁/作动缸返回到标距位置，提示框则不再

显示。 

 

 

 

 



参考手册 － 软件 帮助版本 1.0 

66 

设置控制 - 数据 

单击导航条上的控制 - 数据，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控制 - 数据屏幕。 

在此屏幕下可以定义从试验机采集数据并保存到原始数据文件的频率。以用户指定的间

隔，从所有的系统数据通道同时得到数据。可以选择缺省或手动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控制对于所有的试验类型都相同，但根据用户试验系统的控制设备类型，可以指

定不同的时间间隔。例如，5800 控制设备的数据采集间隔可以比 5500 控制设备短。 

关于试验预循环阶段的数据采集，参见设置控制 - 预试验。 

缺省数据采集如何工作？ 

采集数据时，缺省数据采集设置两个用作控制的数据通道。第一个数据通道是间隔为 1s 
的时间通道。第二个数据通道是载荷数据通道，间隔为已安装的载荷传感器满刻度的 
0.25%。选择缺省数据采集后，数据通道信息显示，但是呈灰色，表示不能更改选定的数

值。第三个数据通道被停用并呈灰色。 
注释： 对于 3300，4400，4300 和 4200 类型控制设备，缺省数据采集不可用。 

手动数据采集如何工作？ 

在所用的控制设备类型的允许范围内，使用手动数据采集，可以启用和设置三个数据通道

来控制系统数据的采集。分别设置各个数据通道，在每一个数据通道的采集点上，系统都

采集所有可用数据通道的数据。 

启用或停用准则 1、2、3 

启用一个数据通道来控制数据采集时，系统将监测此数据通道，数据通道值每变化一个指

定的间隔量，采集一整套系统数据。停用数据通道不会影响设置，但系统会停止监测设置

的间隔值。 

注释： 对于 3300，4400，4300 和 4200 类型控制器，只有准则 1 可用。 

通道 

可以用作数据采集控制的数据通道的数量受多个因素影响。参见“系统如何处理数据通

道?”了解关于可用数据通道的更多信息。 

注释： 对于 3300，4400，4300 和 4200 类型控制设备，只有时间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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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 

数据采集间隔是指采集的两个试验数据之间参数需要改变的量。例如，如果设置载荷数据

通道的数据采集间隔为 1N，则载荷每变化 1N，采集一次所有可用数据通道的数据。 

数据采集不仅与指定的间隔有关，而且与已采集的 后一组数据有关。从已采集的 后一

组数据开始，试验到达所有指定间隔中的一个时，系统采集此点的数据。 

注释： 对于 3300，4400，4300 和 4200 类型控制设备，数据采集频率限制为 
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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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控制 - 应变 

单击导航条上的控制 - 应变，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控制 - 应变屏幕。 

在此屏幕下可以设置试验中应变测量的源通道。 

在简单试验中，可以在“应变 1”数据通道连接一个引伸计，并指定“应变 1”为轴向应

变。应变数值直接从引伸计得到，而且，“应变 1”可以被当作物理数据通道。同样，如

果不使用引伸计，可以指定“位移”为轴向应变，此时，系统从位移值（导出数据通道）

推导出应变值。  

或者，可以使用轴向应变的复合数据通道。指定“应变 1”为轴向应变，但选择在试验中去

除引伸计。连接有引伸计时，系统直接从引伸计得到应变值。引伸计去除后，系统从位移推

导出应变值。引伸计去除后得到的位移读数使用引伸计去除修正运算来修正并标准化。  

不同的试验类型支持部分或所有的可用工具。 

以下试验类型支持轴向应变，横向应变和引伸计去除： 

• 沥青试验 

• 拉伸 

• 拉伸蠕变松弛 

• 压缩 

• 压缩蠕变松弛 

• 金属 

以下试验类型支持轴向应变和横向应变： 

• 拉伸程序块循环 

• 压缩程序块循环 

以下试验类型支持轴向应变和引伸计去除： 

• 弯曲 

• 弯曲蠕变松弛 

剥离、撕裂、摩擦试验类型不支持这些功能，此屏幕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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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应变区域 

拉伸、压缩或弯曲应变源 

在此处选择测量轴向应变的源通道。...的源通道区域的准确文本取决于使用的试验类

型。  

在没有使用引伸计的试验中，可以指定位移为拉伸、压缩或弯曲应变的源通道。轴向应变

值等于横梁位移或作动缸位置的测量值除以试样标距。 

如果使用引伸计，例如引伸计连接在“应变 1”数据通道，可以指定应变 1 为拉伸、压

缩或弯曲应变的源通道。如果希望在试验结束前去除引伸计，选中在试验中去除引伸计复

选框。详见下边的有关部分。 

拉伸、压缩或弯曲应变是一类复合数据通道，即在试验中可以改变信息源的数据通道。参

见“系统如何处理数据通道?”了解关于复合数据通道的更多信息。 

自动调零 

如果已经在设置控制 - 预试验屏幕设置了预加载，而且启用了自动调零，在达到预加载

数值时，系统将立刻调零引伸计。开始试验时，横梁/作动缸移动，达到预加载数值。在

下一段试验开始前，连接有引伸计并被指定为拉伸、压缩或弯曲应变的源通道被调零。这

可以使用户设置引伸计被调零的载荷值。如果没有指定引伸计（即指定位移为轴向应

变），应变被调零，同时将标距加上当前的位移值来修正标距。这样，修正后的标距等于

初始的试样标距加上横梁/作动缸从试验开始到自动调零点处的行程。从而可以使用 新

调零过的拉伸、压缩或弯曲应变和拉伸、压缩或弯曲位移来设置相对于预加载位置的循环

界限。 

如果没有在设置控制 - 预试验屏幕设置预加载，但启用了自动调零，则在试验前进行重

新调零。 

去除引伸计区域 

如果指定轴向应变数据通道为连接有引伸计的数据通道（如应变 1），可以选择在试验中

的某一点去除引伸计。在引伸计去除点之前，系统直接从引伸计读数得到拉伸、压缩或弯

曲应变值。在引伸计去除后，试验系统从横梁位移或作动缸位置推导出拉伸、压缩或弯曲

应变值。引伸计去除后得到的位移读数使用引伸计去除修正运算来修正并标准化。参见

“系统如何处理数据通道?”了解详情。 

去除准则 

可以从准则清单中选择控制何时去除引伸计。载荷门槛值和规定非比例屈服始终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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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准则 关联区域 

载荷门槛值 载荷下降到 
载荷跌落到下降数值时，到达去除点。载荷必须首先达到 1.5 倍指

定数值之后，检测器才开始查找载荷下降数值。 

规定非比例屈服 偏移量 
达到指定的规定非比例屈服点时，到达去除点。 
使用 小二乘法对 10 个 近得到的数据点进行计算，得到规定非

比例屈服的模量。在试验进行 2s 后，而且至少已采集两个数据点

后，才开始采集这 10 个点中的第一个点。 

% 峰值载荷 载荷下降 (%) 
应变门槛值 
直到超过在应变门槛值区域中指定的应变后，检测器才开始工作。

达到此数值之后，系统找到指定的峰值载荷的载荷下降 (%) 时，

到达去除点。 

数据通道名 数值 
检测器在选定的数据通道上查找指定的数值。不论是以增加方式，

还是以减小方式，只要达到此数值，便到达去除点。 

 

可以用作引伸计去除准则的数据通道的数量受多个因素影响。参见“系统如何处理数据通

道?”了解关于可用数据通道的更多信息。 

去除时的动作 

有三个动作可供选择： 

• 继续测试 - 通过指定的去除点时，横梁/作动缸继续移动。信息提示可以去除引

伸计。引伸计去除时继续测试。 

• 暂停测试但继续采集数据 - 横梁/作动缸在指定的去除点暂停。系统记录暂停

期间的数据。信息提示去除引伸计。引伸计去除后，单击确定，继续测试。为

减小人身伤害和引伸计损坏的危险，暂停期间，横梁/作动缸保持在位移/位置

控制模式。 

• 暂停测试且暂停采集数据 - 横梁/作动缸在指定的去除点暂停。系统不再记录暂

停期间的数据。信息提示去除引伸计。引伸计去除后，单击确定，继续测试。为

减小人身伤害和引伸计损坏的危险，暂停期间，横梁/作动缸保持在位移/位置控 

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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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去除点应变值 

在引伸计去除点之前，系统直接从引伸计读数得到拉伸、压缩或弯曲应变值。 

如果没有选中此复选框，在引伸计去除后，试验系统从横梁位移或作动缸位置推导出拉

伸、压缩或弯曲应变值。 

如果选中此复选框，系统将应变值冻结在引伸计去除时得到的应变值。 

横向应变区域 

除轴向应变以外，还可以 多设置两个横向应变数据通道的源通道。 

横向应变源通道 

对每一个横向应变数据通道，都可以选择“应变 1”或“应变 2”为源通道。 

宽度标距源通道： 

在此区域可以选择试样宽度作为宽度标距。选择的试样宽度成为横向引伸计的宽度标距。

如果连接到指定源通道上的引伸计安装在试样的宽度方向上，在此区域应该选择宽度。如

果不想使用试样的尺寸，应当选择手工。此时，可以输入需要的数值，此数值成为横向引

伸计的宽度标距。使用此宽度标距值和横向应变来计算横向位移。 

正负反转 

横向引伸计在位移减小时产生一个正信号。而轴向引伸计在位移减小时产生一个负信号。

如果用作横向应变源的引伸计类型为轴向类型，必须选中正负反转复选框，这样，从轴向

引伸计得到的负信号在软件中被当作正信号。 

 

 



参考手册 － 软件 帮助版本 1.0 

72 

设置结果表格列 

在此屏幕下可以对在试验工作区中显示的两个结果表格的内容进行选择和设置。每个表格

都有各自的设置屏幕，即表格 1 列和表格 2 列，这两个屏幕的操作方式完全相同。 

如何工作？ 

根据需要，单击导航条中的结果 - 表格 1 列或结果 - 表格 2 列，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

开设置结果表格列屏幕。  

此屏幕中有三个区域：可用计算/结果列表区域、选定结果区域、和可以查看和更改每一

个选定结果在列中的显示方式的区域。 

可用计算/结果 

可用计算/结果列表按照用于计算的参数的类型分层次排列。结果可以是计算得到的数

值，也可以是在试验方法中设置的参数值。 

• 计算名称 － 每个计算都形成自己的结果层次。计算名称在列表的上部按照在计

算设置对话框中设置的顺序显示。此顺序也是计算进行的顺序。 

• 常规，文本输入和数字输入参数始终可用。 

• 尺寸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试样尺寸屏幕中设置的试样形状和试验装置。 

• 试验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设置控制 - 试验屏幕中设置的试验类型和控制 

选项。 

• 应变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设置控制 - 应变屏幕中设置的试验类型和选项。 

如果没有连接的横向应变数据通道，此类参数中将不包含任何参数。 

单击“+”和“-”号可以打开或关闭参数层次。 

要在可用计算/结果列表中添加计算，单击添加/去除/修改计算... 按钮，打开计算设置

对话框。 

显示全部参数 

通常不选中此复选框，在可用计算/结果列表中只包含适用于用户选择的试样几何形状、

试验装置、试验类型和控制选项的参数。如果选中此复选框，所有参数都在列表中显示，

有些参数可能并不适用于当前的试验设置。这些参数将以斜体字显示。可以将显示的任意

一个参数添加到选定结果列表中，在试验工作区的结果表格中将有一列分配给此结果。对

于某个特定试样，如果此参数无效，则此参数的结果单元格空白。 

显示所有参数复选框是一个在整个软件中都有效的设置，对所有屏幕的所有参数列表都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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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结果 

要在选定结果列表中增加项目，单击可用计算/结果列表中的参数名称，然后单击添加按

钮。 

表格中结果列的显示顺序与选定结果列表中的顺序相同。如果需要改变顺序，突出显示选

定列表中的项目，然后单击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按钮改变此参数在列表中的位置。 

快捷方式： 点中并

拖动 
可以在可用列表和选定列表之间点中并拖动参数。也可以

在选定列表中点中并拖动参数来改变其位置。 

 双击 双击可用列表中的某个参数可以将其添加到选定列表中。 

 

单击选定结果列表中的结果时，此结果列的属性将出现在列表的下方。对这些属性的更改

只影响当前选择的结果列。通常，下面的区域显示了结果表格中的所有数字形式的数值： 

• 标题 － 与选择的结果名称匹配，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意更改。尽管文本能够自动

换行，有时也希望简化说明来适应特定的列宽。 

• 单位 － 与选择的参数的单位设置匹配，也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其他单位。 

• 小数位 － 与选择的参数的小数位设置匹配，也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其他数字。 

• 可接受范围 － 有时需要设置可接受范围，用于说明计算结果是否超出用户可以

接受的特定的数值范围。在上限和下限区域定义了范围后，选中应用于每个试样

或应用于样品平均值和中值复选框，或两个都选中，可以启用此功能。在试验工

作区的结果表格中，对于任何超出此范围的数值，紧靠此数值的位置将出现一个

红色箭头。数值太高，箭头向上；数值太低，箭头向下。 

• 重设按钮 － 单击此按钮，标题和小数位恢复为系统缺省值，同时取消对可接受

范围区域的选择。但是，不会改变可接受范围的设置值或已设置的单位。 
 

试验工作区的这些设置是否可以更改？ 

不能更改可用计算/结果列表或选定结果列表的内容。 

可以改变表格中列的顺序。也可以改变选定的表格列的属性（标题、单位、小数位、可接

受范围）。 

注释： 如果“安全”启用，而且操作员没有权限访问方法选项卡，将不能在试验工

作区对结果列的属性进行更改。 

 

 



参考手册 － 软件 帮助版本 1.0 

74 

 

设置计算 

如何工作？ 

在方法选项卡中的设置结果表格列中，单击添加/去除/修改计算... 按钮打开计算设置对

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可以： 

• 在选定计算列表中添加计算，这些计算也被添加到设置结果表格列屏幕中的可用

列表中。 

• 修改选定计算列表中计算的参数，同时将修改设置结果表格列屏幕中的可用列表

中相应计算的参数。 

• 从选定计算列表中去除计算，同时将去除设置结果表格列屏幕中可用列表和选定

列表中的相应计算。 

• 改变选定计算列表中计算的顺序，此顺序决定了进行计算的顺序。 

添加计算 

将计算添加到选定计算列表中： 

1. 滚动可用计算列表。列表中包含具有多个计算的计算组。单击名称使之突出显

示，然后单击添加按钮添加到选定计算列表中。下面以模量为例。 

2. 单击选定计算列表中的模量使之突出显示。对话框扩展并包含参数区域，此区域

中的类型：区域突出显示。 

3. 本例中，使用类型：区域选择需要的“模量”计算类型。缺省选择是 E - 模量，

但还有几种不同的模量计算可供选择。 

4. 根据选择的计算，出现必须由用户设置的一些参数。关于特定类型计算需要的参

数，详见“可用何种计算？” 

5. 完成参数设置后，重复步骤 1 到 4，将需要的各个计算添加到可用计算列表中。 

6. 单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并更新设置结果表格列屏幕中的可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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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计算参数 

如果要修改计算参数： 

1. 突出显示选定计算列表中需要修改的计算。此计算的参数出现在对话框的下部。 

2. 对参数进行修改。要注意，在突出显示选定计算列表中的另外一个计算之前，对

说明所作的更改不会使列表中计算的名称更新。 

3. 重复步骤 1 和 2，修改需要修改的计算。 

4. 单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去除计算 

如果要去除计算： 

1. 突出显示选定计算列表中需要去除的计算。 

2. 单击对话框中部的去除按钮，将计算从选定计算列表中去除。 

3. 重复步骤 1 和 2，去除需要去除的计算。 

4. 单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如果一个计算被其他计算使用（如选定计算列表中的计算层次所示），或者其计算结果被

用作用户计算的变量，此计算将不能被删除。必须先删除从属计算或去除变量，然后才能

删除原始计算。 

改变列表中计算的顺序 

要改变列表中计算的顺序： 

1. 突出显示选定计算列表中需要移动的计算。 

2. 根据需要，单击向上或向下按钮。 

3. 单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可以使用此功能修改计算的相关性，例如，可以改变与规定非比例屈服计算有关的模量类

型。此时，单击向上或向下按钮将从属计算移至列表中的下一个有效原始计算。同样，如

果移动原始计算，所有的从属计算都随之移动。 

松垂修正计算总是出现在列表的顶部，因为此计算的结果直接影响所有的下一步计算。用

户计算总是出现在列表的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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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结果表格 - 统计表 

在此屏幕下可以对试验工作区中显示的两个结果表格的统计进行选择和设置。每个表格都

有各自的设置屏幕，即表格 1 统计和表格 2 统计，这两个屏幕的操作方式完全相同。 

如何工作？ 

根据需要，单击导航条中的结果 - 表格 1 统计或结果 - 表格 2 统计，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

打开设置结果表格统计屏幕。 

此屏幕中有三个区域：可用统计列表区域、选定统计列表区域、和可以查看和更改统计在

所有表格中的显示方式的区域。 

注释： 改变某个特定统计的名称或小数位时，改变对两个统计表格都有效。 

 

可用统计 

可用统计列表以层次形式排列。 

• 常规包含 常用的统计。 

• 平均值 + 标准偏差包含由平均值加上 多 6 个标准偏差组成的统计。 

• 平均值 - 标准偏差包含由平均值减去 多 6 个标准偏差组成的统计。 

单击“+”和“-”号可以打开或关闭参数层次。 

选定统计 

要在选定统计列表中增加项目，单击可用统计列表中的统计名称，然后单击添加按钮。 

表格中统计的显示顺序与选定统计列表中的顺序相同。如果需要改变顺序，突出显示选定

列表中的项目，然后单击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按钮改变此参数在列表中的位置。 

快捷 
方式： 

点中并 
拖动 

可以在可用列表和选定列表之间点中并拖动参数。也可以在选

定列表中点中并拖动参数来改变其位置。 

 双击 双击可用列表中的某个参数可以将其添加到选定列表中。 

 

试验工作区的这些设置是否可以更改？ 

不能更改选定统计列表中的内容。 

可以改变选择的统计的属性（标题、小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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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结果表格格式 

在此屏幕下可以对试验工作区中显示的两个结果表格的外观进行设置。每个表格都有各自

的设置屏幕，即表格 1 格式和表格 2 格式，这两个屏幕的操作方式完全相同。 

如何工作？ 

根据需要，单击导航条中的结果 - 表格 1 格式或结果 - 表格 2 格式，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

打开设置结果表格格式屏幕。 

理想状态下，用户已经完成了列和统计的内容的设置，在屏幕的中央会出现示例表格，显

示用户的选择。表格中的计算结果并非真实结果，只是为了进行说明。 

选择表格类型 

单击列表中的表格类型后，示例表格类型随即改变为刚刚选择的类型。 

选择列标题和表格正文的格式 

在表格单元列表中选择列标题后，可以使用列表框右侧的按钮设置字体和合理性选项。选

择正文时，合理性按钮不可用。 

选择查看选项 

可以选择在结果中显示和隐藏排除的试样。有一组单选按钮可用于选择在表格中包含结果

和统计、只包含结果、或只包含统计。 

注释： 已去除试样的复选框对整个软件有效。如果在一个结果表格中选择显示排除

的试样，此设置在其他的结果表格和已经设置的所有曲线图中都有效。 

 

试验工作区中的哪些格式可以改变？ 

可以手工改变每一列的列宽和所有可用的查看选项。也可以选中显示或隐藏排除的试样。

有两个只能用于试验工作区的控件，可以将所有列重设为缺省宽度，或根据表格内容自动

调整列宽。 

不能更改表格类型，或表格标题和正文的任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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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曲线图类型 

在此屏幕下可以选择需要在试验工作区显示的曲线图的类型。如果购买了备选的“报告和

曲线图软件包”，可以同时显示两个曲线图。每个曲线图都有自己单独的设置屏幕，曲线

图 1 和曲线图 2。 

如何工作？ 

在软件中有两个位置可以打开设置曲线图类型屏幕： 

• 在方法选项卡中，单击导航条上的曲线图 - 类型。 

• 在试验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试验工作区中曲线图区域的任意位置，打开特性对话

框。如有必要，单击对话框中的类型选项卡。 

在方法选项卡下的屏幕中，有两个区域，即顶部的设置区域和底部的预览区域。在设置区

域进行修改时，预览区域则随即更新显示刚刚完成的更改。 

注释： 如果没有购买备选的“报告和曲线图软件包”，则只有“多试样”曲线图类型可

用。 

设置多试样曲线图类型 

如果选择了这种曲线图类型，会出现几个用于设置的区域。 

曲线图标题 

曲线图的缺省标题 

试样 %n，共 %m 个 

显示了每个曲线图试样数目的范围。%n 是曲线图中要作的第一条曲线，而 %m 为要作的

后一条曲线。因此，每画完一条曲线，%m 保持不变而 %n 增加，直至达到每个曲线图

中曲线的数目。从而显示一个具有新的 %n 和 %m 数值的新曲线图。 

可以对曲线图标题输入不同的文本。如有必要，可以在标题中使用 %n 和 %m 标识符。 

每个曲线图的曲线数量 

用于控制试验工作区的曲线图在被清除前需要作的曲线的数量。如果数量为 4，在测试试

样 5 之前清除曲线图。 

如果样品中的试样很多，在设置每个曲线图的曲线数量时，要保证既能看清楚每条曲

线，又不会生成太多的曲线图。如果在生成的报告中包括曲线图，而且要显示所有曲

线，报告中可能将含有多个曲线图。例如，如果有 25 个试样，且选择每个曲线图包含 
4 条曲线，那么在报告中将含有 7 个曲线图，其中 6 个曲线图包含 4 条曲线，1 个曲线

