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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值与硬度计量术语及定义

本规范是力值与硬度常用计量术语及定义,包括力值与硬度计量一般术语、计量原

理方法、计量标准和计量器具等内容。

一 力 值

1 力基 (标)准机

1.1 力force
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1.2 万有引力universalgravitation
任何两个物体之间存在的相互吸引的力。该力的方向沿两物体的连线方向,大小与

两物体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两物体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

1.3 重力gravity
地球对物体的引力与该物体随地球自转引起的离心力的合力。

1.4 弹性力elastica
两个物体直接接触发生弹性变形时,变形物体力图恢复原有形状及尺寸,彼此之间

产生的作用力。

1.5 重力加速度gravityacceleration
地球表面附近的物体在重力作用下产生的加速度。

1.6 牛顿Newton
我国 法 定 计 量 单 位 中 力 的 单 位。符 号 为 N,用 SI基 本 单 位 给 出 的 表 示 式

为kg·m·s-2。

1N是使质量为1kg的物体在力的作用方向上产生1m/s2 加速度的力值。
注:1kgf=9.80665N

1tf=9806.65N

1dyn=10-5N

1.7 力标准机forcestandardmachine
产生标准力值的,用于检定、校准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的,符合国家计量技术

法规的机器。
注:力标准机通常有四种类型:静重式、杠杆式、液压式和叠加式。

1.8 力基准机primaryforcestandardmachine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负责建立的,用作复现和保存力值单位的,统一全国力值最高

依据的力标准机。

1.9 静重式力标准机deadweightforcestandardmachine-DWM
以砝码的重力作为标准负荷,通过适当的机构按预定顺序自动平稳地把负荷直接地

施加到被检、校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上的力标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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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杠杆式力标准机lever-amplificationforcestandardmachine-LM
以砝码的重力作为标准力值,经过一定的杠杆机构放大后按预定顺序自动平稳地把

力值加到被检、校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上的力标准机。

1.11 液压式力标准机 (hydraulic-amplificationforcestandardmachine-HM)
以砝码的重力作为标准力值,经过一定的两组油缸活塞的组合油路系统放大后,按

预定顺序把力值自动平稳地加到被检、校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上的力标准机。

1.12 叠加式力标准机build-upforcestandardmachine-BM
用一个 (组)比被检定、校准的测力仪准确度高的标准测力仪作为参考标准,与被

检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串联,以液压或机械方式施加力值的力标准机。

1.13 扭矩标准机torquestandardmachine
产生标准扭矩的,用于检定、校准扭矩仪 (或扭矩扳子,扭矩改锥)的,符合国家

计量技术法规的机器。

1.14 扭矩基准机primarytorquestandardmachine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负责建立的,用作复现和保存扭矩单位的,统一全国扭矩值最

高依据的扭矩标准机。

1.15 静重式扭矩标准机deadweighttorquestandardmachine-DTM
以砝码的重力作为标准力值,通过力臂杠杆的作用产生标准力矩,借助适当的机构

按预定顺序自动、平稳、准确地把作用力矩和平衡力矩施加到被检、校扭矩仪 (或扭矩

传感器、扭矩扳子、扭矩改锥)上的扭矩标准机。

1.16 杠杆式扭矩标准机lever-amplificationtorquestandardmachine-LTM
以砝码的重力作为标准力值,经过一定的杠杆机构放大后,再通过力臂杠杆的作用

产生标准力矩,借助适当的机构按预定顺序自动、平稳、准确地把作用力矩和平衡力矩

施加到被检、校扭矩仪 (或扭矩传感器、扭矩扳子、扭矩改锥)上的扭矩标准机。

1.17 参考式扭矩标准机referencetorquestandardmachine
用一个比被检定、校准的扭矩仪 (或扭矩传感器、扭矩扳子、扭矩改锥)准确度高

的标准扭矩仪 (或扭矩传感器)作为参考标准,与被检扭矩仪 (或扭矩传感器、扭矩扳

子、扭矩改锥)串联,以手动、或机械、或液压方式施加扭矩的扭矩标准机。

1.18 测力传感器式扭矩标准机torquestandardmachinewithforcetransducer
施加到被检定、校准的扭矩仪 (或扭矩传感器)的扭矩值由其力矩杠杆的力臂长度