图包含 1 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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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曲线的偏移量 

为减少曲线间的重叠，可以对每条曲线的起始点进行偏移。缺省设置将自动根据软件确定

的数值将每条曲线沿着 X - 轴进行偏移。如果希望起始点同时沿着 X - 轴和 Y - 轴进行偏

移，选择 3D。要去除偏移，可选择无。 

显示去除试样 

此设置在整个软件范围内有效，用于控制已去除的试样是否在曲线图和结果表格中显示。

如果选择显示，则已去除的试样在曲线图和结果表格中显示。已去除试样的曲线在外观上

与曲线图中的其他曲线没有区别。然而，在结果表格和试样选择器中以一个紧靠试样编号

的红色十字来表示。 

设置双 Y - 轴曲线图类型 

如果选择这种曲线图类型，每个曲线图中只能有一个试样。曲线图的缺省标题为试样编

号，如果需要，也可以输入另外的标题。 

设置多数据通道曲线图类型 

如果选择这种曲线图类型，每个曲线图中只能有一个试样。曲线图的缺省标题为试样编

号，如果需要，也可以输入另外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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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曲线图 X - 数据 

在此屏幕下可以设置曲线图 X - 轴的基本参数。如果希望不只是设置坐标轴定义和缩放比

例，进入设置高级曲线图类型屏幕，在此处可以修改坐标轴标题并选择曲线图中曲线的自

定义颜色和符号。 

如何工作？ 

在软件中有两个位置可以打开设置曲线图 X - 数据屏幕： 

• 在方法选项卡中，单击导航条上的曲线图 - X - 数据。 

• 在试验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试验工作区中曲线图区域的任意位置，打开特性对话

框。如有必要，单击对话框中的 X - 数据选项卡。 

在方法选项卡下的屏幕中，有两个区域，即顶部的设置区域和底部的预览区域。在设置区

域进行修改时，预览区域则随即更新显示刚刚完成的更改。 

X - 轴定义 

选择要在 X - 轴上显示的数据通道。也可以设置 X - 轴的单位。 

X - 轴缩放比例 

选择对 X - 轴进行缩放的类型。 

自动定比例缩放在第一个试样测试后，将自动调整坐标轴使之显示整条曲线。在多试样的

曲线图中，每测试完一个试样都要进行坐标轴调整。如果所有坐标轴都设置为自动定比例

缩放，软件将调整坐标轴使所有试样的完整曲线都可见。自动定比例缩放为缺省选择。 

如果不需要看到完整的曲线，例如需要查看曲线上特定部分的细节，可以设置缩放类型为

手动。选择手动后，出现另外的两个区域，可以设置 X - 轴的 大和 小值。 

程序块循环中的试验段（只适用于拉伸和压缩程序块循环方法） 

如果使用程序块循环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分为两段。可以选择在曲线图中包含哪一段。缺

省选择为包含所有试验段。 

要选择一个或多个指定的试验段，单击需要包含的第一个试验段，然后在按住键盘上 

CTRL 键的同时，单击其他需要选择的试验段进行选择。要选择列表中连续出现的几个

试验段，单击第一个，然后在按住键盘上 SHIFT 键的同时，单击 后一个来选择整个连

续区域。单击选择全部按钮，将选择所有试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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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曲线图 Y - 数据 

在此屏幕下可以设置曲线图 Y - 轴的基本参数。如果希望不只是设置坐标轴定义和缩放比

例，进入设置高级曲线图类型屏幕，在此处可以修改坐标轴标题并选择曲线图中曲线的自

定义颜色和符号。 

如何工作？ 

在软件中有两个位置可以打开设置曲线图 Y - 数据屏幕： 

• 在方法选项卡中，单击导航条上的曲线图 - Y - 数据。 

• 在试验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试验工作区中曲线图区域的任意位置，打开特性对话

框。如有必要，单击对话框中的 Y - 数据选项卡。 

在方法选项卡下的屏幕中，有两个区域，即顶部的设置区域和底部的预览区域。在设置区

域进行修改时，预览区域则随即更新显示刚刚完成的更改。 

设置 Y1 轴 

Y1 - 轴定义 

选择要在 Y - 轴上显示的数据通道。也可以设置 Y - 轴的单位。 

如果选择“多数据通道”曲线图类型，可以在 Y - 轴上绘出多个数据通道。显示数据通道

列表并可以选择需要的数据通道。因为数据通道都有各自的单位，在此曲线图类型中不能

设置 Y - 轴的单位。应当为各个数据通道选择单位，这样每个数据通道的曲线就可以具有

相同的数量级。 

Y1 - 轴缩放比例 

选择对 Y - 轴进行缩放的类型。 

自动定比例缩放在第一个试样测试后，将自动调整坐标轴使之显示整条曲线。在多试样的

曲线图中，每测试完一个试样都要进行坐标轴调整。如果所有坐标轴都设置为自动定比例

缩放，软件将调整坐标轴使所有试样的完整曲线都可见。自动定比例缩放为缺省选择。 

如果选择了“多数据通道”曲线图类型，每个曲线图将只显示一个试样，而且 Y - 轴的

大值取决于选定的所有数据通道中需要绘图的 高值。 

如果不需要看到完整的曲线，例如需要查看曲线上特定部分的细节，可以设置缩放类型为

手动。选择手动后，出现另外的两个区域，可以设置 Y1- 轴的 大和 小值。 

如果已经选择“多数据通道”曲线图类型，因每个数据通道都有各自的单位，此时 大和

小值没有单位。各个数据通道上数值的单位分别是各个数据通道各自的单位。例如，如

果在 Y - 轴上选择两个数据通道（“载荷”，单位为 N；和“时间”，单位为 s），而且

设置 大值为 500，则“载荷”轴的 大值为 500N，而“时间”轴的 大值为 500s。 



参考手册 － 软件 帮助版本 1.0 

82 

设置 Y2 轴（双 Y - 轴曲线图类型） 

Y2 - 轴定义 

选择要在第二个 Y - 轴上显示的数据通道。也可以设置第二个 Y - 轴的单位。 

Y2 - 轴缩放比例 

选择对第二个 Y - 轴进行缩放的类型。 

自动定比例缩放在试样测试后，将自动调整坐标轴以显示整条曲线。如果所有坐标轴都设

置为自动定比例缩放，软件将调整坐标轴使之可以看到完整曲线。自动定比例缩放为缺省

选择。 

如果不需要看到完整的曲线，例如需要查看曲线上特定部分的细节，可以设置缩放类型为

手动。选择手动后，出现另外的两个区域，可以设置 Y2 - 轴的 大和 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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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高级曲线图类型 

在此屏幕下可以改变曲线图的多种类型和设置，包括坐标轴定义和缩放比例等基本选择。 

如何工作？ 

在软件中有两个位置可以打开设置高级曲线图类型屏幕： 

• 在方法选项卡中，单击导航条上的曲线图 - 高级。 

• 在试验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试验工作区中曲线图区域的任意位置，打开特性对话

框。如有必要，单击对话框中的高级选项卡。 

在方法选项卡下的屏幕中，有两个区域，即顶部的设置区域和底部的预览区域。在设置区

域进行修改时，预览区域则随即更新显示刚刚完成的更改。 

如何使用此列表 

突出显示左边列表中的项目时，此项目所有的可用特性在右边显示。要改变颜色和字体，

单击相应的编辑... 按钮打开设置对话框。 

下表列出可以在此屏幕中进行编辑的曲线图参数： 

列表中的项目 可以改变的内容 

曲线图外观 背景颜色 
坐标轴和标识颜色 
曲线图标题字体 
坐标轴标题字体 
坐标轴标识字体 

网格线 在曲线图中显示和隐藏网格线 
网格线类型 
网格线颜色 

X - 轴 X - 轴标题 
使用对数坐标 
坐标轴刻度反转 

Y - 轴 X - 轴标题 
使用对数坐标 
坐标轴刻度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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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设置 显示或隐藏图例 

图例标识类型（对于多试样曲线图类型为“试样编号”或“试样标

识”，对于其他曲线图类型为“数据通道”） 
图例标题（缺省值为与图例标识类型匹配） 
图例相对于曲线图的位置（例如“东”是指曲线图的正右方） 
图例方向（垂直或水平） 

图例外观 图例边框类型（可以选择无，不显示边框） 
图例边框宽度 
图例背景颜色： 
图例标识字体： 

标记类型 符号形状、大小和颜色（可以选择无，不显示图标，参见下边提

示）。 
如果设置计算时选中在曲线图上显示选项，则在曲线图上显示标

记。用户可以自定义此屏幕中标记的形状、大小和颜色。使用标记

的计算范例如“预设点”。 

构造线类型 线型和颜色（可以选择无，去除构造线，参见下边提示）。 
如果设置计算时选中在曲线图上显示选项，则在曲线图上显示构造

线。用户可以自定义此屏幕中构造线的线型和颜色。使用构造线的

计算范例如模量计算。 
缺省设置为选中使用曲线颜色复选框。这样可以设置构造线的颜色

与用于显示构造线的曲线的颜色相同。如果取消选中此复选框，所

有的构造线将使用在此屏幕中设置的颜色，即使用相同的颜色。 

曲线 1、2、3，
直到每个曲线图

中曲线的数量 

线型和颜色 
符号形状、大小和颜色 

 

提示：  如果希望曲线图上不带有标记和构造线，可以进入方法选项卡，在计算设置

中停用每个计算的在曲线图上显示，但是，相比之下，从试验工作区打开此

屏幕，然后设置构造线和标记符号形状为无更为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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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文档输出 

在此屏幕下可以选择需要输出的测试结果的种类。输出结果包括打印的报告、电子文本形

式的报告（如：Word 格式），以及 ASCII 码数据文件。结束样品时，将生成在此屏幕下

选择的输出结果，并将按样品数据文件中指定的文件位置保存文件。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报告 - 文档，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文档输出屏幕。 

屏幕划分成几个区域，每种不同的输出类型一个区域。 

生成报告 

在此区域可以设定以不同的格式生成报告。 

报告模板区域中包含使用的报告模板文件的文件名。如果需要使用不同的模板，单击改

变... 按纽，可以选择不同的模板文件。如果已购买“报告和曲线图软件包”，可以在 

报告选项卡中创建和编辑用户自己的报告模板。 

如果需要在文件中保存报告，必须选择一种格式并选中保存文档复选框。可用的文件 

格式有： 

PDF （缺省格式） 便捷的文档格式（使用 Adobe Acrobat reader 软件阅读） 

MS Word Microsoft Word  

HTML 超文本格式（用于网页） 

如果需要打印报告，选中打印文档复选框。 

如果需要用电子邮件发送报告，选中用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复选框，并输入收件人的电子邮

件地址。如果要用电子邮件发送文档，文档格式不能为 HTML。如果要随报告发送一条简

短的电子邮件信息，在电子邮件标题区域输入标题，并在电子邮件信息区域输入要发送的

信息。 

提示：  如果需要在测试结束时，而不是在试验方法中指定电子邮件的收件人、标题

和邮件信息，将试验方法设置为带提示试验，并将这些项目添加到结束时屏

幕。参见“设置试验提示 - 简介”主题。 

生成 ASCII 码文件 

可以选择两类 ASCII 码文件输出：结果文件和原始数据文件。结果文件 (.RLT) 包含样品

中所有试样的计算结果。在这类文件中没有原始数据。要生成包含所有试样原始数据的文

件，选择 .RAW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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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曲线图 

此控件可以用来单独打印报告中的曲线图。选中此复选框，可以在结束样品时打印测试过

程中生成的曲线图。打印的曲线图的数量与试验工作区显示的曲线图数量相同，取决于样

品中试样的数量和每个曲线图设置的曲线的数量。 

改变输出路径 

运行试验并创建输出文件（如样品文件、报告文件、ASCII 文件）时，在命名新样品屏幕

中“创建新样品”过程的第 2 步中选择输出文件的位置。系统将根据上一次选择的位置给

出建议保存的位置，如果是第一次使用软件，建议的位置为安装软件时选择的缺省位置。

在此屏幕中可以更改文件的位置。 

如果选中指定输出路径复选框，可以在输出路径区域选择一个路径并将其保存在试验方法

中。这表示无论何时在“创建新样品”过程的第 1 步中选择了此方法，第 2 步中样品文件

（以及所有的其他输出文件）的缺省路径都是在此处指定的路径。 

此功能在多人使用一个试验系统时非常有用，每人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试验方法和输出文

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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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缺省表格 

缺省表格只在报告中使用，不会在软件的其他位置出现。可以建立一个可添加到报告中的

表格，此表格由试验系统中各个参数的名称和数值构成。 

如有某些参数对于各个试样都一样，而且用于整个样品，用户可能不希望这些参数出现

在“结果表格”中，否则会产生一个每个单元格的数值都相同的列。这类参数就是用户

希望添加到“缺省表格”中的参数。如果所有试验都在相同的速率下进行，速率就是一

个例子。 

有些参数不能被添加到“结果表格”，但希望能够在报告中看到，包括“试验结束准则”

或“引伸计去除准则”。这些参数也可以添加到“缺省表格”。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报告 - 缺省表格，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缺省表格屏幕。 

屏幕中有两个区域：一个为可用参数列表，一个为选定参数列表。 

使用这两个列表 

可用参数 

可用参数列表按照参数类型分层次排列。 

• 常规、文本输入、数字输入、注释和文档参数始终可用。 

• 尺寸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试样尺寸屏幕中设置的试样形状和试验装置。 

• 预加载和预循环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设置控制 - 预试验屏幕中设置的试验类

型和控制选项。 

• 试验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设置控制 - 试验屏幕中设置的试验类型和控制选项。 

• 试验结束和保持段结束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设置控制 - 试验结束屏幕中设置

的试验类型和控制选项。 

• 数据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设置控制 - 数据屏幕中设置的试验类型和控制选项。 

• 应变和引伸计去除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设置控制 - 应变屏幕中设置的试验类

型和选项。 

单击“+”和“-”号可以打开或关闭参数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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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全部参数 

通常不选中此复选框，在可用参数列表中只包含适用于用户选择的试样几何形状、试验装

置、试验类型和控制选项的参数。如果选中此复选框，所有参数都在列表中显示，有些参

数可能并不适用于当前的试验设置。这些参数将以斜体字显示。可以将显示的任意一个参

数添加到选定参数列表中，在缺省表格中将有一行分配给此参数。如果参数对于某一个特

定的样品无效，此参数在报告中不显示。 

显示所有参数复选框是一个在整个软件中都有效的设置，对所有屏幕的所有参数列表都 

有效。 

选定参数 

要在选定参数列表中增加项目，单击可用参数列表中的参数名称，然后单击添加按钮。 

选定的参数在报告的“缺省表格”中显示，并且顺序与选定参数列表中的顺序相同。如果

需要改变顺序，突出显示选定列表中的项目，然后单击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按钮改变此参

数在列表中的位置。 

快捷方式： 点中并

拖动 
可以在可用列表和选定列表之间点中并拖动参数。也可以

在选定列表中点中并拖动参数来改变其位置。 

 双击 双击可用列表中的某个参数可以将其添加到选定列表中。 

显示种类名称 

通常选中此复选框，此时将一个参数添加到选定列表中时，参数名之前显示该参数所属的

种类。如果取消选中此复选框，在选定列表中只显示参数名称。例如： 

尺寸：几何形状 

变成 

几何形状 

在没有选中此复选框时。在“缺省表格”中显示的参数名称与选定列表中显示的参数名称

完全相同。 

在参数名称中包含种类名称的目的是保证每个参数名唯一。例如，在设置控制 - 试验结

束屏幕中有一个准则区域，在设置控制 - 应变屏幕有一个用于引伸计去除的准则区域。

与其他参数不同，准则区域的名称不能进行编辑，对他们进行区别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参数

名前面添加上种类名称。 

如果不存在参数名不唯一导致的混乱，在参数名中不包括种类名称，打印时会显得更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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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 

使用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可以选择一组参数的数据输入项区域，测试过程

中，对于每一个试样，这些区域都在工作区的试验输入组件中显示。这样，在测试试样

时，可以输入这些参数的数值。使用此功能可以随时输入试样参数，比如在进行试样 1  
的试验时，可以输入试样 2 到 10 的尺寸。 

为何使用此功能？ 

对于一个参数，如果不同的试样需要输入不同的数值，必须将此参数添加到试验输入

列表中。 

例如，试样宽度缺省值为 12mm，但是单个试样的宽度与缺省宽度略有出入。这就需要在

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下将宽度添加到选定参数列表中，并输入缺省值为 
12mm。对于每一个试验的试样，数值 12mm 将在工作区的试验输入组件中显示，但用户

可以根据需要输入另外的数值。 

也可以使用此功能对不同的试样输入参数，而不必完全使用带提示试验。参见“在随意试

验中使用试验提示范例”主题。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

工作区屏幕。 

屏幕中有两个区域：一个为可用参数列表，一个为选定参数列表。 

如何使用这些列表 

可用参数列表按照参数类型分层次排列。 

• 常规参数始终可用。 

• 尺寸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试样尺寸屏幕中设置的试样形状和试验装置。 

• 控制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控制屏幕中设置的试验类型和控制选项。 

单击“+”和“-”号可以打开或关闭参数层次。 

对于测试过程中每一个需要在此屏幕中作为输入显示的参数： 

1. 单击可用列表中的参数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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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参数在试验工作区中的显示顺序与选定列表中的顺序相同。如果需要改变这个顺序： 

1. 单击选定列表中的参数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按钮将此项目在列表中向上或向下移动。 

快捷方式： 点中并

拖动 
可以在可用列表和选定列表之间点中并拖动参数。也可以在

选定列表中点中并拖动参数来改变其位置。 

 双击 双击可用列表中的某个参数可以将其添加到选定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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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在随意试验中使用试验提示范例 

情况 

用户需要在试验方法中设定以下内容： 

• 一个位置：操作员可以在此处输入每个试验的注释。 

• 用颜色标记的试样：需要记录每一个试样的颜色。 常测试的试样为白色。 

• 试样名义宽度为 15mm，但各试样都有所不同。 

• 试样名义厚度为 3mm，但各试样都有所不同。 

设定 

进入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 

在可用参数列表中： 

1. 突出显示宽度并将其添加到选定参数列表中。 

2. 突出显示厚度并将其添加到选定参数列表中。 

3. 突出显示一个自定义试验输入并将其添加到选定参数列表中。 

4. 突出显示另外一个用户试验输入并将其添加到选定参数列表中。 

在选定参数列表中： 

1. 突出显示第一个自定义文本输入。将提示：改变为颜色：，将缺省值：改变为 

白色。 

2. 突出显示第二个自定义文本输入。将提示：改变为注释：，将缺省值：改变为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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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提示试验或随意试验 - 选择哪一个? 

随意试验 

说明 

被称作随意试验，是因为在这种试验中，用户能够以非常灵活的方式输入试验参数值和测

试试样。例如，可以随时输入试样尺寸，也可以在试样之间、或已测试和未测试试样之间

任意切换，修改数值并重新计算结果。在测试完一定数量试样后也不会提示结束样品。操

作员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单击结束按钮来结束样品。 

优点 

这种形式产生了一种非常灵活的形式。可以使用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设置试

验方法，在此屏幕下，每一个试样的参数都显示在试验工作区的试验输入组件中，而且，

操作员可以随时输入这些参数。例如，如果操作员发现结果表格中存在异常值（可能由于

试样尺寸输入错误造成），可以返回到存在异常的试样，对尺寸进行修改并重新计算结

果。同样，正在测试某个试样时，操作员可以提前输入下一个试样的尺寸，从而可以提高

试验效率。 

缺点 

由于任意形式的特点，测试过程中操作员有可能会遗漏某些信息的输入。 

带提示试验 

说明 

“带提示试验”是一种非常有组织的试验运行方式，由一系列提示组成，以特定的顺序提

示操作员在特定的时间输入参数值。通常，在开始时会提示操作员输入样品中试样的数

量，在每个试样试验前提示输入试样尺寸，有时，还会在每个试样试验后提示输入注释。

测试完指定数量的试样后，将提示操作员结束样品。也可以设置试验方法在结束样品阶段

提示操作员输入更多信息。 

优点 

带提示试验的有组织形式使用户可以设置试验方法，在试验的每一个阶段都对操作员进行

提示。这表明以这种方式设置的试验方法可以方便不熟悉软件和材料测试的操作员使用。

带提示试验可以减少操作员产生遗漏的可能。 

缺点 

带提示试验形式相对不太灵活，不允许操作员对再次访问试样，例如，来编辑试样尺寸。 

 

  



 

93 

如何创建或修改带提示试验方法 
此部分开始于： 

• 如何“创建”或“修改”“带提示试验方法” - 关于详细主题的步骤清单。 

以下为详细主题。下面的列表仅包括在“方法”选项卡下只与带提示试验有关的屏幕： 

测试提示 

• 提示顺序 

• 开始前 

• 试样测试前 

• 测试前 

• 计算前 

• 试样测试后 

• 结束时 

下一组主题提供一些范例： 

• 设置带提示试验 - 范例 

• “带提示试验”或“随意试验” - 选择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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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建或修改带提示试验方法 

对用户的要求： 

如果系统“安全”开关打开，用户必须是“测试经理”或“管理员”。 

用户的操作： 

1. 单击主屏幕下的方法按钮。 

2. 在 近使用文档列表中，选择参数设置 接近用户需要的方法文件，单击打开 

按钮。 

如果需要的方法文件不在 近使用文档列表中，单击浏览... 按钮，找到所需 

文件后单击对话框中的打开按钮。 

3. 如果要创建一个全新的试验方法文件，单击新建... 按钮，选择将要创建的方法

文件的试验类型，然后单击创建按钮。系统将创建一个所有参数均为缺省值的新

方法文件。 

4. 依次单击导航条上从常规到报告的各个项目，查看并更改试验方法中的所有 

参数。 

[详见“编辑试验方法”] 

5. 单击试验提示，然后单击导航条上的提示顺序，进入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屏幕。

选中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复选框，并选择使用用户的方法进行测试时希望看到

的试验提示屏幕。每选中一个复选框，试验提示下的导航条中出现一个项目。 

[详见“设置带提示试验 - 范例”] 

6. 单击试验提示下导航条中的每个项目，设置组成带提示试验的各个屏幕的参数。 

7. 单击另存为按钮并命名试验方法文件。如果要覆盖原方法文件，单击保存按钮。 

8. 如果要保留纸质的方法参数设置，单击打印按钮。 

最终结果： 

• 位于指定位置的试验方法文件。可以使用新建的方法文件对试样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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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试验提示 - 简介 

试验提示可以用于完全带提示试验和随意试验。 

随意试验 

在随意试验中，只有添加到试验工作区“试验输入”区域中的提示才可用。这些提示也可

以在“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中设置，此屏幕是在不运行带提示试验时，导

航条上“试验提示”区域中唯一可用的屏幕。 

带提示试验 

在试验方法中设置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后，在导航条上的“试验提示”区域中将有更多

的可用屏幕。这样就可以设置一个完全带提示试验，就像向导一样，在测试过程中覆盖了

试验工作区。在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屏幕下，可以设置向导中步骤的数量。在各个试验提

示屏幕中，可以设置向导中每一个屏幕的内容。带提示试验提供了一系列有逻辑联系的屏

幕，可以引导操作员在试验顺序的特定位置输入特定的参数。 

以下是完整的屏幕系列： 

屏幕名称 功能 

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 随意试验和带提示试验之间的连接点。 
设置样品中试样的数量。 
在带提示试验向导中启用单独的提示屏幕。 

试验提示 - 开始前 提示对于整个样品都相同而且在测试前需要的参数。 

试验提示 - 试样试验前 提示每一个试样试验前的参数。 

试验提示 - 试验前 在开始试验前暂停，并提供操作指导信息，如连接 
引伸计。 

试验提示 - 计算前 提示每一个试样在试验后计算前的参数（如 终尺寸） 

试验提示 - 试样试验后 提示每一个试样试验完成后的参数（如排除试样） 

试验提示 - 结束时 提示只适用于整个样品的参数（如样品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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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提示设置屏幕都有下列组件中的一个或多个： 

• 对操作员的指导信息。 

• 选择列表：可以从此列表中选择需要操作员在该屏幕中输入的参数。也可以改变 

各个参数的提示和缺省值（例如，将提示文本输入 1 改变为试样颜色，缺省值为

白色）。 

关于使用带提示试验的情景示例和试验顺序，参见“设置试验提示 -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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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 

带提示试验就是一系列的试验步骤，就像向导一样，在测试过程中覆盖了试验工作区。在

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屏幕下，可以设置向导中步骤的数量。在各个试验提示屏幕中，可以

设置向导中每一个屏幕的内容。带提示试验提供了一系列有逻辑联系的屏幕，可以引导操

作员在试验顺序的特定位置输入特定的参数。 

如果在试验方法的设置中启用带提示试验，则此方法成为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时的提示

方法。当此试验方法的“预览”在打开方法屏幕中显示时，其  图标与提示方法完全

相同。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试验提示 - 提示顺序，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 

屏幕。 

以提示测试方式运行 

此复选框为带提示试验的主控开关。选中此复选框后，将出现更多的区域和复选框，可以

选择组成带提示试验顺序的各个屏幕。 

样品中试样个数 

在带提示试验中可以设置样品中试样的数量，这个数量的试样完成测试后，系统将进行提

示。在测试过程中，屏幕上方的标题显示当前的试样编号，例如试样 2，共 10 个。在 后

一个试样测试后，系统将提示选择结束样品，或继续测试（超过原来设置的试样数量）。

结束样品的提示只出现一次。如果选择继续测试，将继续测试此样品，直到操作员单击试

验工作区的结束按钮才结束样品。 

用户不能停用此功能。如果希望在测试之前不进行试样数量的设置，有三种选择： 

1. 被提示时不修改缺省数量 10 并要求操作员继续测试。提示之后，标题继续显示试

样编号，但不显示样品中试样的总数，如试样 11。 

2. 设置样品中试样的数量大于一个样品中进行试验的 大试样数量。标题显示试样

编号和设置的试样总数，如试样 11，共 99 个。 

3. 如果样品中试样的数量只有在操作员开始试验前才能知道，将样品中试样的数量

参数添加到开始前屏幕中的选定参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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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和显示复选框 

每个提示复选框都与组成带提示试验顺序中的某个屏幕关联。选中一个复选框，相关项目

将在试验提示下的导航条中显示，可以设置需要添加到试验顺序中的有关屏幕的参数。关

于如何添加和设置这些屏幕的详细情况，在说明各个屏幕的主题中给出。 

提示试验前复选框始终被选中。试验顺序在此处必须暂停，操作员可以单击开始试验按钮

开始试验。 

每一个显示复选框都与试验顺序中的某一个位置关联，软件将在这些位置处暂停，使操作

员可以查看试验工作区的曲线图或结果表格。 

关于使用带提示试验的情景示例和试验顺序，参见“设置试验提示 -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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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测试提示 - 开始前 
注释： 只有选中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屏幕中的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和提示开始前复

选框后，此屏幕才可用。 

 

设置试验提示 - 开始前屏幕是用于设置带提示试验的屏幕之一。选中设置带提示试验顺

序屏幕下的提示开始前复选框，可以将此屏幕添加到试验顺序中。 

单击导航条上的试验提示 - 开始前，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此屏幕。 

提示开始前 

添加需要在屏幕上显示来提示操作员的文本。 

参数列表 

在此屏幕下可以选择需要操作员在开始试验任何一个试样之前输入的参数。从可用列表中

选择参数并将其添加到选定列表中。 

可用参数的类型： 

可用参数都与整个样品有关，如样品说明和样品注释。如果希望操作员在测试结束时输入

这些参数，也可以设置这些参数在结束时屏幕中可用。由于这些参数与整个样品有关，因

此，在其他的屏幕中都不可用。 

样品中试样的数量参数只在此屏幕中可用。 

如果某些参数应用于单个试样，但对于所有试样都保持不变，也可以添加到此屏幕下的可

用列表中。这表示操作员只需要在开始样品前输入一次参数值。然而，此参数值如果有可

能改变，应当将此参数添加到试样试验前屏幕中，这样，操作员可以为每一个试样输入一

个数值。 

如何使用这些列表 

可用参数列表按照参数类型分层次排列。 

• 常规、注释、文本输入和数字输入参数始终可用。 

• 尺寸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试样尺寸屏幕中设置的试样形状和试验装置。 

• 试验和应变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设置控制 - 试验屏幕中设置的试验类型和控

制选项。 

单击“+”和“-”号可以打开或关闭参数层次。 



参考手册 － 软件 帮助版本 1.0 

100 

对于测试过程中每一个需要在此屏幕中作为输入显示的参数： 

1. 单击可用列表中的参数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添加按钮。 

这些参数在测试过程中的显示顺序与选定列表中的顺序相同。如果需要改变这个顺序： 

1. 单击选定列表中的参数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按钮将此项目在列表中向上或向下移动。 

快捷方式： 点中并

拖动 
可以在可用列表和选定列表之间点中并拖动参数。也可以在选定列

表中点中并拖动参数来改变其位置。 

 双击 双击可用列表中的某个参数可以将其添加到选定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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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试验提示 - 试样试验前 
注释： 只有选中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屏幕中的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和提示试样试验

前复选框后，此屏幕才可用。 

 

设置试验提示 - 试样试验前屏幕是用于设置带提示试验的屏幕之一。选中设置带提示试

验顺序屏幕下的提示试样试验前复选框，可以将此屏幕添加到试验顺序中。 

单击导航条上的试验提示 - 试样试验前，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此屏幕。 

提示试样试验前 

添加需要在屏幕上显示来提示操作员的文本。 

参数列表 

可用参数的类型： 

可用参数与单个试样有关，如所有的尺寸和试样注释。 

需要添加到此屏幕下选定列表中的参数为那些对于样品中每个试样来讲数值都不同的 

参数。 

如果某些参数应用于单个试样，但对于所有试样都保持不变，应当将这样的参数添加到开

始前屏幕，这样，操作员只需在开始样品前输入一次这个参数值。 

如何使用这些列表 

可用参数列表按照参数类型分层次排列。 

• 注释、文本输入和数字输入参数始终可用。 

• 尺寸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试样尺寸屏幕中设置的试样形状和试验装置。 

• 试验和应变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设置控制 - 试验屏幕中设置的试验类型和控

制选项。 

单击“+”和“-”号可以打开或关闭参数层次。 

对于测试过程中每一个需要在此屏幕中作为输入显示的参数： 

1. 单击可用列表中的参数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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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参数在试验工作区中的显示顺序与选定列表中的顺序相同。如果需要改变这个顺序： 

1. 单击选定列表中的参数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按钮将此项目在列表中向上或向下移动。 

快捷方式： 点中并

拖动 
可以在可用列表和选定列表之间点中并拖动参数。也可以在选定列

表中点中并拖动参数来改变其位置。 

 双击 双击可用列表中的某个参数可以将其添加到选定列表中。 

 

 



如何创建或修改带提示试验方法 

103 

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前 
注释： 只有选中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屏幕中的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复选框后，此屏

幕才可用。 

 

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前屏幕是用于设置带提示试验的屏幕之一。此屏幕始终包含在设置

带提示试验顺序屏幕中设置的试验顺序中。 

单击导航条上的试验提示 - 试验前，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此屏幕。 

提示试验前 

添加需要在屏幕上显示来提示操作员的文本。有时需要包括在按下“开始试验”按钮前提

示连接引伸计，或与安全有关的避开机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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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试验提示 - 计算前 
注释： 只有选中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屏幕中的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和提示计算前复

选框后，此屏幕才可用。 

 

设置试验提示 - 计算前屏幕是用于设置提示试验的屏幕之一。选中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

屏幕下的提示计算前复选框，可以将此屏幕添加到试验顺序中。 

单击导航条上的试验提示 - 计算前，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此屏幕。 

提示计算前 

添加需要在屏幕上显示来提示操作员的文本。 

参数列表 

可用参数的类型： 

与单个试样有关的参数可用。作为试验顺序中的一步，当此屏幕显示时，此试样已完成测

试，因此，尺寸参数中包含 终尺寸。 

此屏幕为通过添加选项使操作员可以从统计中排除当前试样的第一个屏幕。排除选项（属

于常规类型）在试样试验后屏幕中也可用。 

如果需要操作员在进行计算前才输入单个试样的 终尺寸，应当将 终尺寸参数添加到本

屏幕的选定列表。 

如何使用这些列表 

可用参数列表按照参数类型分层次排列。 

• 常规、注释、文本输入和数字输入参数始终可用。 

• 尺寸参数是否可选用取决于在试样尺寸屏幕中设置的试样形状和试验装置。 

• 作为试验顺序中的一步，当此屏幕显示时，此试样已完成测试，因此试验和应变

参数不可用。 

单击“+”和“-”号可以打开或关闭参数层次。 

对于测试过程中每一个需要在此屏幕中作为输入显示的参数： 

1. 单击可用列表中的参数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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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参数在试验工作区中的显示顺序与选定列表中的顺序相同。如果需要改变这个顺序： 

1. 单击选定列表中的参数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按钮将此项目在列表中向上或向下移动。 

快捷方式： 点中并

拖动 
可以在可用列表和选定列表之间点中并拖动参数。也可以在选定列

表中点中并拖动参数来改变其位置。 

 双击 双击可用列表中的某个参数可以将其添加到选定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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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测试提示 - 试样测试后 
注释： 只有选中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屏幕中的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和提示试样试验

后复选框后，此屏幕才可用。 

 

设置试验提示 - 试样试验后屏幕是用于设置带提示试验的屏幕之一。选中设置带提示试

验顺序屏幕下的提示试样试验后复选框，可以将此屏幕添加到试验顺序中。 

单击导航条上的试验提示 - 试样试验后，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此屏幕。 

提示试样试验后  

添加需要在屏幕上显示来提示操作员的文本。 

参数列表 

可用参数的类型： 

与单个试样有关但不会影响试验控制和计算的参数可用。作为试验顺序中的一部分，当此

屏幕显示时，此试样已完成测试，而且所有结果均已计算，因此可用参数列表受到限制。

试样注释和文本输入可用。还可以增加选项，使操作员能够从统计中排除当前试样。排除

选项（属于常规类型）在计算前屏幕中也可用。 

如何使用这些列表 

可用参数列表按照参数类型分层次排列。 

• 常规、注释和文本输入参数始终可用。 

• 作为试验顺序中的一步，当此屏幕显示时，此试样已完成测试，而且所有结果均已

计算，因此尺寸参数不可用。 

• 作为试验顺序中的一步，当此屏幕显示时，此试样已完成测试，因此试验和应变

参数不可用。 

单击“+”和“-”号可以打开或关闭参数层次。 

对于测试过程中每一个需要在此屏幕中作为输入显示的参数： 

1. 单击可用列表中的参数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添加按钮。 



如何创建或修改带提示试验方法 

107 

这些参数在试验工作区中的显示顺序与选定列表中的顺序相同。如果需要改变这个顺序： 

1. 单击选定列表中的参数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按钮将此项目在列表中向上或向下移动。 

快捷方式： 点中并

拖动 
可以在可用列表和选定列表之间点中并拖动参数。也可以在选定列

表中点中并拖动参数来改变其位置。 

 双击 双击可用列表中的某个参数可以将其添加到选定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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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试验提示 - 结束时 
注释： 只有选中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屏幕中的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和提示结束时复

选框后，此屏幕才可用。 

 

设置试验提示 - 结束时屏幕是用于设置带提示试验的屏幕之一。选中设置带提示试验顺

序屏幕下的试样测试后提示复选框，可以将此屏幕添加到试验顺序中。 

单击导航条上的试验提示 - 结束时，可以在方法选项卡中打开此屏幕。 

提示结束时 

添加需要在屏幕上显示来提示操作员的文本。 

参数列表 

可用参数的类型： 

作为测试顺序中的一步，当此屏幕显示时，全部试样都已完成测试，而且所有结果都已计

算。因此，可用参数列表仅限于与样品有关的参数，如样品说明和样品注释。如果希望操

作员在开始测试时输入这些参数，也可以设置这些参数在开始前屏幕可用。由于这些参数

与整个样品有关，因此，在其他的屏幕中都不可用。 

如何使用这些列表 

可用参数列表按照参数类型分层次排列。 

• 常规是此时唯一可用的类型。 

单击“+”和“-”号可以打开或关闭参数层次。 

对于测试过程中每一个需要在此屏幕中作为输入显示的参数： 

1. 单击可用列表中的参数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添加按钮。 

这些参数在试验工作区中的显示顺序与选定列表中的顺序相同。如果需要改变这个顺序： 

1. 单击选定列表中的参数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按钮将此项目在列表中向上或向下移动。 

快捷方式： 点中并

拖动 
可以在可用列表和选定列表之间点中并拖动参数。也可以在选定列

表中点中并拖动参数来改变其位置。 

 双击 双击可用列表中的某个参数可以将其添加到选定列表中。 



如何创建或修改带提示试验方法 

109 

 

设置试验提示 - 高级功能 

显示全部参数 

通常不选中此复选框，在可用参数列表中只包含适用于用户选择的试样几何形状、试验装

置、试验类型和控制选项的参数。如果选中此复选框，所有参数都在列表中显示，有些参

数可能并不适用于当前的试验设置。这些参数将以斜体字显示。可以将这些参数中的任意

一个添加到选定参数列表中，但只有在适合当前试验时，这些参数才在屏幕中显示。关于

如何使用此控件创建更灵活的试验方法的范例，参见设置带提示试验 - 范例。 

显示所有参数复选框是一个在整个软件中都有效的设置，对所有屏幕的所有参数列表都 

有效。 

设置参数特性 

通常情况下，在各个试验设置屏幕下选定列表中的参数都已设置了提示、缺省值、小数

位和可能的界限。例如，通常通过单击紧靠宽度区域的  按钮来设置试样尺寸屏幕中

的宽度。 

如果需要改变选定列表中某个项目的这些关联参数，或仅仅需要检查一下这些参数的数值

而不希望再进入其他的屏幕，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1. 双击选定列表中的项目。此项目的特性对话框显示。 

2. 在特性对话框中的有关区域可以更改此项目的提示、缺省值、单位和小数位个

数。还可以设置此项目的上、下界限。 

必须清楚，在这个屏幕的特性对话框中所作的修改对于在方法选项卡下其他屏幕中显示的

相同项目同样有效。例如，有多个位置可以查看和更改与宽度关联的特性，分别是： 

• 试样尺寸屏幕 

• 设置试验提示 - 开始前、- 试样试验前、- 试验工作区和 - 计算前屏幕 

在每一个位置，都使用相同的缺省参数，而且在其中一个位置所作的修改会使所有其他位

置都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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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设置带提示试验 - 范例 

范例 1 

用户需要的操作： 

• 进行测试的样品的大小变化范围为 5 到 10 个试样，但多数情况下样品的试样数

量是 10 个。 

• 在开始测试前，需要输入每个试样的宽度和厚度，在试验后，输入 终宽度和 终

厚度。 

• 必须能够排除试样并在文档中注明排除原因。 

如何设置 

• 在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屏幕中，选中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复选框。将出现更多

的复选框。 

• 选择以下复选框： 

提示开始前 

提示试样试验前 

提示计算前 

计算后显示工作区 

提示试样试验后 

• 在设置试验提示 - 开始前屏幕，将样品中试样的数量添加到“选定”列表，并设

置其缺省值为 10。 

• 在设置试验提示 - 试样试验前屏幕，将宽度和厚度添加到选定列表，并将其缺省

值设置成操作员 常遇到的数值。 

• 同样，在设置试验提示 - 计算前屏幕，将 终宽度和 终厚度添加到选定列表，

并将其缺省值设置成操作员 常遇到的数值。 

• 在设置试验提示 - 试样试验后屏幕，将排除和试样注释 1 添加到选定列表。 

关于如何添加和设置这些屏幕的详细情况，在说明各个屏幕的主题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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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如何运行 

1. 选择试验方法并命名试验数据文件后，显示开始前屏幕，提示样品中试样 

的数量。 

2. 输入数量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3. 试样 1 的试样试验前屏幕显示，提示宽度和厚度。 

4. 输入数值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5. 显示试验前屏幕。安装试样后单击开始试验按钮。 

6. 试验完成后，显示计算前屏幕，提示 终宽度和 终厚度。 

7. 输入数值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8. 试验顺序暂停，显示试验工作区（计算后显示工作区复选框）。可以查看刚刚完

成测试的试样的结果，并判断该试样是否为有效试样。 

9. 单击下一步按钮。 

10. 显示试样试验后屏幕，提示排除试样并根据需要输入注释（试样注释 1）。 

11. 输入需要的注释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12. 显示试样 2 的试样试验前屏幕，提示宽度和厚度。 

13. 继续每一个试样的试验顺序，直到全部试样都完成测试。 后一个试样完成测试

后，软件提示已达到用户输入的样品中试样的数量的数值。可以选择在此处结束

或继续测试。 

14. 如果选择结束，将保存试验数据，试验顺序终止。 

范例 2  - 使用“显示全部参数”功能 

用户需要的操作： 

用于试验的试样有两类：矩形和圆形。除此之外，为这些试样创建的试验方法完全相同。 

用户需要操作员能够使用此方法进行这两类试样的试验，但无权使用其他的方法参数，如

试验控制。 



参考手册 － 软件 帮助版本 1.0 

112 

如何设置 

1. 在设置带提示试验顺序屏幕中，选中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复选框。将出现更多

的复选框。 

2. 选择以下复选框： 

提示开始前 

提示试样试验前 

计算后显示工作区 

3. 在设置试验提示 - 开始前屏幕中，选中显示全部参数复选框（如尚未选中），并

将下列参数添加到选定列表中： 

几何形状 

在设置试验提示 - 开始前屏幕或试样尺寸屏幕中，选择一个缺省几何形状。假设

用户设置缺省几何形状为矩形。 

4. 在设置试验提示 - 试样试验前屏幕中，将下列参数添加到选定列表中： 

宽度 

厚度 

长度 

直径 

并在设置试验提示 - 试样试验前屏幕或试样尺寸屏幕中，根据需要输入这些参数

的缺省值。假设用户设置缺省值为宽度 12mm，厚度 5mm，长度 100mm，直径 

15mm。 

关于如何添加和设置这些屏幕的详细情况，在说明各个屏幕的主题中给出。 

试验如何运行 

1. 提示工作区的开始前屏幕包括： 

几何形状 - 设置为矩形。 

2. 下一步取决于几何形状区域中的设置： 

 

如果不改变几何形状，单击下一步按钮，试样试验前屏幕将包含： 

宽度 - 设置为 12mm 

厚度 - 设置为 5mm 

长度 - 设置为 100mm 

 

然而，如果几何形状改为圆形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试样试验前屏幕将包含： 

直径 - 设置为 15mm 

长度 - 设置为 100mm 

3. 输入尺寸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4. 显示试验前屏幕。安装试样后单击开始试验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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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顺序暂停，显示试验工作区（计算后显示工作区复选框）。可以查看刚刚完

成测试的试样的结果。 

6. 单击下一步按钮。 

7. 显示试样 2 的试样试验前屏幕，如果不改变几何形状，为矩形，将提示宽度、厚

度和长度；如果几何形状改变为圆形，则提示直径和长度。 

8. 继续每一个试样的试验顺序，直到全部试样都完成测试。 后一个试样完成测试

后，软件提示已达到用户输入的样品中试样的数量的数值。可以选择在此处结束

或继续测试。 

9. 如果选择结束，将保存试验数据，试验顺序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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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提示试验或随意试验 - 选择哪一个? 