与测力传感器测出的力值等因素确定的扭矩机。

1.19 扭矩校准杠杆torque-calibrationlever
由力矩杠杆和标准砝码组成的,用于校准串接式扭矩标准机的便携式装置。该装置

的实质是可携带的静重式扭矩标准机。

1.20 摆锤式冲击标准机pendulumimpactstandardmachine
产生标准冲击能的,用于校准标准冲击块的符合国家计量技术法规的摆锤式冲

击机。

1.21 摆锤式冲击基准机pendulumimpactprimarystandardmachine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负责建立的,用作统一全国摆锤式冲击机的冲击能值的最高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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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摆锤式冲击标准机。

1.22 力值不确定度forceuncertainty
在力基 (标、校)准机或材料试验机中,由于各种可能的物理因素、结构及安装等

因素的影响,导致其产生的对力值不能肯定的程度。
注:

1.静重式力标准机的力值不确定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砝码质量、重力加速度、砝码材料密

度和空气密度等。

2.杠杆式力标准机或液压式力标准机的力值不确定度的主要影响因素除 (1)中四个因素

外,还有放大比等因素。

3.叠加式力标准机的力值不确定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参考标准的力值测量不确定度、长期

稳定度和温度影响等。

1.23 力值重复性forcerepeatability
在力基 (标)准机或材料试验机中,在实际相同的测量条件下 (如用同一方法,同

一观测者,用同一台测力仪,在很短时间间隔内),对所产生的力值进行连续多次测量

时,其测量结果间的一致程度。
注:力值重复性通常用标准不确定度的A类评估方法进行估算 (为了方便,有时也用测量结果

最大与最小值间的差值一极差表示,又称为 “力值变动性”或 “示值变动性”)。所用测力

仪的重复性应优于机器的力值重复性。

1.24 力值示值误差forceindicationdeviation
在用标准测力仪检定、校准力标准机或材料试验机时,由被检定、校准的力标准机

或材料试验机得到的标准测力仪输出值与由上级标准机或基准机测出的标准测力仪输出

值之间的绝对或相对差值。

1.25 力值范围forcerange
在允许的误差限内,力基 (标)准机、材料试验机的力值使用范围。
注:力值范围的最高值与最低值又分别称为 “最大力值”(或 “上限值”)和 “最小力值”(或

“下限值”)。

1.26 力级forcestep
在力基 (标)准机中,所产生的两个相邻负荷 (包括零负荷)之间的差值。
注:力级的最小值称为最小力级。

1.27 鉴别力threshold
能引起力基 (标)准机 (静重式除外)、材料试验机和各种测力仪的示值发生可察

觉的变化的最小力值。又称灵敏限。

1.28 寄生分量parasiticcomponents
在力基 (标)准机 (或材料试验机)对测力仪 (或试件)施加轴向负荷时,由于机

器的结构缺陷 (如不对称)和不正常工作状态,测力仪 (或试件)的安装位置的偏心与

倾斜以及机器和测力仪 (或试件)之间的交互作用等原因引起的附加侧向力和力矩。

1.29 旋转效应rotationeffect
在用力基 (标)准机对测力仪进行检定、校准时,在寄生分量作用下,由于测力仪

本身的不对称结构 (包括机械与电性能)导致不同方位上其示值发生变化的现象。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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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影响或寄生效应 (parasiticeffect)。

1.30 重叠效应overlappingeffect
用两台或两台以上的不同量程的测力仪对力标 (基)准机进行检定、校准或比对

时,各台测力仪在相同负荷点上得到的力值偏差的不一致现象。

1.31 力值直线度linearityofforce
在被比对或检定、校准的力标 (基)准机的测量范围内,各被测负荷点的力值示值

相对偏差随负荷的变化程度。

1.32 附加滞后additionalhysteresis
在用一台测力仪对一台标 (基)准机进行比对或检定、校准时,在该机器上测出的

测力仪各负荷点的滞后与原检定时获得的各相应点滞后之偏差的最大绝对值。

1.33 递增力值increasingforce
按递增顺序施加的力值,又称进程力值。

1.34 递减力值decreasingforce
按递减顺序施加的力值,又称回程力值。

1.35 逆负荷现象counter-forcephenomenon
在施加递增力值 (或递减力值)过程中出现力值减少 (或增加)的现象。

1.36 加力时间periodforloading
将给定力级加到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上所需的时间。
注:该时间的起点一般取测力仪的读数值开始上升一瞬间,终点一般取读数值基本不变那一