随意试验 

说明 

被称作随意试验，是因为在这种试验中，用户能够以非常灵活的方式输入试验参数值和测

试试样。例如，可以随时输入试样尺寸，也可以在试样之间、或已测试和未测试试样之间

任意切换，修改数值并重新计算结果。在测试完一定数量试样后也不会提示结束样品。操

作员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单击结束按钮来结束样品。 

优点 

这种形式产生了一种非常灵活的形式。可以使用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设置试

验方法，在此屏幕下，每一个试样的参数都显示在试验工作区的试验输入组件中，而且，

操作员可以随时输入这些参数。例如，如果操作员发现结果表格中存在异常值（可能由于

试样尺寸输入错误造成），可以返回到存在异常的试样，对尺寸进行修改并重新计算结

果。同样，正在测试某个试样时，操作员可以提前输入下一个试样的尺寸，从而可以提高

试验效率。 

缺点 

由于任意形式的特点，测试过程中操作员有可能会遗漏某些信息的输入。 

带提示试验 

说明 

“带提示试验”是一种非常有组织的试验运行方式，由一系列提示组成，以特定的顺序提

示操作员在特定的时间输入参数值。通常，在开始时会提示操作员输入样品中试样的数

量，在每个试样试验前提示输入试样尺寸，有时，还会在每个试样试验后提示输入注释。

测试完指定数量的试样后，将提示操作员结束样品。也可以设置试验方法在结束样品阶段

提示操作员输入更多信息。 

优点 

带提示试验的有组织形式使用户可以设置试验方法，在试验的每一个阶段都对操作员进行

提示。这表明以这种方式设置的试验方法可以方便不熟悉软件和材料测试的操作员使用。

带提示试验可以减少操作员产生遗漏的可能。 

缺点 

带提示试验形式相对不太灵活，不允许操作员对再次访问试样，例如，来编辑试样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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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建或修改一个报告模板 

 

此部分开始于： 

• 如何“创建”或“修改”“报告模板” - 关于详细主题的步骤清单。 

以下为可以从“报告”选项卡下的导航条进入每个屏幕的详细主题： 

• 设置报告模板 - 常规 

• 设置报告模板 - 页眉 

• 设置报告模板 - 正文 

• 设置报告模板 - 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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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建或修改报告模板  

对用户的要求： 

如果系统“安全”开关打开，用户必须是“测试经理”或“管理员”。 

用户的操作： 

1. 单击主屏幕下的报告按钮。 

2. 在 近使用文档列表中，选择参数设置 接近用户需要的报告模板文件，单击打

开按钮。 

如果需要的报告模板文件不在 近使用文档列表中，单击浏览... 按钮，找到所

需文件后单击对话框中的打开按钮。 

3. 如果需要创建一个全新的报告模板文件，单击新建... 按钮。系统将创建一个所

有参数均为缺省值的新报告模板文件。 

4. 依次单击导航条中的各个项目，查看并更改报告模板中的所有参数。 

[详见“编辑报告模板”] 

5. 单击另存为按钮并命名报告模板文件。如果需要覆盖原报告模板文件，单击保存

按钮。 

最终结果： 

• 位于指定位置的报告模板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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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报告模板文件  

单击主屏幕中的报告按钮显示此屏幕。 

此屏幕包含一个 近使用列表，一个预览区域和右侧的三个按钮（打开、浏览...  

和新建）。 

打开已有文件 

如果需要的文件在 近使用列表中： 

1. 单击文件名。在列表上方显示文件的名称和路径，同时在预览窗口中显示文件 

预览。 

2. 单击打开按钮，打开用于编辑的文件。 

快捷方式： 双击 如果不需要进行预览，双击列表中的文件名可以打开文件。 

如果需要的文件不在 近使用列表中： 

1. 单击浏览... 按钮。出现打开文件对话框，可以查找系统中任意位置的文件。 

2. 找到需要的文件后，单击对话框中的打开按钮。 

第一次使用 

第一次进入此屏幕时， 近使用列表清单中没有文件名。单击浏览... 按钮可以显示打开

文件对话框，缺省位置也没有文件名，因为用户还没有创建任何报告模板文件。 

要打开随软件提供的 Instron 报告模板文件，需要浏览安装时指定的 Templates 文件夹。然

后可以使用 Instron 报告模板并用新名称保存。 

在 Windows 2000 下安装时此文件夹的缺省路径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Instron\Bluehill\Templates  

在 Windows XP 下安装时此文件夹的缺省路径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Shared 
Documents\Instron\Bluehill\Templates  

创建新文件 

如果要创建一个全新的报告模板文件，单击新建按钮。系统将创建一个可以使用并保存的

新的空白报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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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报告模板 

本主题用于说明报告选项卡的内容，此选项卡为编辑报告模板的位置。 

注释： 只有在购买备选的“报告和曲线图软件包”之后，才能访问报告选项卡。如未购买

此软件包，可以选择一个随软件提供的报告模板来生成用户报告。 
如果系统“安全”启用，只有“测试经理”和“管理员”才能访问报告选项卡。详

见“设置安全”。 

 

进入报告选项卡有以下方法： 

 选择主屏幕下的报告选项卡，然后选择要编辑的报告模板文件。 

 选择主屏幕下的方法选项卡，然后选择要编辑的方法文件。用户选择的链接到

此方法文件的报告模板文件同时打开。单击报告选项卡可以开始编辑。 

 选择主屏幕下的试验选项卡，然后选择新样品。选择一个用于试验的方法文件

并命名新样品。用户选择的链接到此试验方法文件的报告模板文件同时打开。

单击报告选项卡可以开始编辑。 

 选择主屏幕下的试验选项卡，然后选择继续样品。选择要打开的样品文件。链

接到此试验方法文件的报告模板文件同时打开。然后单击报告选项卡可以编辑

报告模板。 

“报告”选项卡中的可用按钮 
打开 [只有在有试验方法文件打开时可用]。 

如果要打开另一个报告模板文件，单击此按钮。 
如果在保存报告模板文件之后对其设置又进行了修改，系统将提示保 
存此文件。回答提示之后，将返回打开报告模板屏幕。打开新报告模 
板时，方法选项卡中设置文档输出屏幕中的报告模板链接更新为新报 
告模板。 

保存并关闭 [有试验方法文件打开时不可用]  
如果要保存当前试验报告模板并打开另一个报告模板进行编辑，单击此按

钮。 
当前的所有设置都将保存在已打开编辑的同一个文件中。覆盖初始的报告

模板文件，并返回打开报告模板屏幕，可以打开另外的报告模板。 

保存 单击此按钮将当前的所有设置保存在已打开编辑或链接到当前试验方法的

同一个文件中。初始的文件被覆盖。 
如果选择创建一个新报告模板，此按钮相当于另存为按钮。由于没有可以

覆盖的初始文件，必须给出新的文件名。 

另存为 单击此按钮打开另存为对话框，可以将当前设置保存到新的文件名。从而

不会覆盖任何已打开的初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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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单击此按钮可以打印一份使用当前报告模板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取决于打

印时试验方法和/或样品是否打开。如果有试验方法打开，报告将使用试

验方法提供的参数。如果有样品文件打开而且试验数据可用，报告将使用

样品文件。如果没有样品打开，而且没有可以提供参数的试验方法，打印

的报告在曲线图和结果表格等单元中将包含占位符，某些表格中还可能含

有空白单元格。 

  

“报告”选项卡中的可用选项卡 
试验 [只有在有样品文件打开时可用]。 

单击此选项卡进入试验工作区。 

方法 [只有在有方法或样品文件打开时可用]。 
单击此选项卡可以编辑试验方法中的所有参数。 

管理

器 
单击此选项卡可以修改系统的硬件或软件配置。如果是“管理员”，还

可以修改“安全”设置。 

  

编辑报告模板 

无论从何种途径进入报告选项卡，屏幕左侧的导航条都含有相同的报告模板编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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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报告模板 - 常规 

在此屏幕下可以设置报告模板的基本框架，包括页面走向和页边距。 

注释： 要确认缺省打印机的纸型设置正确。报告模板的设置从缺省打印机的设置中得

到纸型。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报告 - 常规，可以在报告选项卡中打开设置报告模板 - 常规屏幕。 

此屏幕分为两个区域：一个“预览”区域和一个可以修改设置的区域。 

设置 

在说明区域可以输入关于正在创建的报告模板的说明。在打开报告模板屏幕突出显示报告

模板文件名时，此文件的说明在报告模板文件的预览中显示。但是并不出现在报告中。 

可以给每个页边距设置数值和单位。 

可以选择肖像格式和风景格式。在报告模板中设置这些格式时，将覆盖使缺省打印机的打

印方向设置。 

可以设置报告的缺省字体。除具有单独字体控制的报告单元外，缺省字体将应用于整个

报告。 

预览 

预览反映了对报告模板所作的更改。根据对设置的更改，预览随时更新。如果样品打开，

而且试验数据可用，预览显示真实数据。如有没有可用数据，预览以占位符表示报告中的

每一个单元。 

在预览区域的上部有几个按钮。 

• 左侧的一组按钮可以用来一次向前或向后移动一个页面，或者跳转至第一页或 后

一页。此组按钮的中部显示报告中的总页码和当前页码。 

• 预览的缺省视图为页面宽度。单击缩放按钮将视图更改为 100%。再次单击此按

钮，视图返回到页面宽度。如果单击缩放按钮右侧的箭头，将出现下拉菜单，显

示几个特定缩放设置的选择。 

• 单击全屏预览按钮，整个屏幕都将显示报告预览，预览屏幕顶部的页面控件及缩

放按钮仍然可用。要返回基本屏幕，单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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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报告模板 - 页眉 

在此屏幕下可以设置每页顶部的页眉的内容。 

注释： 要确认缺省打印机的纸型设置正确。报告模板的设置从缺省打印机的设置中得

到纸型。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报告 - 页眉，可以在报告选项卡中打开设置报告模板 - 页眉屏幕。 

此屏幕分为两个区域：一个“预览”区域和一个可以修改页眉设置的区域。 

页眉设置 

此区域可以选择页眉的对齐方式：左对齐、居中和右对齐。 

文本项目 

文本项目包括页码、用户名、以及 后试验或生成报告的日期和时间。如果需要输入未包

含在列表中的一些自定义文本，选择用户自定义文本，会另外出现可以输入自定义文本的

区域。 

页眉边距为从页面顶部到页眉文本顶部的距离。 

标识 

如果选择在页眉中显示标志，将出现另外一个区域，用于选择包含标志图形的文件。可以

输入文件的路径，也可以使用浏览... 按钮来查找文件。 

页眉边距为从页面顶部到标志图形顶部的距离。 

预览 

预览反映了对报告模板所作的更改。根据对设置的更改，预览随时更新。如果样品打开，

而且试验数据可用，预览显示真实数据。如有没有可用数据，预览以占位符表示报告中的

每一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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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览区域的上部有几个按钮。 

• 左侧的一组按钮可以用来一次向前或向后移动一个页面，或者跳转至第一页或 后

一页。此组按钮的中部显示报告中的总页码和当前页码。 

• 预览的缺省视图为页面宽度。单击缩放按钮将视图更改为 100%。再次单击此按

钮，视图返回到页面宽度。如果单击缩放按钮右侧的箭头，将出现下拉菜单，显

示几个特定缩放设置的选择。 

• 单击全屏预览按钮，整个屏幕都将显示报告预览，预览屏幕顶部的页面控件及缩

放按钮仍然可用。要返回基本屏幕，单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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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报告模板 - 正文 

在此屏幕下可以选择要包含在报告中的单元。 

注释： 要确认缺省打印机的纸型设置正确。报告模板的设置从缺省打印机的设置中得

到纸型。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报告 - 正文，可以在报告选项卡中打开设置报告模板 - 正文屏幕。 

此屏幕分成三个区域部分：预览区域，选择在报告中显示项目的区域和改变已选择项目设

置的区域。 

如何使用可用列表和选定列表 

可用项目列表中包含了所有可以添加到报告模板中的单元。 

要在选定列表中增加项目，单击可用列表中的参数名称，然后单击添加按钮。 

所选项目会出现在报告模板中，顺序与选定列表中的顺序一致。如果需要改变顺序，突出

显示选定列表中的项目，然后单击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按钮改变此参数在列表中的位置。 

快捷方式： 点中并

拖动 
可以在可用列表和选定列表之间点中并拖动参数。也可以在选定列

表中点中并拖动参数来改变其位置。 

 双击 双击可用列表中的某个参数可以将其添加到选定列表中。 

 

单击选定列表中的项目时，该项目的特性在列表的下方出现。下面各部分列出这些项目及

其特性。 

样品参数和方法说明 

可以在报告模板中添加“方法说明”、“样品说明”、以及三个“样品注释”中的一个。

这些参数通过方法选项卡中导航条上的常规 - 方法和常规 - 样品选项设置。这些项目添

加到选定列表中后，在可用列表中消失。 

注释： 如果在试验方法中更改这些参数的“提示”，只能更改可用列表中的提示。例

如，在特性对话框中将此参数的方法说明改变为过程说明，则显示过程说明。 

 



参考手册 － 软件 帮助版本 1.0 

124 

显示标题 

标题为对此参数的提示（如方法说明）。缺省设置为选中此复选框，在报告中参数文本的

上方显示标题。如果不需要在报告中显示标题，取消选中此复选框。标题的字体为设置报

告模板 - 常规屏幕中设置的缺省字体。 

字体 

参数文本的初始字体为设置报告模板 - 常规屏幕中设置的缺省字体。单击编辑... 按钮

可以改变字体。 

上部空白 

使用这个设置可以在报告模板中相邻的上下两个单元之间设置空白区域。 

曲线图 1，曲线图 2，结果表格 1 及结果表格 2 

这些项目添加到选定列表中后，在可用列表中消失。这些项目的格式为方法选项卡中设置

的“曲线图”格式和“结果表格”格式。 

标题 

可以输入在曲线图或结果表格上方出现的标题。标题的字体为设置报告模板 - 常规屏幕

中设置的缺省字体。 

上部空白 

使用这个设置可以在报告模板中相邻的上下两个单元之间设置空白区域。 

尺寸 

缺省尺寸选择为 佳适合。这将使得单元的尺寸刚好在设置的页边距范围内。 

如果取消选中某个曲线图的 佳适合复选框，将出现两个另外的区域，可以手工设置此曲

线图的宽度和高度。 

如果取消选中某个结果表格的 佳适合复选框，此结果表格将以其在试验工作区中显示的

初始尺寸显示。如果表格宽度大于页面宽度，表格将折叠，以使所有列可见。如果表格高

度大于页面高度，表格将进行拆分，而且各个列的标题在每一页都重复出现。 

已测试试样，最后试验日期，样品文件名 

这些项目的一个添加到选定列表中后，这个项目在可用列表中消失。 

样品文件名就是在开始测试试样前指定的样品文件名。其参数与用户可以选择在报告的页

眉页脚中显示的参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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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试验日期参数与用户可以选择在报告的页眉页脚中显示的参数相同。 

已测试试样的数量为样品中实际完成测试的试样数量（不同于定义为带提示试验的一部分

的样品中试样的数量参数，后一个参数用作提示操作员结束样品的开关）。 

标题 

可以输入紧靠参数值出现的标题文本。缺省标题为冒号之前的参数名称。例如，数值为 5 
的已测试试样的缺省标题为： 
  

已测试试样：5 
  

高级提示： 如果需要标题中的数值包含在句子中，可以使用 %value% 格式。例

如，可以在标题中键入以下内容： 
样品包含 %value% 试样。 
软件将插入正确的数字来代替 %value%。 

字体 

这些参数的初始字体为设置报告模板 - 常规屏幕中设置的缺省字体。单击编辑... 按钮

可以改变字体。 

对齐方式 

可以选择左对齐、居中或右对齐。 

上部空白 

使用这个设置可以在报告模板中相邻的上下两个单元之间设置空白区域。 

缺省表格 

“缺省表格”添加到选定列表中后，在可用列表中消失。“缺省表格”的内容可以在方法

选项卡中通过导航条上的报告 - 缺省表格选项进行设置。 

标题 

可以输入在“缺省表格”上方出现的标题。标题的字体为设置报告模板 - 常规屏幕中设

置的缺省字体。 

字体 

“缺省表格”内容的初始字体为设置报告模板 - 常规屏幕中设置的字体，因为在方法选

项卡中没有关于此内容的格式控制。单击编辑... 按钮可以更改“缺省表格”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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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空白 

使用这个设置可以在报告模板中相邻的上下两个单元之间设置空白区域。 

文本 

此项目添加到选定列表中后，仍然在可用列表中显示，因此可以在报告模板中添加多个文

本单元。例如，可以使用此项目在报告中添加公司名称，或标准声明。也可能只将此项目

用于对于所有样品都相同的文本。 

用户自定义文本 

在此处可以输入需要在报告模板中出现的文本。 

字体 

用户自定义文本的初始字体为设置报告模板 - 常规屏幕中设置的缺省字体。单击编辑... 

按钮可以改变字体。 

对齐方式 

可以选择文本为左对齐、居中或右对齐。 

上部空白 

使用这个设置可以在报告模板中相邻的上下两个单元之间设置空白区域。 

图片 

此项目添加到选定列表中后，仍然在可用列表中显示，因此可以在报告模板中添加多个图

片单元。可以使用此项目在报告模板中添加公司标志。 

标题 

可以输入在图片上方出现的标题。标题的字体为设置报告模板 - 常规屏幕中设置的缺省

字体。 

对齐方式 

可以选择图片为左对齐、居中或右对齐。 

上部空白 

使用这个设置可以在报告模板中相邻的上下两个单元之间设置空白区域。 

尺寸 

缺省尺寸选择为初始。图片以其在初始文件中的大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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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 佳适合，图形将缩放到刚好在设置的页边距范围内。 

如果选择手动，将出现另外的两个区域，可以设置图片的宽度和高度。如需保持与初始图

片相同的纵横比，选中锁定纵横比复选框。这将根据宽度来计算适合的高度以保证锁定纵

横比。 

图片文件 

在此处可以选择在报告中显示的图片文件。可以输入文件的路径，也可以使用浏览... 按

钮来查找文件。 

分页符 

此项目添加到选定列表中后，仍然在可用列表中显示，因此可以在报告模板中添加多个分

页符。没有关于分页符的特性，不管单个报告单元的位置如何设置，在报告中任何需要开

始新页的位置，都可以在选定列表中添加分页符。 

试验方法 

这是将当前试验方法打印到报告中的一种方法。试验方法单元的内容与在方法选项卡中单

击打印方法按钮后打印的内容相同。对于选择了所有参数的“缺省表格”，内容相同。 

预览 

预览反映了对报告模板所作的更改。根据对设置的更改，预览随时更新。如果样品打开，

而且试验数据可用，预览显示真实数据。如有没有可用数据，预览以占位符表示报告中的

每一个单元。 

在预览区域的上部有几个按钮。 

• 左侧的一组按钮可以用来一次向前或向后移动一个页面，或者跳转至第一页或 后

一页。此组按钮的中部显示报告中的总页码和当前页码。 

• 预览的缺省视图为页面宽度。单击缩放按钮将视图更改为 100%。再次单击此按

钮，视图返回到页面宽度。如果单击缩放按钮右侧的箭头，将出现下拉菜单，显

示几个特定缩放设置的选择。 

• 单击全屏预览按钮，整个屏幕都将显示报告预览，预览屏幕顶部的页面控件及缩

放按钮仍然可用。要返回基本屏幕，单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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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报告模板 - 页脚 

在此屏幕下可以设置每页底部的页脚的内容。 

注释： 要确认缺省打印机的纸型设置正确。报告模板的设置从缺省打印机的设置中得

到纸型。 

如何工作？ 

单击导航条上的报告 - 页脚，可以在报告选项卡中打开设置报告模板 - 页脚屏幕。 

此屏幕分为两个区域：一个“预览”区域和一个可以修改页脚设置的区域。 

页脚设置 

此区域可以选择页脚的对齐方式：左对齐、居中和右对齐。 

文本项目 

文本项目包括页码、用户名、以及 后试验或生成报告的日期和时间。如果需要输入未包

含在列表中的一些自定义文本，选择用户自定义文本，会另外出现可以输入自定义文本的

区域。 

页脚边距为从页面底部到页脚文本顶部的距离。 

标识 

如果选择在页脚中显示标志，出现另外一个区域，用于选择包含标志图形的文件。可以输

入文件的路径，也可以使用浏览... 按钮来查找文件。 

页脚边距为从页面底部到标志图形顶部的距离。 

预览 

预览反映了对报告模板所作的更改。根据对设置的更改，预览随时更新。如果样品打开，

而且试验数据可用，预览显示真实数据。如有没有可用数据，预览以占位符表示报告中的

每一个单元。 

在预览区域的上部有几个按钮。 

• 左侧的一组按钮可以用来一次向前或向后移动一个页面，或者跳转至第一页或 后

一页。此组按钮的中部显示报告中的总页码和当前页码。 

• 预览的缺省视图为页面宽度。单击缩放按钮将视图更改为 100%。再次单击此按

钮，视图返回到页面宽度。如果单击缩放按钮右侧的箭头，将出现下拉菜单，显

示几个特定缩放设置的选择。 

• 单击全屏预览按钮，整个屏幕都将显示报告预览，预览屏幕顶部的页面控件及缩

放按钮仍然可用。要返回基本屏幕，单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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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配置 

 

这个部分含有管理器选项卡下的屏幕的信息。包括： 

• 查看系统信息屏幕 

• 我的安全设置 

• 安全设置 

• 安全参考 

• 系统首选项屏幕 

• 机架配置屏幕 

• 硬件和软件选项屏幕 

• 软件配置屏幕 

如要改变试验系统中软件或硬件的设置，只需访问“首选项”、“选项”和“配置”屏

幕。 

在系统信息屏幕可以查看与 Instron 技术支持人员联系时所需的所有信息。 

管理器选项卡下还包含在 Bluehill 软件中使用安全功能时需要访问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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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系统信息屏幕 

在此屏幕可以查看与技术支持人员联系时所需的所有信息。要进入此屏幕，单击管理器选

项卡，然后从导航条上选择系统信息。 

单击打印... 按钮打印用户参考信息。 

在此屏幕下用户不能更改任何参数和设置。在管理器选项卡下的配置屏幕中，可以更改此

屏幕下的某些参数和设置。 

有时，有些信息似乎已丢失。例如，如果计算机与试验系统没有连接，控制设备版本 

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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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安全设置 

此屏幕的用途 

在此屏幕下，可以查看用户名和安全等级，如果“管理员”设置了密码有效期，还可以查

看密码的有效时间。也可以查看“管理员”是否授权用户删除试样或在试验后更改试样的

参数。 

如何工作？ 

此屏幕的大部分内容只能查看，如要修改，需通过“管理员”。 

单击修改密码... 按钮，可以在此处修改密码。修改密码对话框出现，提示输入现有密

码、新密码并提示校验新密码。单击对话框中的确定，完成密码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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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置 

此屏幕的用途 

如果要使用软件的安全功能，在此屏幕下可以创建用户特征并为每一个用户设置权限。 

重要注释： 下一部分给出随软件一同提供的用户特征中的用户名和用户密码。此用户拥有

“管理员”的权限，可以在软件中进行各种操作。完成所有用户的设置并指定

其中至少有一个用户具有“管理员”的权限后，应当使用一个已创建的“管理

员”用户登录并删除 INSTRON 用户。如不登录，参考这个没有限制的帮助文

件，任何人都能以“管理员”的权限登录。 

如何工作？ 

根据安全系统的状态（打开或关闭）和用户在此屏幕下的权限，屏幕内容有所不同。 

“安全”关闭 

此时屏幕中只有一个复选框，选中后安全打开。 

出现登录对话框，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软件第一次安装时，只有一个用户，此用户拥

有“管理员”的全部权限。用这个用户名登录，输入以下用户名： 

INSTRON 

密码为： 

INSTRON 

用户名和密码区分大小写，所以必须以大写方式输入。 

成功登录后，在安全设置屏幕下出现更多的控制按钮。 

“安全”打开，而且用户拥有“管理员”权限 

安全设置屏幕下所有的区域都显示。 

“安全”打开，但用户没有“管理员”权限 

信息提示用户不是“管理员”，不能进入此屏幕。 

改变设置 

设置密码有效期 

如果不要求用户定期更改密码，不要选中此复选框。如果选中此复选框，需要在有关区域

设置密码有效期的天数。密码有效期对所有用户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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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户特性 

1. 单击添加... 按钮，可以创建新的用户特征。出现设置用户对话框。 

2. 输入用户名。 

3. 为此用户选择需要的安全等级。各个安全等级下用户的访问权限详见“安全参

考”。 

4. 输入用户密码，然后再次输入此密码来确认。关于有效密码的规则参见“安全参

考”。 

5. 根据需要用户拥有的权限，选中一个或两个有关用户权限的复选框。关于权限详见

“安全参考”。 

6. 单击确定按钮创建用户。 

修改用户特征 

1. 要修改用户特征，单击用户名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修改... 按钮。设置用户对话框出现，显示此用户的当前设置。 

3. 根据需要对用户特征进行修改。 

4. 单击确定按钮保存修改。 

注释： 修改用户特征时，将重设此用户的密码有效期。如果密码有效期为 10 
天，还有 6 天到期，修改用户特征后密码有效期重设为从修改时间起  
10 天。 

去除用户 

1. 要去除用户特征，单击用户名使之突出显示。 

2. 单击去除按钮。 

对修改和删除用户的限制 

一些操作被禁止，以防止用户意外删除自己的特征或降低自己的权限。如果突出显示自己

的用户名，删除按钮呈灰色。同样，如果突出显示自己的用户名并单击修改... 按钮，等

级区域呈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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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参考 

安全级别 

下表列出各个级别的用户可以访问的部分： 

 管理员 测试经理 操作员 

可访问的选项卡 试验，方法，

报告，管理器 
试验，方法， 
报告，管理器 

试验，管理器 

各选项卡下可以

访问的屏幕 
全部 除“设置安全”

以外的全部 
除“设置安全”以

外的全部 

  

管理员 

“管理员”可以在软件中进行各种操作，包括创建和修改安全系统中的用户特征。 

测试经理 

除不能创建和修改安全系统中的用户特征以外，“测试经理”和“管理员”的权限相同。 

操作员 

“操作员”可以进入管理器选项卡对机架和系统配置进行修改。但不能进入安全设置。 

“操作员”可以进入试验选项卡，但不能进入方法选项卡。所以“操作员”不能编辑和创

建新试验方法。“操作员”可以从试验工作区修改能够访问的试验参数。这些更改不会保

存到试验方法，但将保存在样品文件中。 

例如，在试验工作区修改屏幕布局，如果“操作员”将显示“曲线图”、“结果表格”和

“试验输入”改变为只显示“曲线图”和“试验输入”，产生结果为： 

修改保存在样品文件中，但不保存在试验方法中。如果使用继续样品选项打开此文件，布

局将显示“曲线图”和“试验输入”。如果使用“操作员”正在使用的试验方法开始一个

新样品，布局将显示“曲线图”、“结果表格”和“试验输入”。 

“操作员”不能进入报告选项卡。说明“操作员”不能编辑或创建新报告模板，也不能在

测试时修改由方法指定的报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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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 

删除试样 

与排除试样不同。排除试验只是试样不记入统计，而且用户可以重新加入被排除的试样。

如果试样被删除，试验数据文件中此试样的数据将被删除，而且不能恢复。样品中的试样

重新编号，看不出曾经删除过试样。根据某些标准，不希望出现以上操作，因此可能会不

允许任何用户删除试样。 

更改已测试试样 

如果希望用户能够输入各个试样的数值，例如试样宽度，应当在试验工作区的“试验输入”
区域增加这些参数。这样可以允许“操作员”在测试前提前输入样品中每个试样的尺寸。如

果选中此复选框，用户可以返回已测试的试样，更改那些数值并重新计算结果。这样，操

作员就可以修改一些明显的错误，如将 25mm 错误地输为 250mm。如果不希望操作员进

行这些操作，但希望防止明显的错误，可以指定这些参数的界限来防止输入超出一定范围

的数值。 

注释： 如未选中修改已测试试样复选框，测试后用户不能修改任何光标选定点。 

密码 

有效的密码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长度不少于 5 位 

• 只含有字母与数字（在 Windows locale 设置中规定） 

密码需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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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首选项屏幕 

在此屏幕下可以选择软件启动的方式，并可以选择在“演示模式”下运行软件。进入管理

器选项卡，单击导航条上的首选项，可以打开此屏幕。 

缺省启动 

很多用户直接采用缺省启动，即进入“主屏幕”。然而，如果此试验系统只采用一种或少

数几种试验方法进行试验，用户可能希望选择另外的选项。即使选择另外的选项，也可以

随时返回“主屏幕”。 

在主屏幕 

此为缺省选择。软件启动时，直接进入主屏幕，单击主屏幕下的按钮才能继续。 

准备好以上次使用过的测试方法测试 

软件启动时，打开上次试验期间使用的 后一个方法文件，并直接进入试验模式。系统首

先提示输入用于保存试验数据的文件名。完成后才能开始测试试样。 

按照指定的试验方法准备试验 

软件启动时，始终打开用户指定的同一个试验方法文件，并直接进入试验模式。系统首先

提示输入用于保存试验数据的文件名。完成后才能开始测试试样。 

在“演示”模式下工作 
注释： 通常不要选中此复选框；在机架未连接到软件的情况下，“演示”模式用于模

拟对试样的试验。 

软件启动时，检测是否有机架连接到计算机。如没有连接的机架，软件以“脱机模式”运

行。此时可以进行除测试试样以外的各种操作。 

如果选中此复选框，而且没有连接到计算机的机架，软件将提示选择一个用于生成演示试

验数据的原始数据文件。单击开始试验按钮后，这些数据将用于模拟对试样的试验。 

Instron 销售人员经常使用此模式来演示没有机架时软件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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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演示”模式的试验数据文件与其他试验数据文件的扩展名不同，其扩展名如下： 

试验类型 试验数据文件扩展名 相应的演示数据文件扩展名 

沥青试验  id_asphalt  demo_id_asphalt  

拉伸 id_tens  demo_id_tens  

压缩 id_comp  demo_id_comp  

弯曲 id_flex  demo_id_flex  

拉伸蠕变松弛 id_trelax  demo_id_trelax  

压缩蠕变松弛 id_crelax  demo_id_crelax  

弯曲蠕变松弛 id_frelax  demo_id_frelax  

剥离，撕裂，摩擦 id_ptf  demo_id_ptf  

拉伸程序块循环 id_tcyclic  demo_id_tcyclic  

压缩程序块循环 id_ccyclic  demo_id_ccyclic  

金属 id_metal  demo_id_metal  

 

使用演示数据文件进行试验时，将生成与真实试验相同的试验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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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配置屏幕 

在本屏幕下可以设置所有与机架及其控制设备有关的内容。 

如何工作？ 

第一次启动软件时，此屏幕是向导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您在系统第一次使用之前进行设

置。此后要打开此屏幕，需要进入管理器选项卡，单击配置，然后从导航条上选择机架。 

注释： 在完成 初的系统设置后，通常不再需要访问此屏幕。只有在更改系统硬件时

才需要更改这些设置。 
此处的更改在软件重新启动后才能生效。 

控制设备类型 

不同类型的控制设备性能不同。对于不同类型的控制设备，在屏幕顶端显示的控制器也不

同。必须选择与用户系统匹配的控制设备类型。 

注释： 如果在此屏幕更改控制设备类型，硬件和软件选项的所有设置都将重设为缺

省值。 

GPIB 地址 

当选择的控制设备类型使用 GPIB 与机架进行通讯时，这个区域出现。大多数情况下，软

件为用户控制设备选择正确的 GPIB 地址。如非服务工程师或技术支持人员建议更改，用

户不应当更改此设置。 

不同类型控制设备的缺省 GPIB 地址如下： 

 

控制设备类型 GPIB 地址 

4200， 4300， 
4400 

4 

5800， 8800  3 

机架型号 

选择与用户机架匹配的机架型号编号。如果使用的机架不是标准型号，厂家将另外提供一

张包含机架配置文件 (custom.asc) 的磁盘。此时，必须从机架型号列表中选择用户，然后

按照出现的提示插入包含 custom.asc 文件的磁盘。机架序列号 

在此处输入机架序列号；在需要与技术支持人员联系时，可以方便地看到此序列号。机架

序列号是 Instron 使用的一组数字，可以确定在各种情况下对用户系统有效的服务合同或

保证。 

参见机架序列号参考查看序列号在机架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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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和软件选项屏幕 

在此屏幕下可以对系统中的硬件附件进行设置。也可以更改不同试验类型中可用计算的数

量和类型。 

注释： 如果在机架配置屏幕更改控制设备类型，此屏幕下的所有设置都将重设为缺

省值。 

如何工作？ 

第一次启动软件时，此屏幕是向导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您在系统第一次使用之前进行设

置。此后要打开此屏幕，需要进入管理器选项卡，单击配置，然后选择导航条上的选项。 

注释： 在完成 初的系统设置后，通常不再需要访问此屏幕。只有在购买另外的附件

后，才需要访问此屏幕。 

此处的更改在软件重新启动后才能生效。 

发送邮件服务器 (SMTP) 

如果要在试验方法中设定通过电子邮件将试验报告发送到一个或多个收件人，必须在此区

域指定输出邮件服务器。例如，如果要使用 Microsoft Outlook，在此区域应当包含电子邮

件系统的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的名称。 

显示所有测试类型中的全部可用计算 

通常不选中此复选框，表示只有有关的计算才在计算程序库的列表中显示（参见计算程序

库和试验类型主题）。例如，“平均值”计算通常只在“剥离、撕裂、摩擦”试验类型中

显示。 

如果选中此复选框，用户已购买的各种试验类型的所有计算都可以用于用户使用的试验 

类型。 

自动试样测量装置 (ASMD) 

如有“自动试样测量装置”连接到系统，选中此复选框。然后必须重新启动软件并再次回

到此屏幕，单击配置... 按钮设置此硬件。 

自动引伸计 

如有自动引伸计连接到系统，选中此复选框。此时会出现另外一个区域，可以从中选择将

要使用的引伸计类型。 

HRDE 表示“高分辨率数字引伸计”。 

DMA 表示“数字式金属自动引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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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引伸计 

如有摄像引伸计连接到系统，选中此复选框。此时会出现信息提示问是否有摄像配置文

件。有些摄像引伸计的配置文件随摄像引伸计提供。如果选择是，出现打开文件对话框，

可以浏览配置文件。回答完所有关于配置文件的提示后，会出现另外一个区域，从中选择

将要使用的引伸计类型。 

Video 表示“标准摄像引伸计”（也称作“类型 3”）。 

AVE 表示“高级摄像引伸计”。AVE 需要单独安装，如没有安装，AVE 将不在选项列

表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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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配置屏幕 

如何工作？ 

第一次启动软件时，此屏幕是向导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您在系统第一次使用之前进行设

置。此后要打开此屏幕，需要进入管理器选项卡，单击配置，然后从导航条上选择软件。 

注释： 在完成 初的系统设置后，通常不再需要访问此屏幕。只有在购买额外的软件

后，才需要访问这些屏幕。 

此处的更改在软件重新启动后才能生效。 

密钥码 

这一组字段显示安装软件时输入的密钥码。和软件序列号一起，决定了用户购买的软件的

功能和特性。例如，决定了用户可以使用的试验类型。如果在系统安装后又购买了另外的

试验类型，用户将得到一个新的密钥码，在此处输入密钥码后才能使用购买的新功能。通

常情况下，完全不需要更改此号码。 

初始密钥码在软件光盘盒上。如果丢失厂家提供的密钥码，请与技术支持人员联系。 

软件序列号 

只用于显示软件的信息。软件在安装时要读入序列号，而且用户软件的序列号唯一。 

控制码 

此号码通常由“Instron 服务工程师”在初始安装时输入。如果用户删除了该号码而且不

能恢复，请与技术支持人员联系。 

协议码 

此号码通常由“Instron 服务工程师”在初始安装时输入。如果用户删除了该号码而且不

能恢复，请与技术支持人员联系。 

系统标识 

此号码通常由“Instron 服务工程师”在初始安装时输入。如果用户删除了该号码而且不

能恢复，请与技术支持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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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此部分包括详细参考信息。这些主题包括： 

• 不同形状和不同试验类型的试样尺寸 

• 什么是缺省试样? 

• 系统如处理数据通道? 

• 数据通道参考 

• 文件参考 

 



参考手册 － 软件 帮助版本 1.0 

144 

 

不同形状和不同试验类型的试样尺寸 

每个表格包含一类或几类试验类型以及在这些试验类型中可以使用的几何形状。 

拉伸，拉伸蠕变松弛，拉伸程序块循环，手动，金属，沥青 

几何形状 尺寸 1 尺寸 2 尺寸 3 

矩形 宽度 厚度 长度 

圆形 直径  长度 

双剪切环 直径  长度 

管状 外径 壁厚 长度 

不规则形状 横截面积  长度 

纤维 线密度  长度 

 

压缩，压缩蠕变松弛，压缩程序块循环 

几何形状 尺寸 1 尺寸 2 尺寸 3 

矩形 宽度 厚度 抗压盘高度 

圆形 直径  抗压盘高度 

双剪切环 直径  抗压盘高度 

管状 外径 壁厚 抗压盘高度 

不规则形状 横截面积  抗压盘高度 

 

弯曲，弯曲蠕变松弛  

几何形状 尺寸 1 尺寸 2 

矩形 宽度 厚度 

圆形 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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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撕裂，摩擦 

几何形状 尺寸 1 尺寸 2 

90 度剥离 宽度  

180 度剥离 宽度  

T - 剥离 宽度  

撕裂 宽度 厚度 

摩擦 滑块重量  

 

 



参考手册 － 软件 帮助版本 1.0 

146 

  

什么是缺省试样? 

缺省试样与具体单个试样 

“缺省试样”的参数值为试验方法文件中保存的参数值。 

现在以试样的宽度和厚度为例，说明默认试样的参数。在试验方法范例中，将宽度和厚度

分别设置为 25mm 和 5mm。这两个数值就是“缺省试样”的数值。然而，“宽度”和

“厚度”也将显示在设置试验提示 - 试验工作区屏幕下的选定参数列表中。 

如果以此方法开始测试一个新样品，样品中每一个试样的宽度和厚度都会在试验工作区的

试验输入区域中显示。根据缺省设置，宽度和厚度数值设置为 25mm 和 5mm，但也可以

更改具体单个试样的这些数值。在试验结束保存样品时，每一个试样的宽度和厚度数值都

将保存在数据中，同时还将保存缺省试样的宽度和厚度。如果使用继续样品功能测试此样

品中的更多试样，每个已测试完的试样的所有尺寸都将恢复为缺省值，而且缺省值将被用

于所有的新试样。 

更改“缺省试样”的数值对具体单个试样的数值有何影响？ 

以宽度和厚度为例进行说明。 

在样品中创建试样时，这些试样被赋予缺省试样的宽度和厚度。在试验工作区的试验输入

区域中，在任何一个试样测试前或测试后，都可以为这个试样输入不同的尺寸。但是不能

在测试此试样时为其输入尺寸。 

一旦试样完成测试，改变其尺寸就只能是在试验工作区的试验输入区域输入新的数值。然

而，在测试前，用户在方法选项卡中对缺省试样尺寸所作的任何修改都会改变所有未测试

试样的尺寸。 

规则 

修改某一参数的缺省值时，不论此数值是缺省值还是用户输入的数值，未测试试样此参数

的数值也会被更改。 

然而，对于已测试的试样，该参数的数值始终不会被改写；改变一个已测试试样的参数值

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试验工作区的试验输入区域中对其进行修改。 

情况 

正在进行测试的样品的缺省试样宽度为 25mm。对试样 1 输入不同的宽度数值，并开始测

试这个试样。在试验进行时，用户创建了另外 9 个试样（使用添加试样功能），并在试验

工作区的试验输入区域输入试样 2 到 10 的宽度。测试完第一个试样后开始测试第二个试

样，目前已有 2 个已测试的试样。如果此时进入方法选项卡，修改缺省试样宽度为 
20mm，将只有试样 3 到 10 的宽度更改到 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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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如处理数据通道? 