时刻。

1.37 加力速率loadingrate
给定力级与加力时间之比。

1.38 卸力时间periodforunloading
将给定力级从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上卸除所需的时间。
注:该时间的起点一般取测力仪的读数值开始下降一瞬间,终点一般取读数值基本不变那一

时刻。

1.39 卸力速率unloadingrate
给定力级与卸力时间之比。

1.40 砝码weight
产生基 (标)准力值的质量块。

1.41 机架fixedframework
支承机器主要部分的机械结构。

1.42 负荷机架loadingframe
在静重式力基 (标)准机中,产生第一级力值的整个结构。
注:

1.在带有初始平衡机构的机器中,指其向下作用力被平衡砝码平衡掉的那部分结构。

2.在杠杆式和液压式力基 (标)准机中,指直接加荷部分中产生第一级负荷的整个结构。

1.43 压力试台platformforload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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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基 (标)准机中,支承被检、校的压向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的机构。

1.44 提升架liftingframe
携带砝码上升与下降的机构。

1.45 加荷横梁beamforloading
在静重式力基 (标)准机中与被检、校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直接接触的负荷机

架的上部结构。

1.46 压缩空间roomforcompressiondevice
用于放置压向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的空间。
注:通常指在该空间内能够放置的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的最大三维尺寸。

1.47 拉伸空间roomfortensiondevice
用于安装拉向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的空间。
注:通常指在该空间内能够安装的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的最大三维尺寸。

1.48 反向器reverser
能使施加到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上的负荷反向的装置。

1.49 杠杆lever
在杠杆式力标准机中,将砝码的重力加以放大的机构。

1.50 支点刀supporting-knife
支承杠杆上下摆动的刀子。

1.51 重点刀weight-knife
将砝码的重力 (或前一级杠杆作用的力值)传到本级杠杆的刀子。

1.52 力点刀force-knife
将杠杆放大后的负荷传递到被检测力仪上 (或下一级杠杆)的刀子。

1.53 杠杆有效长度effectivelengthoflever
杠杆的三把刀刃之间的最大距离。

1.54 杠杆比leveramplification-ratio
重点刀刃到支点刀刃的平均距离与力点刀刃到支点刀刃的平均距离之比。
注:在复杠杆机中,还有 “总杠杆比”———全部杠杆的杠杆比之积。

1.55 直接加力部分directlyloadingunit
在杠杆式或液压式力基 (标)准机中,产生静重力值的整个机构。又称静重部分。

1.56 力放大部分mainunit
在杠杆式或液压式力基 (标)准机中,将静重力值加以放大并施加到被检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上的整个机构。
注:对杠杆式力基 (标)准机,通常将杠杆作为独立部分。

1.57 比例活塞proportionalpiston
在液压式力基 (标)准机的直接加荷部分中,承受砝码产生的静重力值的活塞。又

称小活塞。

1.58 比例油缸proportionalcylinder
与比例活塞相配的油缸。又称小油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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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加荷活塞loadingpiston
在液压式力基 (标)准机的力放大部分中,将放大后的静重力值施加到测力仪 (或

称重传感器)上的活塞。又称大活塞。

1.60 加荷油缸loadingcylinder
与加荷活塞相配的油缸。又称大油缸。

1.61 放大比amplificationratio
加荷活塞的有效面积与比例活塞的有效面积之比。

1.62 活塞有效面积effectivecross-areaofpiston
活塞外圆横截面面积与油缸内圆横截面面积的算术平均值。

1.63 油缸转速turn-speedofcylinder
油缸单位时间内绕活塞的转动的圈数。

1.64 油缸旋转线速度linearyspeedofcylinder
油缸转速与其内圆周长之积。

1.65 导向活塞guide-piston
油缸中与机器无相对运动的,起油缸转动轴作用的活塞。又称定塞。

1.66 最大压力maximumpressure
在液压式力基 (标)准机中,在机器产生最大力值时作用在加荷活塞 (或比例活

塞)端部上的油压。

1.67 力转换活塞pistonforloadrelievingandpressuretransmitting
在静重式力基 (标)准机中,用于防止在砝码交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逆负荷现象的