影响在用户界面的不同部分可用数据通道数量的因素有： 

• 连接的传感器 

• 试验类型 

• 控制器类型 

• 增强型试验控制选项 

物理数据通道  

物理数据通道由连接到用户试验系统的物理传感器提供数据。包括“位移”（只适用于

“电动机械系统”）、“位置”（只适用于“伺服液压系统”）、“载荷”、“应变 1”、

“应变 2”以及“摄像应变”。“位移”、“位置”和“载荷”始终可用，“应变 1”、

“应变 2”和“摄像应变”只有在安装了适当的应变卡之后才可用。时间也被当作物理数

据通道。 

导出数据通道 

以“拉伸”试验类型为例进行说明。其他试验类型详见“数据通道参考”。 

导出数据通道提供关于试样的数据，这些数据为物理数据通道的测量结果经过一定的数学

计算得出的结果。例如，将载荷数据通道的读数除以试样横截面积，得到应力。如果没有

引伸计连接到系统，系统就通过把位移数据通道的测量结果除以试样标距来得到应变。其

他导出数据通道包括平均应变、应变差，这两个数据通道只有在“应变 1”卡和“应变 2”
卡都安装后才可用。 

“拉伸”试验中可用的导出数据通道见下表： 

 

导出数据通道 计算公式/说明 

拉应力 载荷/试样横截面积 

强力 载荷/线密度 

横向应变 横向应变源 * 源标距/宽度标距 

横向位移 横向应变 * 宽度标距 

平均应变 (应变 1 + 应变 2)/2 

应变差 应变 1 -  应变 2 

真应变 ln(1 + 拉伸应变)  

真应力 ln(1 + 拉伸应变)/ 试样初始横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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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计数 在运行当前块时所有三角波的总数。每执行程序块循环编辑器中的一个新的

三角波块，循环计数重设为零。循环计数也可以用于预循环的计数。 

总循环计数 在进行当前试验时所有三角波的连续计数。总循环计数中不包括预循环，在

开始新试验时重设为零。 

重复计数 程序块循环中重复部分的总数。 

复合数据通道 

以“拉伸”试验类型为例进行说明。其他试验类型详见“数据通道参考”。 

复合数据通道就是在试验过程中可以改变其信息源的数据通道。“拉伸”试验中有两种复

合数据通道：“拉伸应变”和“拉伸位移”。 

“拉伸应变”在“方法”选项卡中的“设置控制 - 应变”屏幕定义。 

如果把“位移”数据通道指定为“拉伸应变”源，那么在整个试验期间，通过把横梁/作

动缸的位移值除以试样标距来得到应变。 

如果把连接了引伸计的数据通道（如应变 1）作为“拉伸应变”源，而且在试验时不去除

引伸计，那么在整个试验期间，应变值直接从引伸计得出。 

如果把连接了引伸计的数据通道作为“拉伸应变”源，而且在试验时去除引伸计，那么在

试验时必须改变“拉伸应变”的计算方法。系统运算过程如下： 

1. 直到引伸计去除点，直接从指定的引伸计读数得出“拉伸应变”值。 

2. 去除点之后，系统使用从横梁/作动缸移动得到的位移测量值。位移读数使用引伸

计去除修正运算来修正并标准化。  

从“拉伸应变”计算得到“拉伸位移”。如果选择“位移”数据通道为“拉伸应变”源，

则“拉伸位移”应当与从横梁/作动缸移动测得的位移相同。在以下情况才成立： 

• 在“设置控制 - 应变”屏幕没有启用“自动调零”。 

• 在“设置结果列”屏幕没有选择修正标距的松垂修正计算。 

如果选择连接引伸计的数据通道为“拉伸应变”源，“拉伸位移”即为引伸计标距内试样

的位移。同样，对于“拉伸应变”，如果试验中在指定点去除引伸计，“拉伸位移”值要

使用相同方法进行修正和标准化。 

注释： 在预加载和预循环期间不能去除引伸计。 

可用数据通道 

在各个屏幕中提供的数据通道列表与各个屏幕的功能有关。例如，用于实时显示的数据通

道要多于预循环数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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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型试验控制 

在未安装“增强型试验控制”模块的试验系统中，“位移”数据通道控制横梁/作动缸的

移动。如果已安装并启用“增强型试验控制”模块，而且控制器支持此模块，可以使用三

种物理数据通道源传感器中的任何一种来控制横梁/作动缸的移动。此外，还可以使用几

种导出数据通道 和复合数据通道作为试验控制模式。 

以下未物理数据通道源传感器： 

• 位移数据通道 - 马达编码器 

• 载荷数据通道 - 载荷传感器 

• 应变数据通道 - 引伸计（并非摄像引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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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道参考 

数据通道共有三种：物理数据通道、导出数据通道和复合数据通道，如下所述。 

物理数据通道  

定义 

物理数据通道就是从监控试样的传感器直接测量得到的试验数据通道。例如：来自载荷传

感器的载荷，来自引伸计的应变。 

物理数据通道可作为导出数据通道的数据源。例如，将载荷除以试样横截面积得到 

“应力”。 

清单 

位移 

标距重设以后，为横梁或作动缸位置与标距重设点间的距离。 
在电动机械系统中位移是一种物理数据。在液压伺服系统中位移从位置推导得出。 

载荷 

试验系统对试样施加的加载力。 
载荷是一种物理数据。试验系统使用载荷传感器测量加载力。 

位置 

记录作动缸的绝对位置。 
位置是一种物理数据。此数据通道只在液压伺服系统下可用。 

应变 

试样的长度变化除以其初始长度。 
应变是一种物理数据。通常使用具有特定标距的引伸计测量应变。 

导出数据通道 

定义 

导出数据通道就是监控试样的传感器的测量数据经计算后得到的试验数据通道。例如：应

力来源于载荷传感器的载荷数据，平均应变来源于两个应变数据通道之和的平均。 

一些导出数据通道专用于某种试验类型。例如，弯曲应力等于载荷除以外侧纤维应力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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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平均应变 

平均应变是一种导出数据。等于两个引伸计输出的平均值。 
（应变 1 + 应变 2）/2 

压缩载荷 

压缩载荷是一种导出数据，等于标准载荷的负值。 
压缩载荷为正数，数值增加，压缩增加。 
压缩载荷数据适用于以下的试验类型： 

• 压缩 
• 压缩蠕变松弛 
• 压缩程序块循环 

载荷的负值 

压应力 

压应力是一种导出数据通道，等于压缩载荷除以试样横截面积。 
试样上压缩载荷增加，压应力增加。 
压应力数据通道适用于以下的试验类型： 

• 压缩 
• 压缩蠕变松弛 
• 压缩程序块循环 

压缩载荷/横截面积 

循环计数 

在运行当前块时所有三角波的总数。每执行程序块循环编辑器中的一个新的三角波块，

循环计数重设为零。循环计数也可以用于预循环的计数。 

应变差 

应变差是一种导出数据通道，等于两个引伸计输出之间的差值。 
应变 1  -  应变 2 

弯曲载荷 

弯曲载荷是一种导出数据通道，等于标准载荷的负值。 
弯曲载荷为正数，数值增加，压缩增加。 
弯曲载荷数据适用于以下的试验类型： 

• 弯曲 
• 弯曲蠕变松弛 

载荷的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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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应力 

弯曲应力是一种导出数据，等于弯曲载荷除以外侧纤维应力因子。  
弯曲载荷为正数，数值增加，压缩增加。 
弯曲应力数据适用于以下的试验类型： 

• 弯曲 
• 弯曲蠕变松弛 

 
对于 4 点弯曲试验中的矩形试样： 
弯曲应力＝弯曲载荷 * 1.5 * （1 - 载荷跨距/支撑跨距） * （支撑跨距）/（宽度 * 厚度 2） 
 
对于 3 点弯曲试验中的矩形试样： 
弯曲应力＝弯曲载荷 * 1.5 * （支撑跨距）/（宽度 * 厚度 2） 
 
对于 4 点弯曲试验中的圆柱形试样： 
弯曲应力＝弯曲载荷 * 8 * （1 - 载荷跨距/支撑跨距） * （支撑跨距）/（π* 直径 3） 
 
对于 3 点弯曲试验中的圆柱形试样： 
弯曲应力＝弯曲载荷 * 8 * （支撑跨距）/（π* 直径 3） 

载荷/宽度（只用于剥离、撕裂、摩擦试验类型） 

载荷/宽度是一种导出数据通道，等于载荷数据通道读数除以试样宽度。 

剥离位移（只用于剥离、撕裂、摩擦试验类型） 

剥离位移是一种导出数据，等于位移除以剥离因子。 
剥离因子的数值随试样外形尺寸而变化。对于 90° 剥离试样和摩擦试样，剥离因子等于 
1。对于 180°剥离试样、T 形剥离试样和撕裂试样，剥离因子等于 2。 

重复计数 

程序块循环中重复部分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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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 

载荷除以线密度。 
强力是一种导出数据。试验系统使用测量到的载荷和用户输入到试样软件中的线密度数

值计算强力。 
强力用于纤维试验中的测量，只有在纤维试验的试验类型中才可选用。 
强力数据适用于以下试验类型： 

• 沥青试验 
• 拉伸 
• 拉伸蠕变松弛 
• 拉伸程序块循环  

拉应力 

拉应力是一种导出数据，等于载荷除以试样横截面积。 
拉应力随试样上载荷的增加而增加。 
拉应力数据适用于以下的试验类型： 

• 沥青试验 
• 拉伸 
• 拉伸蠕变松弛 
• 拉伸程序块循环  
• 金属 

总循环计数 

在进行当前试验时所有三角波的连续计数。总循环计数中不包括预循环，在开始新试验

时重设为零。 

横向应变 

横向应变是一种导出数据。其测量方向垂直于加载方向。 
横向应变＝横向应变源 * 源标距/宽度标距 
例如，应变 1 为横向应变的源通道，则： 
横向应变＝应变 1 * 应变 1 标距/宽度标距 
宽度标距可以设置为试样尺寸（如宽度、厚度），也可以手工输入。 
横向应变数据适用于以下的试验类型： 

• 沥青试验 
• 压缩 
• 压缩蠕变松弛 
• 压缩程序块循环 
• 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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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伸 
• 拉伸蠕变松弛 
• 拉伸程序块循环  

横向位移 

横向位移是一种导出数据。横向位移计算使用横向应变传感器，等于横向应变乘以宽度

标距。 
横向位移数据适用于以下的试验类型： 

• 沥青试验 
• 压缩 
• 压缩蠕变松弛 
• 压缩程序块循环 
• 金属 
• 拉伸 
• 拉伸蠕变松弛 
• 拉伸程序块循环  

真应变 

真应变是一种导出数据，在“增强型试验控制模块”下可用。系统从以下各种试验类型

的复合数据通道推导出真应变： 
• 拉伸试验类型（包括沥青试验）和采用“拉伸应变”的“金属”试验类型 
• 采用“压缩应变”的压缩试验类型 

假定复合应变等价于工程应变。 
将适当的复合应变数据代入以下公式，可以得到真应变数据。 
拉伸和金属试验类型（包括沥青试验） 
真应变＝ ln（1 + 复合应变） 
压缩试验类型 
真应变＝ -ln（1 - 复合应变） 
在“金属”、“沥青试验”、“拉伸、拉伸蠕变松弛”、“压缩”和“压缩蠕变松弛”

试验类型，可以指定控制模式为真应变数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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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应力 

真应力是一种导出数据，在“增强型试验控制模块”下可用。系统从以下各种试验类型

载荷传感器和复合应变数据通道推导出真应力： 
• 拉伸试验类型（包括沥青试验）和采用“拉伸应变”的“金属”试验类型 
• 采用“压缩应变”的压缩试验类型 

假定复合应变等价于工程应变。 
将适当的复合应变数据代入以下公式，可以得到真应力数据。 
拉伸和金属试验类型（包括沥青试验） 
真应力＝（载荷 * （1 + 复合应变）/（试样初始横截面积）） 
压缩试验类型 
真应力＝（载荷 * （1 - 复合应变）/（试样初始横截面积）） 
 

复合数据通道 

定义 

复合数据通道就是在试验过程中可以改变其信息源的试验数据通道。例如，“拉伸应变”

复合数据通道允许用户在试验的开始部分直接从引伸计测量应变，而在试验的剩余部分可

以通过横梁位移来计算应变。这样，总的应变测量就是物理应变数据通道和从位移数据通

道得出的应变的复合。 

清单 

压缩位移 

压缩位移是一种复合数据，等于压缩应变乘以抗压盘高度。 
压缩位移为正数，数值增加，压缩增加。 
压缩位移数据适用于以下的试验类型： 

• 压缩 
• 压缩蠕变松弛 
• 压缩程序块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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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应变 

压缩应变是一种复合数据。各种应变数据都可以作为压缩应变的源通道。如果源通道为

引伸计，可以选择在试验中去除引伸计，从去除点开始，使用位移数据通道为源通道继

续测量压缩应变。位移读数使用引伸计去除修正运算来修正并标准化。  
试样压缩增加，压缩应变增加。 
压缩应变数据适用于以下的试验类型： 

• 压缩 
• 压缩蠕变松弛 
• 压缩程序块循环 

弯曲位移 

弯曲位移是一种复合数据，等于弯曲应变乘以外侧纤维应变因子  
弯曲位移为正数，数值增加，压缩增加。 
弯曲位移数据适用于以下的试验类型： 

• 弯曲 
• 弯曲蠕变松弛 

弯曲应变 

弯曲应变是一种复合数据。各种应变数据都可以作为弯曲应变的源通道。如果源通道为引

伸计，可以选择在试验中去除引伸计，从去除点开始，使用位移数据通道为源通道继续测

量弯曲应变。位移读数使用引伸计去除修正运算来修正并标准化。  
弯曲应变为正数，数值增加，压缩增加。 
弯曲应变数据适用于以下的试验类型： 

• 弯曲 
• 弯曲蠕变松弛 

注释： 在弯曲试验中使用 4 点弯曲装置时，应当使用挠度仪直接测量试样跨距中

点的挠度。必须在试验方法中设置挠度仪的输出为“轴向应变源”。如果

不使用挠度仪，软件将把与弯曲装置接触处的横梁的位移作为挠度，其数

值可能与试样跨距中点的挠度相差很大。 

   

对于 4 点弯曲试验中的矩形试样： 
弯曲应变＝挠度 * 厚度 * 12/ （支撑跨度 2* （3 - （1 - 载荷跨度/支撑跨度）2）） 

   

对于 3 点弯曲试验中的矩形试样： 
弯曲应变＝挠度 * 厚度 * 6/支撑跨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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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4 点弯曲试验中的圆柱形试样： 
弯曲应变＝挠度 * 直径 * 12/ （支撑跨度 2* （3 - （1 - 载荷跨度/支撑跨度）2）） 

   

对于 3 点弯曲试验中的圆柱形试样： 
弯曲应变＝挠度 * 直径 * 6/支撑跨度 2 

拉伸位移 

拉伸位移是一种复合数据，等于拉伸应变乘以试样标距。 
拉伸位移数据适用于以下的试验类型： 

• 沥青试验 
• 拉伸 
• 拉伸蠕变松弛 
• 拉伸程序块循环  
• 金属 

拉伸应变 

拉伸应变是一种复合数据。各种应变数据都可以作为拉伸应变的源通道。如果源通道为引

伸计，可以选择在试验中去除引伸计，从去除点开始，采用位移数据为源通道继续测量拉

伸应变。位移读数使用引伸计去除修正运算来修正并标准化。  
拉伸应变随试样拉伸的增加而增加。 
拉伸应变数据适用于以下的试验类型： 

• 沥青试验 
• 拉伸 
• 拉伸蠕变松弛 
• 拉伸程序块循环  
• 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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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参考 

试验方法文件 

试验方法文件包含设置和运行试验所需的所有信息。不同试验类型的试验方法文件以不同

的扩展名保存，如下表所示。拉伸程序块循环和压缩程序块循环方法需要另外的程序块循

环文件。 

测试类型 方法文件 

 方法 程序块循环 

沥青试验 im_asphalt  - 

压缩 im_comp  - 

压缩蠕变松弛 im_crelax  - 

压缩程序块循环 im_ccyclic  cwf  

弯曲 im_flex  - 

弯曲蠕变松弛 im_frelax  - 

金属 im_metal  - 

剥离，撕裂，摩擦 im_ptf  - 

拉伸 im_tens  - 

拉伸蠕变松弛 im_trelax  - 

拉伸程序块循环 im_tcyclic  twf  

所有试验方法文件的缺省位置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Instron\Bluehill\Templates  

试验数据文件 
重要注释： 不要使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的“重命名”功能修改任何试验数据文件的名称，

否则将导致数据文件的损坏。如果要用不同的文件名保存样品，请使用继续样

品功能打开样品文件，然后单击试验工作区中的另存为按钮用另外的文件名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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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试验数据都保存到数据文件。不同试验类型的试验数据文件以不同的扩展名保存，

如下表所示。 

测试类型 样品数据文件 

 样品 二进制原始数据 

沥青试验 is_asphalt  id_asphalt  

压缩 is_comp  id_comp  

压缩蠕变松弛 is_crelax  id_crelax  

压缩程序块循环 is_ccyclic  id_ccyclic  

弯曲 is_flex  id_flex  

弯曲蠕变松弛 is_frelax  id_frelax  

金属 is_metal  id_metal  

剥离，撕裂，摩擦 is_ptf  id_ptf  

拉伸 is_tens  id_tens  

拉伸蠕变松弛 is_trelax  id_trelax  

拉伸程序块循环 is_tcyclic  id_tcyclic  

试验数据实际由两类文件构成，尽管在用户界面上只能看到样品文件（拉伸试验的扩展名

为 is_tens） 

样品数据文件中还保存了相应的试验方法，所以可以随时打开样品数据文件并使用原来的

试验参数继续测试样品（参见继续测试样品）。 

测试过程中，每测试完一个试样，试验数据都被保存到适当的文件中。如果在测试时由于

断电或其他原因导致系统故障，可以使用继续样品功能重新开始那个样品。只有在试样正

在进行试验时出现故障，才会导致丢失数据，但只可能丢失正在测试的试样的数据。 

所有试验数据文件的缺省位置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Instron\Bluehill\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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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A 
ASCII 结果数据: 在结束样品时保存各个试样的计算结果数据的文件，使用在“结果表

格”中当前设置的计算来计算结果。数据格式为标准的 ASCII 文本格式，可以使

用文本编辑器或电子表格打开此类数据文件并进行阅读、打印，或进一步详细分析

结果数据。ASCII 结果数据文件的文件名格式为：文件名.rlt。 

ASCII 码原始数据: 在结束样品时保存各个试样的测量数据点的文件。数据格式为标准的 
ASCII 文本格式，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或电子表格打开此类数据文件并进行阅读、

打印，或进一步详细分析数据。ASCII 原始数据文件的文件名格式为：文件

名.raw。 

包 
包括试样: 即排除试样的反操作。 

剥离长度: 剥离长度为剥离位移相对于第一个峰值的数值。第一个峰值探测器查找载荷从

峰值 10% 的下降。载荷首先必须达到载荷传感器满刻度的 1% 后，检测器才开始

工作。 

剥离位移: 剥离位移是一种导出数据通道，等于位移除以剥离因子。剥离因子的数值随试

样外形尺寸而变化。90 度剥离试样和摩擦试样的剥离因子等于 1。180 度剥离试

样、T 形剥离试样和撕裂试样的剥离因子等于 2。 

剥离因子: 剥离因子的数值随试样外形尺寸而变化。90 度剥离试样和摩擦试样的剥离因子

等于 1。180 度剥离试样、T 形剥离试样和撕裂试样的剥离因子等于 2。剥离因子

用于计算剥离位移和剥离长度。 

保 
保持段: 在选定的数据通道上横梁保持当前数值的一个试验段。因此，如果将载荷作为保

持数据通道，在达到“开始保持”准则时，横梁使试样保持在当前的载荷值。 

保证强度: 规定非比例屈服点的应力。 

闭环调整: 闭环调整就是调整控制环的过程，以保证横梁严格按照控制信号移动，而不会

产生明显的滞后或超前。 

标定: 标定可以确保传感器在其整个测量范围内都能给出正确的输出电压信号。例如，经

过标定的 100kN 载荷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在载荷 100kN 时是 10V，在 -100kN 时是  
-10V，在 0kN 时是 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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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在一些加载机架上，可以在机箱背后的标记为 PIP 的 1/4 英寸的听筒塞孔中连接一