活塞。

1.68 力转换油缸cylinderforloadrelievingandpressuretransmitting
与力转换活塞相配的油缸。

1.69 夹头同轴度gripcoaxality
力基 (标)准机或试验机上下夹头之间的几何中心线与加荷轴线的偏离程度。
注:根据测量方法的不同,同轴度分为几何同轴度和受力同轴度两种。

1.70 几何同轴度geometriccoaxality
利用标准棒或试样,百分表和水平仪等测量工具在不受力状态下用几何方法测出的

同轴度。

1.71 受力同轴度coaxalitywithload
由安装在上下夹头之间的标准棒或试样,在受力的状态下由引伸计测出的夹头同

轴度。

2 测力仪

2.1 测力仪dynamometer
用于测量各种力值的便携式仪器 (包括力传感器)。

2.2 标准测力仪standarddynamometer
用于检定、校准、比对、传递各种标准力值的满足有关规程要求的测力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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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弹性体elasticelement
在测力仪和负荷传感器中感受负荷的元件。例如,环状测力仪中的弹性环。又称敏

感元件。

2.4 变形测量装置indicatorofdeflection
放大、测量并显示弹性体受力后变形的机构或装置。简称测量装置。

2.5 变形deformation
在负荷作用下,弹性体形状和尺寸的改变。

2.6 额定变形deflectionunderratedload
弹性体在受额定负荷后,沿主轴线方向长度的改变,或负荷作用点沿主轴线方向的

位移。

2.7 读数值reading
测力仪受力后在测量装置上显示的数值。

2.8 变形示值indicationofdeflection
在任何力值作用下的变形读数值与零负荷 [或带拉 (压)头负荷]下的变形读数值

之差。简称示值。
注:在负荷传感器中,该值又称为输出。

2.9 测力环provingring
弹性体为圆环或椭圆环,读数装置为百分表的测力仪。

2.10 压向测力仪compressiondynamometer
测量压缩力值的测力仪。

2.11 拉向测力仪tensiondynamometer
测量拉伸力值的测力仪。

2.12 双向测力仪tension&compressiondynamometer
能测量拉伸和压缩两个方向力值的测力仪。

2.13 负荷load
施加到测力仪上的力,又称载荷。

2.14 静态力staticforce
随时间不变或变化十分缓慢的力。

2.15 动态力dynamicforce
随时间变化的力。动态力包括循环力、随机力和冲击力等。

2.16 循环力cycleload
随时间做周期性变化的力。

2.17 随机力randomload
随时间做无规则变化的力。

2.18 冲击力impactload
瞬时施加或卸除的力。

2.19 额定力值ratedload
设计时给出的在规定技术指标范围内能够测量的最大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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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最小力minimumload
在规定技术指标范围内能够测量的力值最小值。

2.21 负荷范围loadrange
额定力值与最小力之差。

2.22 预负荷preload
在进行正式检定、校准之前,为了使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力标准机和安装连

接件等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所必须施加的数次负荷。

2.23 校准calibration
用力基 (标)准机定出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的测量装置的读数值所表示的力值

的工作。

2.24 进程校准increasingcalibration
在递增力值下进行的校准。

2.25 回程校准decreasingcalibration
在递减力值下进行的校准。

2.26 分度值division
测量装置的最小读数单位。如标尺或度盘的两相邻刻线间的读数值或数字显示器两

相邻显示值之差。

2.27 重复性repeatability
在相同的加荷条件和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对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重复施加同一

负荷时,其变形示值的极差。
注:在各类标准测力仪中,通常用相应力值下变形示值的百分比表示。这时又称变动性。在一

般负荷传感器中,通常用额定输出的百分比表示。

2.28 滞后hysteresis
从零负荷开始,对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施加递增负荷至额定负荷,再从额定负

荷递减到零负荷,由此得到相同负荷点变形读数值的差值的最大值。有时又称 “进回程

差”(reversibility)。
注:在各类标准测力仪中,通常用相应负荷下变形示值的百分比表示。在一般负荷传感器中,

通常用额定输出的百分比表示。

2.29 长期稳定度long-termstability
在相同条件下测力仪在一定时间内,变形示值保持不变的程度。
注:在用于传递力值的各种标准测力仪中,通常用前后两次校准时变形示值 (或输出)之差与

第二次变形示值 (或输出)的百分比表示;在一般负荷传感器中,通常指灵敏度或额定输

出的相对变化程度。

2.30 温度修正系数coemcientfortemperaturecorrection
在变形示值 (或输出)随温度做单调线性变化的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中,测力

仪 (或称重传感器)在相同力值作用下,弹性体温度增加 (或减少)1K时,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的变形示值 (或输出)增加 (或减少)的相对数。
注:弹性体的合金含量不超过7%的环状测力仪,其温度修正系数为0.00027/K。

2.31 校准方程calibrationequati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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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能在一定力值范围内连续使用,根据有限数目的校

准数据建立起来的变形示值 (或输出)与负荷之间的关系式。
注:这种方程一般为直线、二次曲线或三次曲线方程。

2.32 管形测力仪cylindricdynamometer
利用螺旋弹簧作为弹性体的测力仪。

2.33 扭矩仪torque-meter
用于测量扭矩值的各种便携式仪器 (包括扭矩传感器)。

2.34 标准扭矩仪standardtorque-meter
用于检定、校准、比对、传递各种标准扭矩值的满足有关规程要求的扭矩仪。

2.35 扭矩扳子torquewrench
带有扭矩测量机构的扳子。

2.36 扭矩扳子检定、校准仪calibratoroftorquewrench
产生标准扭矩的,用于检定、校准扭矩扳子的装置。

2.37 扭矩改锥torquedriver
带有扭矩测量机构的改锥。

2.38 扭矩改锥检定、校准仪calibratoroftorquedriver
产生标准扭矩的,用于检定、校准扭矩改锥的装置。

2.39 测功机machineofmeasuringpower
测量动力机械 (如内燃机、电动机和水轮机等)输出转矩和转速,以及工作机 (如

油泵、空气压缩机等)的输入转矩和转速的机器。

2.40 摆锤式冲击机检定标准装置standardequipmentforcalibrationofpendulumim-
pactmachine

用于检定摆锤式冲击机冲击常数,打击中心距等主要技术指标的一套标准检定

工具。

2.41 标准冲击块standardimpactblocks
用于检定、校准、比对、传递各种摆锤式冲击机的冲击能的满足有关规程要求的冲

击块组。

3 负荷传感器

3.1 环境条件ambientconditions
传感器外壳周围的各种条件 (温度、湿度、压力等)。

3.2 环境温度ambienttemperature
传感器外壳周围的介质温度。

3.3 使用环境条件operatingambientcondition
使用传感器时必须满足的环境条件。一般由生产厂给出。

3.4 室内条件roomcondition
传感器必须满足的通常使用的室内环境条件。推荐如下:

a)温度:20℃±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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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相对湿度:≤90%;

c)大气压力:90~106kPa(680~800mmHg)。

3.5 标准试验条件standardtestcondition
试验传感器时必须满足的环境条件。标准试验条件:

a)温度:20℃±2℃;

b)相对湿度:≤70%;

c)大气压力:90~106kPa(680~800mmHg)。

3.6 负荷传感器loadcell
在负荷作用下能输出与其成一定对应关系的电信号的装置。

3.7 力传感器forcetransducer
用于测量力值的负荷传感器。有时简称为力传感器。

3.8 扭矩传感器torquetransducer
用于测量扭矩值的负荷传感器。

3.9 多分量传感器multi-componenttransducer
能够测量两个或两个以上广义力分量,如铅锤力和水平力,铅锤力和弯矩等的负荷

传感器。

3.10 参考传感器 (组)referencetransducer(s)
在叠加式力标准机中,与被检、校测力仪 (或称重传感器)相串联,用于确定后者

计量学特性的参考传感器 (组)。

3.11 多分量校准系统calibrationsystemformulti-componenttransducer
能够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广义力分量的,用于校准多分量传感器的系统。