个外部记录装置。选择标记为预设点结果的源通道时，只要按下标记记录器上的 
按钮，就可以在“结果”列中显示一项结果。例如，如果设置结果为“预设点标 

记 1”处的“位移”，“结果”表格中显示试验中第一次按下按钮时的试样位移。

多可以设置 99 个标记结果，每一个标记处都从所有可用数据通道上采集数据。 

标距: 试样长度方向上用于计算位移的长度。标距有时采用夹具之间的距离。 

泊 
泊松 (Poisson) 比: 横向收缩与纵向伸长的比值。 

撤 
撤消试验: “撤消试验”在运行带提示试验时可用。与“删除试样”不同。“删除试样”

会去除一个试样的所有信息，包括试样尺寸等参数以及可能输入的试样注释。“撤

消试验”则只删除试验数据和计算结果，而不会删除在前边的带提示试验屏幕中输

入的参数，如试样尺寸。 

程序块循环: 包含一系列一定次序的波形和斜线段的文件。使用备选的“拉伸或压缩程序

块循环”试验类型，可以将试验序列应用于试样。 

程序块循环编辑器: 备选的软件程序，用于创建、编辑和保存“程序块循环”。 

传 
传感器: 将物理性质如力、运动、温度等转换成用于测量这些性质的成比例的电信号的装

置。载荷传感器、或力传感器将载荷转换成电信号，引伸计则将试样位移转换成电

信号。 

从属计算: 在前边的计算完成之后才能对试验数据进行计算的计算。例如，规定非比例屈

服计算可能从属于前边的模量计算的结果。 

带提示试验: 为简化测试，可以设置试验方法来引导用户设置和运行试验。如果方法设置

为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将自动运行由方法设计者构造的试验程序，显示试验的

步骤并提示用户进行必要的输入。 

导 
导出数据通道: 导出数据通道就是监控试样的传感器的测量数据经计算后得到的试验数据

通道。例如：应力来源于载荷传感器的载荷数据，平均应变来源于两个应变数据通

道之和的平均。一些导出数据通道专用于某种试验类型。例如，弯曲应力等于载荷

除以外侧纤维应力因子。 

点动控制: 位于控制面板上的按钮和指轮，用于手动移动横梁向上或向下移动。可以使用

点动按钮和指轮手动定位横梁，例如在安装试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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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零: 调零就是通过去除由于较小的电气或机械变化而导致的偏移，将当前载荷或应变传

感器的数值重设为零。例如，新的上夹具的重量变化可以导致载荷信号的轻微变

化。载荷调零程序将此载荷信号重设为零。 

二 
二进制原始数据: 在样品结束时保存各个试样的基本数据的文件。数据格式为二进制，可

以使用文本编辑器或电子表格打开此类数据文件并进行阅读或打印详细的数据。 

方 
方法: 保存在系统中用于定义试验设置的一组所有参数的数值。 

复 
复合数据通道: 复合数据通道就是在试验过程中可以改变其信息源的试验数据通道。例

如，“拉伸应变”复合数据通道允许用户在试验的开始部分直接从引伸计测量应

变，而在试验的剩余部分可以通过横梁位移来计算应变。这样，总的应变测量就 

是物理应变数据通道和从位移数据通道得出的应变的复合。 

工 
工程应变: 试样的长度变化除以其初始长度。参见应变的定义。 

工程应力: 拉伸或压缩试验中对试样施加的载荷除以试样的横截面积。加载或卸载时试样

横截面积的变化在计算工程应力时不予考虑。参见应力的定义。 

规定非比例屈服: 用于计算应力应变曲线上规定的屈服发生的位置。规定非比例屈服计 

算为模量计算结果的从属计算。此计算作一条与模量线平行且按照指定量偏移的 

直线。规定非比例屈服点即为此直线与曲线的交点。 

横 
横梁: 安装在加载机架上并使用电动机械驱动的刚性梁。用于驱动横梁的作用力通过夹具

施加到试样上。横梁只用于电动机械式的系统。 

横向应变: 横向应变是一种导出数据。其测量方向垂直于加载方向。 

计 
计算: 使用试验数据进行的计算。计算用于在试验数据中找到可以得出结果的数据点。 

例如，可以进行峰值计算来找到试验中的 大载荷。然后可以得到此点上的各 

种结果，如载荷、应变、或时间。 

加载机架: 承受试验反作用力的高刚性支撑结构。加载机架由一个机座横梁、两根立柱、

和一个移动横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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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链: 移动横梁与加载机架台面（和固定横梁）之间的全部试验装置。 加载链通常由

一个载荷传感器、夹具连接器、夹具、和试样组成。 

结 
结果: 使用计算在试验数据中找到的某点的测量值。例如，可以进行峰值计算来找到试验

中的 大载荷。然后可以得到此点上的各种结果，如载荷、应变、或时间。 

界限: “界限”用于说明为某个特定参数的极限。这些界限必须在软件设置的极限之

内。例如，在某个特定的样品中，所有试样的宽度都在 10mm 到 15mm 之间。

如果设置宽度的界限为 10 和 15，在操作员输入宽度为 100mm 时，会出现错误

提示。如果没有设置界限，则不会出现错误提示，因为 100mm 对于试验系统来

讲是有效数值。 

绝 
绝对峰值: 通常为试验中在指定数据通道达到的 高值。例如，如果指定载荷进行绝对峰

值计算，则试验中达到的 高载荷值就是绝对峰值载荷。可以监测到数据通道值由

大到小处的 高峰值和数据通道值由小到大处的 小峰值。 

抗 
抗压盘高度: 压缩装置中上、下组件之间的距离。 

控制环: 试验机控制系统为闭环控制。在位移控制下，“主控制器”板产生命令信号，给

出需要的横梁位置。加载机架中的编码器给出包含当前横梁位置详细信息的相关反

馈信号。如果需要的位置和实际位置不同，系统将产生错误信号，驱动横梁向需要

的方向移动，直至错误信号减小到零。 

控制面板: 某些加载机架具有控制面板，控制面板含有一些专用按钮，用于控制 常用 
的试验动作和在试验区间附近进行的动作。使用这些按钮可以：(1) 开始和停止 
试验；(2) 使用点动按钮以需要的速度在试验之间手工移动横梁；(3) 使用控制面 
板上预先定义的软键在试验中或试验之间执行规定的动作；(4) 选择“试样保护”

功能；(5) 重设标距。 

控制模式: 用于控制系统的传感器反馈信号。标准控制模式为位移。在位移控制下，系统

要求横梁达到特定的位移。如果当前位移与要求的位移不同，系统产生错误信号，

驱动横梁向需要的方向移动，直至达到要求的位移。如果具有备选的“增强型试验

控制模块”，也可以指定其他的控制模式，如载荷、应变、或真实应变。 

控制器: Bluehill 软件屏幕的上部区域，可以对试验进行设置和监控。控制器由硬件图标和

实时显示组成。 

快捷菜单: 也称作右键菜单。如有可用快捷菜单，用右键在屏幕上单击，可以显示此屏幕

的快捷菜单。 

宽度标距: 试验开始时横向引伸计刀口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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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满刻度: 载荷传感器的 大负载或引伸计的 大位移。 

名 
名义模量: 只有在“金属”试验中选择控制模式为“应力速率”时才需要“名义模量”。

名义模量为用户对将要测试的材料的模量的估算值。与指定的应力速率一起，用于

计算试验运行的速度。 

模 
模量: 应力随应变的变化率。通常为应力应变曲线上直线段的斜率。 

模拟表: 用于在控制器的实时显示区域显示相关参数的模拟显示。可以设置每个模拟表的

刻度来提高参数水平分辨率。 

能量: 试验时对试样所作的功的测量。试验中在任意两点间消耗的能量等于应力应变曲线

上此两点间的面积。 

排 
排除试样: 排除试样后，被排除试样的数据不计入统计计算。但数据不会被破坏，而且随

时（甚至在结束样品之后）可以被包括到统计计算中。 

平 
平均值: 用于试验粘接、织物和纸张的撕开阻力、表面摩擦等性能的一组计算。可用计算

有平均峰值、平均谷值、平均峰值和谷值、第一个峰值，以及峰值间隔。 

平行长度: 试验件或试样收缩区域的平行部分。 

强 
强度系数: 应力应变幂曲线系数 K 数值上等于真应变为 1.00 时真应力的外推值。 

屈服点位移 (YPE): 在具有屈服点的材料中，屈服点位移就是上屈服点与不连续屈服开始

点之间位移（伸长）的差值。 

缺 
缺省试样: 缺省试样的参数值为试验方法文件中保存的参数值。以宽度和厚度为例。开 

始测试样品中的真正试样时，试样的宽度和厚度被指定为缺省值。在试验工作区 

的“试验输入”区域，可以输入每个试样的不同宽度和厚度。 

柔度: 物体在受力时产生弹性变形的能力。 

蠕变: 恒温下，以恒定的应力作用于材料时，变形随时间而增大的现象。 



参考手册 － 软件 帮助版本 1.0 

166 

软键: 位于控制面板上的按钮，用户可以通过软件对软键指定特定的试验功能。 

删 
删除试样: 删除试样时，此试样将被永久破坏。样品数据文件中所有有关此试样的数据都

被去除。删除试样与排除试样不同，排除试样时，试样的数据仍然保留，只是并不

计入统计计算中。使用安全设置可以规定操作员是否具备删除试样的能力。 

伸长: 试验结束时初始标距的增量。 

实 
实时显示: 控制器上以选定的单位显示选定数据通道当前数值的数字式显示。 

试验参数: 试验参数可以是数字型数值，也可以是字母型数值，测试软件用以测试试样和

生成某些类型的输出。例如试验速度、试样形状、以及要进行计算的结果列表。一

组试验参数可以作为一个试验方法保存。 

试验段: 一个试验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如预加载段、预循环段、斜线段和保持段。将单独

的几个试验段连接起来，可以创建一个完整的材料试验。如果系统配备了备选的“程

序块循环编辑器”，可以设定系统对各试验段的试验数据作曲线图或进行计算。 

试验方法: 包含试验系统用于运行试验、分析试验数据并生成计算结果所需的所有参数的

文件。试验方法可以链接到其他文件，如链接到报告模板来确定测试报告的打印格

式，如果使用了程序块循环编辑器软件，还可以链接到程序块循环文件。 

试验工作区: 屏幕的一个区域，有一个或多个实时运行曲线图、一个结果表格和一个试样

参数区域组成。在样品的测试过程中屏幕内容会发生变化。 

试验类型: Bluehill 软件有多种试验类型，使用此软件可以运行不同类型的材料试验。试

验类型如“拉伸”、“压缩”以及“剥离、撕裂、摩擦”。 

试验数据: 每个试样测试后从试验系统读入的数据点。 

试验向导: 参见“带提示试验”的定义。“带提示试验”是 sistema 软件中“试验向导”

的更新版本。 

试样: 用于测试的单独的一件材料。 

双 
双剪切环: 选择这种形状的试样时，需要输入试样的直径。此试样的横截面积等于两个环

的面积。这将影响所有基于面积的计算，包括应力（以及可能在开始试验前输入的

应力控制速度）。 

松弛: 由于蠕变而导致的材料的应力下降速率。 

松垂: 通常指在载荷可以全部施加到试样上之前横梁移动的距离。 

随意试验: 如果试验方法中没有设置以带提示方式运行试验，则以任意方式运行试验。在

整个测试过程中没有任何要求操作员输入数值的提示，而且全部的试验工作区都可

见，并允许操作员随时随地输入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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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提示工作区: 带提示试验中在“试验”选项卡中显示的屏幕形式。 

通 
通道: 即试验数据源。通常的信息通道是物理特性的测量值，如载荷、应变、和温度。数

据通道有物理数据通道、导出数据通道和复合数据通道三种。 

脱机模式: 软件启动时，检测是否有机架连接到计算机。如没有连接的机架，软件将以

“脱机”模式运行。此时可以进行除测试试样以外的各种操作。 

位 
位移: 为横梁/作动缸位置与标距重设点间的距离。在电动机械系统中位移是一种物理数

据。在液压伺服系统中位移从位置推导得出。 

位置: 记录作动缸的绝对位置。位置是一种物理数据。此数据通道只在液压伺服系统下可

用。 

物理数据通道: 物理数据通道就是从监控试样的传感器直接测量得到的试验数据通道。例

如：来源于载荷传感器的载荷和来源于引伸计的应变。物理数据通道可作为导出数

据通道的数据源。例如，将载荷除以试样横截面积得到“应力”。 

限 
限位: 选定的横梁可以到达的界限。可以在加载机架上设置物理限位挡块来限制横梁的行

程，还可以在软件中设置每个传感器的电子限位。限位是一种安全措施，用于防止

超行程或过载。 

线性内插: 通过在两点之间作直线来估算位于这两点之间的数值的方法。 

斜 
斜线段: 横梁以恒定的速度和方向移动的试验段。一些试验类型（如拉伸松弛）具有单

一的斜线段，另外一些（如拉伸）则具有两个斜线段，试验时斜线在切换点处发

生切换。 

演 
演示模式: 演示模式与脱机模式区别在于运行试验的能力。在脱机模式下可以进行除试验

试样以外的任何操作。在演示模式下则可以使用试验数据来模拟对试样的试验。此

功能是销售人员的主要工具。 

样品: 一组材料试样，对其性能进行研究并比较，可以得到统计或质量保证的信息。例

如，可以从一个批次材料的不同部位取样，形成这个批次材料的一个样品。这样，

用这个样品代表整个批次，通过测试这个样品可以知道整个批次材料的质量是否 

稳定。对样品中的所有试样要进行相同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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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文件: 包含用于测试试样的试验参数设置“以及”每个试样的所有试验数据的文件。

对于所有试样都相同的试验参数作为共用参数保存，而对于每个试样都有可能不同

的参数（如试样宽度）则对每一个试样都保存。 

引 
引伸计: 将位移数值转换为成比例的电信号的传感器。引伸计主要有两类：(1) 接触式引伸

计，如应变片和自动引伸计；(2) 非接触式引伸计，如摄像引伸计。 

应 
应变: 试样的长度变化除以其初始长度。应变是一种物理数据。通常使用具有特定标距的

引伸计测量应变。试验系统将引伸计的变形除以标距得到应变。 

应变硬化指数: 双对数坐标下真应力真应变曲线在指定区域中的斜率。 

应力: 等于载荷除以试样横截面积。应力是一种导出数据。试验系统由测量得到的载荷和

用户输入的试样尺寸数值计算应力。 

有效传感器: 有效传感器包含可以被试验系统识别的编码电阻。将有效传感器连接到试验

系统时，系统将自动记录传感器的类型和满刻度值。 

预 
预加载: 开始试验前横梁移动并对试样施加指定载荷的试验段。预加载段的数据不会采

集。 

预循环: 开始试验前横梁在指定的界限之间对试样进行循环加载的试验段。预循环段的数

据被采集，但不用于随后的分析。 

原始计算: 从属计算的上一级计算。例如，规定非比例屈服计算可能从属于前边的模量计

算的结果，模量计算即为原始计算 

载荷: 试验系统对试样施加的加载力。载荷是一种物理数据。试验系统使用载荷传感器测

量加载力。 

载荷传感器: 将加载力转换为成比例的电信号的传感器。 

增强型试验控制模块: 允许用户指定不同的系统数据通道（如“载荷”或“应变”）来

控制横梁/作动缸的运动。试验时，系统使用物理数据通道的传感器来控制横梁

运动。 

真 
真应变: 在力学性能试验中试样长度瞬时变化的百分率。等于各个时刻上试样长度与其初

始长度的比值的自然对数。 

真应力: 施加的载荷除以此载荷实际作用的横截面积。计算真应力时要考虑载荷变化时横

截面积的变化。 

正负反转: 启用正负转换复选框时，横向应变数据通道会将收到的源信号乘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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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 
滞后环: 代表材料在循环变形过程中连续的应力应变状态的闭合曲线。 

轴向应变: 从平行于加载方向测得的应变。 

自 
自识别: 自识别传感器包含可以被试验系统识别的编码电阻。将自识别传感器连接到试验

系统时，系统将自动记录传感器的类型和满刻度值。 

作动缸: 安装在加载机架上并使用伺服液压控制进行驱动的圆杆。用于驱动作动缸的作用

力通过夹具施加到试样上。作动缸只在伺服液压控制的系统中使用。要注意，使用

伺服液压控制系统进行试验时横梁固定。 

 

  





 

171 

索引 
Ａ 

ASCII 75 

Ｆ 

F1 6 

Ｐ 

pdf 6, 10 

二划 

几何形状 48, 124 

三划 

工作区 24, 26, 28, 30, 31, 33, 47 

工作区，布局 24, 47 

工作区，曲线图 24, 31 

工作区，试样选择器 24, 26 

工作区，试验输入 24, 28, 80 

工作区，结果和统计表格 24, 30 

工具提示 6 

四划 

尺寸 48, 50, 124 

引伸计 121 

手册 6 

手动数据采集 58 

文本 51 

文件 22, 23, 36, 42, 101, 134 

文件，打开 42, 101 

文件，试验方法 134 

文件，试验数据 134 

文件，样品数据 134 

文档 6 

方法 12, 41, 43, 45, 84, 134 

计算 62, 64, 121 

计算，去除 62, 64 

计算，修改 62, 64 

计算，添加 62, 64 

五划 

主屏幕 8 

去除计算 62, 64 

布局 47 

打开 42, 101 

打印 75 

术语表 6 

用户服务 112 

电子邮件 75, 121 

六划 

任意形式试验 24, 81, 97 

安全 113, 114, 116 

导航 7 

曲线图 31, 68, 70, 71, 73 

机架 120 

自动试样测量装置 121 

设置 43, 45, 46, 47, 48, 49, 51, 52, 

62, 64, 66, 79, 102, 114 



参考手册 － 软件 帮助版本 1.0 

172 

七划 

位移 126, 128 

启动 118 

应力 126, 128 

应变 59, 126, 128 

技术支持 112 

报告 13, 75, 77, 100, 104, 105, 106, 

110 

报告模板 100, 101, 102, 104, 105, 

106, 110 

报告模板，打开 100, 101 

报告模板，保存 100 

报告模板，新建 100 

改名 134 

八划 

单位 45 

参考 6, 116, 128, 134 

参数 43, 50, 118 

备选项 121 

注释 46, 52 

版本 1 

版权 1 

表格 62, 66, 67 

视频 121 

试样 26, 28, 48, 49, 51, 52, 79, 

124, 125 

试验 11, 20, 22, 23, 24, 33, 35, 37, 

55 

试验方法 41, 42, 79, 84, 134 

试验方法，打开 41, 42, 84 

试验方法，设置布局 47 

试验方法，保存 41, 84 

试验方法，新建 41, 84 

试验结束 56 

试验提示 33, 79, 80,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软件 121, 122 

九划 

修改计算 62, 64 

屏幕 7 

帮助 6 

查找 6 

界限 50 

结束 35, 56 

结果 30, 62, 66, 67 

统计 30, 66 

说明 45, 46 

选项卡 7 

重命名 134 

重新开始 37 

顺序 86 

十划 

剥离 128 

样品 20, 22, 23, 35, 36, 37, 46, 134 

样品，结束 35 



Index 

173 

样品，继续 20, 37 

样品，新建 20, 22, 23 

格式 67 

继续 37 

缺省 125 

缺省表格 77 

缺省数据采集 58 

载荷 126, 128 

通道 126, 128 

配置 120, 121, 122 

预加载 53 

预试验 53 

预循环 53 

高分辨率数字引伸计 121 

十一划 

停止 56 

停止试验 56 

商标 1 

常用 6 

控制 17, 53, 55, 56, 58, 59 

控制器 10 

添加计算 62, 64 

十二划 

强力 126, 128 

提示 6 

提示试验 33, 81,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4, 97 

硬件 121 

编辑 41, 43, 84, 100, 102 

十三划 

数字 49 

数据 36, 58, 134 

数据采集 58 

数量 49 

新建 22, 23 

简介 11, 12, 13, 15, 17, 85 

输入 49, 50, 51, 80 

输出 75, 77 

十四划 

演示模式 118 

管理员 112, 114, 118, 120, 121, 122 

管理器 15, 112, 113, 114, 118, 120, 

121, 122 

  

 