3.12 应变式力传感器straingaugeloadcell
利用力和应变的关系进行力值测量的传感器。

3.13 压电式力传感器piezoelectricloadcell
利用压电效应进行力值测量的传感器。

3.14 压磁式力传感器magneto-elasticloadcell
利用压磁效应进行力值测量的传感器。

3.15 电感式力传感器inductiveloadcell
利用电感的变化进行力值测量的传感器。

3.16 电容式力传感器capacitiveloadcell
利用电容的变化进行力值测量的传感器。

3.17 压阻式力传感器piezoresistiveloadcell
利用压阻效应进行力值测量的传感器。有时又称半导体式力传感器。

3.18 敏感元件sensingelement
传感器中直接感受力值的元件。例如电阻应变式传感器中的弹性体。

3.19 主轴线primaryaxis
对传感器施加力值的设计轴线。
注:多数指传感器敏感元件的几何中心线。

01

JJF1011—2006



3.20 轴向力axialload
力作用线与传感器主轴线重合的力。

3.21 安全过负荷safeoverload
传感器允许施加的最大轴向过负荷 (称该负荷与额定力值的百分比为安全过负荷

率)。当该负荷卸除后,传感器的技术指标保持不变。

3.22 极限过负荷ultimateoverload
传感器能承受的不使其丧失工作能力的最大轴向过负荷 (称该负荷与额定力值的百

分比为极限过负荷率)。

3.23 侧向力sideload
在轴向力的作用点上施加的与主轴线垂直的力。

3.24 偏心力eccentricload
作用线与主轴线平行而不重合的力。

3.25 同心倾斜力concentricangularload
在轴向力的作用点上施加的作用方向与主轴线成某一角度的力。

3.26 偏心倾斜力eccentricangularload
在偏离轴向力的作用点上施加的作用方向与主轴线成某一角度的力。

3.27 输出output
在传感器输出端产生的电信号 (电压、电流等)。
注:传感器非零负荷时输出,通常指该负荷下输出信号 (又称输出读数或输出值)与无负荷下

输出信号之代数差。

3.28 额定输出ratedoutput
传感器额定力值时输出信号与无负荷时输出信号的代数差。

3.29 零点输出zerooutput
在额定 (或推荐)激励下,无负荷时传感器输出端产生的电信号。通常用额定输出

的百分比表示。

3.30 过冲overshoot
被测出的超过最终稳态输出值的输出增量。

3.31 静态校准staticcalibration
在没有振动、冲击或加速度等影响的条件下进行的校准。

3.32 校准曲线calibrationcurve
与标准力值相对应的传感器输出信号的记录曲线。
注:在没有特别注明时,校准曲线包括递增力值 (又称进程)校准曲线与递减力值 (又称回程)

校准曲线。

3.33 工作直线operatingline
使用传感器时所采用的直线校准方程。通常取端点直线作为工作直线。
注:工作直线也可取端点平移直线,最小二乘法直线等。

3.34 端点直线end-pointline
连接校准曲线上进程零负荷输出坐标点和额定力值输出坐标点的直线。通常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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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直线”。

3.35 端点平移直线translationend-pointline
与端点直线平行,截距为校准曲线与端点直线的偏差的极大值和极小值之和的一半

的直线。

3.36 最小二乘法直线least-squaresline
根据传感器输出的测量值利用最小二乘法求出的直线。

3.37 灵敏度sensitivity
输出增量与所加的力值增量之比。又称传感器系数 (cellcoefficient)。
注:应变式传感器通常用每输入1V电压时额定输出的毫伏数表示 (mV/V)。

3.38 灵敏度允差sensitivitytolerance
灵敏度标称值和实测值的偏差允许极限。通常用灵敏度的百分比表示。

3.39 不对称度un-symmetry
拉压式传感器的拉向灵敏度和压向灵敏度的偏差。通常用二者的平均值的百分比

表示。

3.40 直线度linearity
递增力值的校准曲线与工作直线的最大偏差。通常用额定输出的百分比表示。

3.41 综合误差combinederror
校准曲线与工作直线的最大偏差。通常用额定输出的百分比表示。

3.42 蠕变creep
在环境条件和其他一切可变条件恒定时,在一定力值作用下传感器的输出随时间发

生的稳态变化。
注:通常在快速施加额定力值后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测量。用额定输出的百分比表示。