	°æ±¾ºÍ¾¯¸æ
	Bluehill °ïÖú°æ±¾
	°æÈ¨
	ÉÌ±ê
	¾¯¸æÓë×¢Òâ
	³£¹æ°²È«Ô¤·À´ëÊ©


	¼ò½é
	ÔÚÆÁÄ»ÉÏ»ñµÃ°ïÖúµÄ·½·¨
	¹¤¾ßÌáÊ¾
	ÎÊÌâÓë½â´ð £ ÌáÊ¾Ãæ°å
	²Î¿¼°ïÖú£¨±¾ÎÄ¼þ£©
	F1 °ïÖú¼ü
	´òÓ¡µÄÎÄµµ

	ÔÚÆÁÄ»¼äÇÐ»»
	ÊÔÑéÑ¡Ïî¿¨
	·½·¨Ñ¡Ïî¿¨
	±¨¸æÑ¡Ïî¿¨
	¹ÜÀíÆ÷Ñ¡Ïî¿¨

	Ö÷ÆÁÄ»
	²âÊÔ°´Å¥
	·½·¨°´Å¥
	±¨¸æ°´Å¥
	¹ÜÀíÆ÷°´Å¥
	ÓÃ»§°´Å¥
	°ïÖú°´Å¥
	ÍË³ö°´Å¥

	¿ØÖÆÆ÷
	5500¡¢4400¡¢4300¡¢4200 ºÍ 3300 ÊÔÑé»úµÄ�
	5800 ºÍ 8800 ÊÔÑé»ú¿ØÖÆÆ÷

	ÊÔÑéÑ¡Ïî¿¨¼ò½é
	°²È«·ÃÎÊ
	ºÎÊ±³öÏÖ£º
	°üº¬ÄÚÈÝ£º

	·½·¨Ñ¡Ïî¿¨¼ò½é
	°²È«·ÃÎÊ
	ºÎÊ±³öÏÖ£º
	°üº¬ÄÚÈÝ£º

	±¨¸æÑ¡Ïî¿¨¼ò½é
	ÆÕÍ¨·ÃÎÊ
	°²È«·ÃÎÊ
	ºÎÊ±³öÏÖ£º
	°üº¬ÄÚÈÝ£º
	±¨¸æÄ£°åÈçºÎ¹¤×÷

	¹ÜÀíÆ÷Ñ¡Ïî¿¨¼ò½é
	°²È«·ÃÎÊ
	ºÎÊ±³öÏÖ£º
	°üº¬ÄÚÈÝ£º

	×´Ì¬À¸
	°²È«
	ÊÔÑé»ú×´Ì¬
	ÑùÆ·
	·½·¨
	±¨¸æ
	¹ý³ÌÐÅÏ¢

	²»Í¬ÊÔÑéÀàÐÍ¿ØÖÆ¼ò½é
	Á¤ÇàÊÔÑé
	ÀÉì
	ÀÉìÈä±äËÉ³Ú
	ÀÉì³ÌÐò¿éÑ»·
	Ñ¹Ëõ
	Ñ¹ËõÈä±äËÉ³Ú
	Ñ¹Ëõ³ÌÐò¿éÑ»·
	ÍäÇú
	ÍäÇúÈä±äËÉ³Ú
	°þÀë£¬ËºÁÑ£¬Ä¦²Á
	½ðÊô


	ÈçºÎ½øÐÐÊÔÑé
	ÈçºÎ½øÐÐÊÔÑé
	¶ÔÓÃ»§µÄÒªÇó£º
	ÓÃ»§µÄ²Ù×÷£º
	×îÖÕ½á¹û£º
	¿ÉÒÔ¶Ô±£´æµÄÑùÆ·ÎÄ¼þ½øÐÐµÄ²Ù×÷�

	¿ªÊ¼ÐÂÑùÆ·
	ÈçºÎ¹¤×÷£¿
	´Ó´Ë´¦½«µ½´ïºÎ´¦£¿

	ÃüÃûÐÂÑùÆ·
	ÈçºÎ¹¤×÷£¿
	´Ó´Ë´¦½«µ½´ïºÎ´¦£¿

	²âÊÔ¹¤×÷Çø
	ÊÔÑé¿ØÖÆ°´Å¥
	ÎÄ¼þ°´Å¥
	¿ì½Ý²Ëµ¥

	ÊÔÑùÑ¡ÔñÆ÷ÆÁÄ»×é¼þ
	Ñ¡ÔñÊÔÑù
	ÊÔÑù×´Ì¬ÏÔÊ¾Æ÷
	¿ì½Ý²Ëµ¥ÏîÄ¿

	ÊÔÑéÊäÈëÆÁÄ»×é¼þ
	Ñ¡ÔñÊÔÑù
	¿ì½Ý²Ëµ¥ÏîÄ¿
	ÊäÈëµÄÏÞÖÆ

	½á¹û¼°Í³¼Æ±í¸ñÆÁÄ»×é¼þ
	Ñ¡ÔñÊÔÑù
	¿ì½Ý²Ëµ¥ÏîÄ¿

	ÇúÏßÍ¼ÆÁÄ»×é¼þ
	Ñ¡ÔñÊÔÑù
	Ê¹ÓÃÇúÏßÍ¼¹¤×÷

	ÌáÊ¾¹¤×÷Çø
	ÊÔÑé¿ØÖÆ°´Å¥
	ÎÄ¼þ°´Å¥

	½áÊøÑùÆ·
	½áÊøÑùÆ·µÄº¬Òå£º
	´ÓÊÔÑé¹¤×÷Çø½áÊøÑùÆ·
	´ÓÌáÊ¾¹¤×÷Çø½áÊøÑùÆ·
	´íÎóµ¥»÷¡°½áÊø¡±µÄºó¹û£º

	ÏµÍ³ÈçºÎ´´½¨ÑùÆ·ÎÄ¼þ
	Ê¹ÓÃÊÔÑé·½·¨´´½¨ÑùÆ·²¢½øÐÐÊÔÑé�
	ÒÔÉÏ½á¹ûµÄº¬Òå£º
	¹ØÓÚÓÐÊ±³öÏÖµÄ±£´æÐÞ¸ÄÌáÊ¾£º

	¼ÌÐø²âÊÔÑùÆ·
	ÈçºÎ¹¤×÷£¿
	´Ó´Ë´¦½«µ½´ïºÎ´¦£¿


	ÈçºÎ´´½¨»òÐÞ¸ÄÊÔÑé·½·¨
	ÈçºÎ´´½¨»òÐÞ¸ÄÊÔÑé·½·¨
	¶ÔÓÃ»§µÄÒªÇó£º
	ÓÃ»§µÄ²Ù×÷£º
	×îÖÕ½á¹û£º

	´ò¿ªÊÔÑé·½·¨ÎÄ¼þ
	´ò¿ªÒÑÓÐÎÄ¼þ
	´´½¨ÐÂÎÄ¼þ

	±à¼ÊÔÑé·½·¨
	¡°·½·¨¡±Ñ¡Ïî¿¨ÖÐµÄ¿ÉÓÃ°´Å¥
	¡°·½·¨¡±Ñ¡Ïî¿¨ÖÐµÄ¿ÉÓÃÑ¡Ïî¿¨
	±à¼ÊÔÑé²ÎÊý

	ÉèÖÃ·½·¨ËµÃ÷ÆÁÄ»
	ÈçºÎ¹¤×÷£¿
	µ¥Î»ÏµÍ³
	·½·¨ËµÃ÷

	ÉèÖÃÑùÆ·ËµÃ÷ºÍ×¢ÊÍÆÁÄ»
	ÈçºÎ¹¤×÷£¿

	ÉèÖÃ¹¤×÷Çø²¼¾Ö
	ÈçºÎ¹¤×÷£¿
	»ù±¾²¼¾Ö
	¸ß¼¶²¼¾Ö

	ÉèÖÃÈ±Ê¡ÊÔÑù³ß´çÆÁÄ»
	ÈçºÎ¹¤×÷£¿
	¼¸ºÎÐÎ×´
	³ß´ç
	ÊÔÑé×°ÖÃÀàÐÍ£¨Ö»ÓÃÓÚÍäÇúÊÔÑé£©

	ÉèÖÃÈ±Ê¡Êý×ÖÊäÈëÏîÆÁÄ»
	ÈçºÎ¹¤×÷£¿

	²ÎÊý½çÏÞÈçºÎ¹¤×÷£¿
	ÉèÖÃÈ±Ê¡ÎÄ±¾ÊäÈëÏîÆÁÄ»
	ÈçºÎ¹¤×÷£¿
	ÊÔÑù±êÊ¶
	×Ô¶¨ÒåÎÄ±¾ÊäÈë

	ÉèÖÃÈ±Ê¡ÊÔÑù×¢ÊÍÆÁÄ»
	ÈçºÎ¹¤×÷£¿

	ÉèÖÃ¿ØÖÆ - ²âÊÔÇ°
	Ô¤¼ÓÔØÈçºÎ¹¤×÷£¿
	Ô¤Ñ»·ÈçºÎ¹¤×÷£¿

	ÉèÖÃ¿ØÖÆ - ²âÊÔ
	³£¹æËµÃ÷
	Ê¡ÂÔ°´Å¥

	ÉèÖÃ¿ØÖÆ - ²âÊÔ½áÊø
	¡°ÊÔÑé½áÊø¡±ÇøÓò
	¡°±£³Ö¶Î½áÊø¡±ÇøÓò£¨Ö»ÓÃÓÚÈä±ä�
	¡°ÊÔÑé½áÊø¶¯×÷¡±ÇøÓòÈçºÎ¹¤×÷£¿

	ÉèÖÃ¿ØÖÆ - Êý¾Ý
	È±Ê¡Êý¾Ý²É¼¯ÈçºÎ¹¤×÷£¿
	ÊÖ¶¯Êý¾Ý²É¼¯ÈçºÎ¹¤×÷£¿

	ÉèÖÃ¿ØÖÆ - Ó¦±ä
	ÖáÏòÓ¦±äÇøÓò
	È¥³ýÒýÉì¼ÆÇøÓò
	ºáÏòÓ¦±äÇøÓò

	ÉèÖÃ½á¹û±í¸ñÁÐ
	ÈçºÎ¹¤×÷£¿
	ÊÔÑé¹¤×÷ÇøµÄÕâÐ©ÉèÖÃÊÇ·ñ¿ÉÒÔ¸ü�

	ÉèÖÃ¼ÆËã
	ÈçºÎ¹¤×÷£¿
	Ìí¼Ó¼ÆËã
	ÐÞ¸Ä¼ÆËã²ÎÊý
	È¥³ý¼ÆËã
	¸Ä±äÁÐ±íÖÐ¼ÆËãµÄË³Ðò

	ÉèÖÃ½á¹û±í¸ñ - Í³¼Æ±í
	ÈçºÎ¹¤×÷£¿
	ÊÔÑé¹¤×÷ÇøµÄÕâÐ©ÉèÖÃÊÇ·ñ¿ÉÒÔ¸ü�

	ÉèÖÃ½á¹û±í¸ñ¸ñÊ½
	ÈçºÎ¹¤×÷£¿
	ÊÔÑé¹¤×÷ÇøÖÐµÄÄÄÐ©¸ñÊ½¿ÉÒÔ¸Ä±ä�

	ÉèÖÃÇúÏßÍ¼ÀàÐÍ
	ÈçºÎ¹¤×÷£¿
	ÉèÖÃ¶àÊÔÑùÇúÏßÍ¼ÀàÐÍ
	ÉèÖÃË« Y - ÖáÇúÏßÍ¼ÀàÐÍ
	ÉèÖÃ¶àÊý¾ÝÍ¨µÀÇúÏßÍ¼ÀàÐÍ

	ÉèÖÃÇúÏßÍ¼ X - Êý¾Ý
	ÈçºÎ¹¤×÷£¿
	X - Öá¶¨Òå
	X - ÖáËõ·Å±ÈÀý
	³ÌÐò¿éÑ»·ÖÐµÄÊÔÑé¶Î£¨Ö»ÊÊÓÃÓÚ�

	ÉèÖÃÇúÏßÍ¼ Y - Êý¾Ý
	ÈçºÎ¹¤×÷£¿
	ÉèÖÃ Y1 Öá
	ÉèÖÃ Y2 Öá£¨Ë« Y - ÖáÇúÏßÍ¼ÀàÐÍ£©

	ÉèÖÃ¸ß¼¶ÇúÏßÍ¼ÀàÐÍ
	ÈçºÎ¹¤×÷£¿
	ÈçºÎÊ¹ÓÃ´ËÁÐ±í

	ÉèÖÃÎÄµµÊä³ö
	ÈçºÎ¹¤×÷£¿

	ÉèÖÃÈ±Ê¡±í¸ñ
	ÈçºÎ¹¤×÷£¿
	Ê¹ÓÃÕâÁ½¸öÁÐ±í

	ÉèÖÃÊÔÑéÌáÊ¾ - ÊÔÑé¹¤×÷ÇøÆÁÄ»
	ÎªºÎÊ¹ÓÃ´Ë¹¦ÄÜ£¿
	ÈçºÎ¹¤×÷£¿

	·¶Àý
	ÔÚËæÒâÊÔÑéÖÐÊ¹ÓÃÊÔÑéÌáÊ¾·¶Àý
	´øÌáÊ¾ÊÔÑé»òËæÒâÊÔÑé - Ñ¡ÔñÄÄÒ»�


	ÈçºÎ´´½¨»òÐÞ¸Ä´øÌáÊ¾ÊÔÑé·½·¨
	ÈçºÎ´´½¨»òÐÞ¸Ä´øÌáÊ¾ÊÔÑé·½·¨
	¶ÔÓÃ»§µÄÒªÇó£º
	ÓÃ»§µÄ²Ù×÷£º
	×îÖÕ½á¹û£º

	ÉèÖÃÊÔÑéÌáÊ¾ - ¼ò½é
	ËæÒâÊÔÑé
	´øÌáÊ¾ÊÔÑé

	ÉèÖÃ´øÌáÊ¾ÊÔÑéË³Ðò
	ÈçºÎ¹¤×÷£¿
	ÒÔÌáÊ¾²âÊÔ·½Ê½ÔËÐÐ
	ÑùÆ·ÖÐÊÔÑù¸öÊý
	ÌáÊ¾ºÍÏÔÊ¾¸´Ñ¡¿ò

	ÉèÖÃ²âÊÔÌáÊ¾ - ¿ªÊ¼Ç°
	ÌáÊ¾¿ªÊ¼Ç°
	²ÎÊýÁÐ±í

	ÉèÖÃÊÔÑéÌáÊ¾ - ÊÔÑùÊÔÑéÇ°
	ÌáÊ¾ÊÔÑùÊÔÑéÇ°
	²ÎÊýÁÐ±í

	ÉèÖÃÊÔÑéÌáÊ¾ - ÊÔÑéÇ°
	ÌáÊ¾ÊÔÑéÇ°

	ÉèÖÃÊÔÑéÌáÊ¾ - ¼ÆËãÇ°
	ÌáÊ¾¼ÆËãÇ°
	²ÎÊýÁÐ±í

	ÉèÖÃ²âÊÔÌáÊ¾ - ÊÔÑù²âÊÔºó
	ÌáÊ¾ÊÔÑùÊÔÑéºó
	²ÎÊýÁÐ±í

	ÉèÖÃÊÔÑéÌáÊ¾ - ½áÊøÊ±
	ÌáÊ¾½áÊøÊ±
	²ÎÊýÁÐ±í

	ÉèÖÃÊÔÑéÌáÊ¾ - ¸ß¼¶¹¦ÄÜ
	ÏÔÊ¾È«²¿²ÎÊý
	ÉèÖÃ²ÎÊýÌØÐÔ

	·¶Àý
	ÉèÖÃ´øÌáÊ¾ÊÔÑé - ·¶Àý
	´øÌáÊ¾ÊÔÑé»òËæÒâÊÔÑé - Ñ¡ÔñÄÄÒ»�


	ÈçºÎ´´½¨»òÐÞ¸ÄÒ»¸ö±¨¸æÄ£°å
	ÈçºÎ´´½¨»òÐÞ¸Ä±¨¸æÄ£°å
	¶ÔÓÃ»§µÄÒªÇó£º
	ÓÃ»§µÄ²Ù×÷£º
	×îÖÕ½á¹û£º

	´ò¿ª±¨¸æÄ£°åÎÄ¼þ
	´ò¿ªÒÑÓÐÎÄ¼þ
	´´½¨ÐÂÎÄ¼þ

	±à¼±¨¸æÄ£°å
	¡°±¨¸æ¡±Ñ¡Ïî¿¨ÖÐµÄ¿ÉÓÃ°´Å¥
	¡°±¨¸æ¡±Ñ¡Ïî¿¨ÖÐµÄ¿ÉÓÃÑ¡Ïî¿¨
	±à¼±¨¸æÄ£°å

	ÉèÖÃ±¨¸æÄ£°å - ³£¹æ
	ÈçºÎ¹¤×÷£¿

	ÉèÖÃ±¨¸æÄ£°å - Ò³Ã¼
	ÈçºÎ¹¤×÷£¿
	Ò³Ã¼ÉèÖÃ
	Ô¤ÀÀ

	ÉèÖÃ±¨¸æÄ£°å - ÕýÎÄ
	ÈçºÎ¹¤×÷£¿
	ÈçºÎÊ¹ÓÃ¿ÉÓÃÁÐ±íºÍÑ¡¶¨ÁÐ±í
	ÑùÆ·²ÎÊýºÍ·½·¨ËµÃ÷
	ÇúÏßÍ¼ 1£¬ÇúÏßÍ¼ 2£¬½á¹û±í¸ñ 1 ¼°�
	ÒÑ²âÊÔÊÔÑù£¬×îºóÊÔÑéÈÕÆÚ£¬ÑùÆ·�
	È±Ê¡±í¸ñ
	ÎÄ±¾
	Í¼Æ¬
	·ÖÒ³·û
	ÊÔÑé·½·¨
	Ô¤ÀÀ

	ÉèÖÃ±¨¸æÄ£°å - Ò³½Å
	ÈçºÎ¹¤×÷£¿
	Ò³½ÅÉèÖÃ
	Ô¤ÀÀ


	¹ÜÀíºÍÅäÖÃ
	²é¿´ÏµÍ³ÐÅÏ¢ÆÁÄ»
	ÎÒµÄ°²È«ÉèÖÃ
	´ËÆÁÄ»µÄÓÃÍ¾
	ÈçºÎ¹¤×÷£¿

	°²È«ÉèÖÃ
	´ËÆÁÄ»µÄÓÃÍ¾
	ÈçºÎ¹¤×÷£¿
	¸Ä±äÉèÖÃ

	°²È«²Î¿¼
	°²È«¼¶±ð
	È¨ÏÞ
	ÃÜÂë

	ÏµÍ³Ê×Ñ¡ÏîÆÁÄ»
	È±Ê¡Æô¶¯
	ÔÚ¡°ÑÝÊ¾¡±Ä£Ê½ÏÂ¹¤×÷

	»ú¼ÜÅäÖÃÆÁÄ»
	ÈçºÎ¹¤×÷£¿

	Ó²¼þºÍÈí¼þÑ¡ÏîÆÁÄ»
	ÈçºÎ¹¤×÷£¿

	Èí¼þÅäÖÃÆÁÄ»
	ÈçºÎ¹¤×÷£¿


	²Î¿¼
	²»Í¬ÐÎ×´ºÍ²»Í¬ÊÔÑéÀàÐÍµÄÊÔÑù³ß�
	ÀÉì£¬ÀÉìÈä±äËÉ³Ú£¬ÀÉì³ÌÐò¿é�
	Ñ¹Ëõ£¬Ñ¹ËõÈä±äËÉ³Ú£¬Ñ¹Ëõ³ÌÐò¿é�
	ÍäÇú£¬ÍäÇúÈä±äËÉ³Ú
	°þÀë£¬ËºÁÑ£¬Ä¦²Á

	Ê²Ã´ÊÇÈ±Ê¡ÊÔÑù?
	È±Ê¡ÊÔÑùÓë¾ßÌåµ¥¸öÊÔÑù
	¸ü¸Ä¡°È±Ê¡ÊÔÑù¡±µÄÊýÖµ¶Ô¾ßÌåµ¥�

	ÏµÍ³Èç´¦ÀíÊý¾ÝÍ¨µÀ?
	ÎïÀíÊý¾ÝÍ¨µÀ
	µ¼³öÊý¾ÝÍ¨µÀ
	¸´ºÏÊý¾ÝÍ¨µÀ
	¿ÉÓÃÊý¾ÝÍ¨µÀ
	ÔöÇ¿ÐÍÊÔÑé¿ØÖÆ

	Êý¾ÝÍ¨µÀ²Î¿¼
	ÎïÀíÊý¾ÝÍ¨µÀ
	µ¼³öÊý¾ÝÍ¨µÀ
	¸´ºÏÊý¾ÝÍ¨µÀ

	ÎÄ¼þ²Î¿¼
	ÊÔÑé·½·¨ÎÄ¼þ
	ÊÔÑéÊý¾ÝÎÄ¼þ


	ÊõÓï±í
	Ë÷Ò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