3.43 蠕变恢复creeprecovery
在环境条件和其他有关条件恒定时,去掉已保持了一定时间的力值后,传感器的无

负荷输出随时间发生的稳态变化。
注:通常在快速去掉已保持了一定时间的额定力值之后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测量。用额定输出的

百分比表示。

3.44 输入电阻inputresistance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无负荷和输出端开路时由输入端测出的传感器电路的电阻。

3.45 输出电阻outputresistance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无负荷和输入端开路时由输出端测出的传感器电路的电阻。

3.46 绝缘电阻insulationresistance
传感器的电路和其弹性体之间的直流电阻。

3.47 激励excitation
加在传感器输入端的电压或电流。通常指电压,又称输入电压 (inputvoltage)。

3.48 最大激励maximumexcitation
在室内条件下,传感器允许施加的最大激励电压或电流。在该激励下,传感器不会

产生超过给定允差的特性变化,更不会损坏。通常指最大激励电压,又称为最大输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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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maximuminputvoltage)。

3.49 补偿compensation
为减少和消除传感器的已知系统误差所采取的措施,包括所使用的辅助装置、特殊

材料或工艺。

3.50 安全温度范围safetemperaturerange
使用传感器时,其技术特性不会发生永久性的有害变化的极限环境温度范围。

3.51 额定输出温度影响temperatureeffectonratedoutput
由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额定输出的变化。通常用环境温度每变化10K时引起的额

定输出的变化与额定输出的百分比表示。简称为输出温度影响。

3.52 零点输出温度影响temperatureeffectonzerooutput
由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零点输出的变化。通常用环境温度每变化10K时引起的零

点输出的变化与额定输出的百分比表示。简称为零点温度影响。

3.53 温度补偿范围compensationtemperaturerange
传感器额定输出和零点输出的温度影响不超过规定技术指标的环境温度范围。

3.54 预热时间warm-upperiod
从激励加到传感器的时刻起,到保证传感器能够进行正常工作所需要的最短时间。

3.55 稳定时间stabilizationperiod
传感器施加负荷后一直到输出的变动不再超过允差范围所需要的时间。

3.56 额定输出环境影响spaninstability
在不同环境条件 (温度、湿度、压力等)下,其他可变条件保持恒定时,传感器额

定输出的变化程度。

3.57 漂移drift
保持力值不变时,传感器输出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3.58 灵敏度漂移sensitivitydrift
保持额定力值不变时,灵敏度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3.59 零点漂移zerodrift
零点输出的变化。通常用额定输出的百分比表示。

3.60 零点永久漂移permanentzerodrift
零点输出的永久性变化。

3.61 零点恢复zeroreturn
将保持一定时间的额定力值卸除,在输出稳定之后立即测得的零点输出同施加额定

力值之前测得的零点输出之间的差值。通常用额定输出的百分比表示。

3.62 零点环境影响zeroinstability
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在其他可变条件保持恒定时,传感器零点输出变化的程度。

3.63 零点移动zerofloat
对拉压两用传感器连续施加一个完整的额定拉伸和额定压缩的循环力值之后,其零

点输出发生的变化。通常用拉伸额定输出和压缩额定输出二者平均值的百分比表示。

3.64 使用寿命operating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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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感器连续或不连续地施加额定负荷时,其特性变化不超过给定允差的允许使用

的最短期限。

3.65 循环寿命cyclinglife
传感器在额定力值或规定力值下,允许施加力值的最少次数。在该次数内使用传感

器时,其特性变化不会超出给定的允差。

3.66 固有频率naturalfrequency
无负荷时传感器的自由振动频率。有时又称自振频率。

3.67 动态特性dynamiccharacteristics
与随时间变化的力值的响应有关的传感器特性。

3.68 频率响应frequencyresponse
当把一定频率范围内按正弦变化的力值加到传感器上时,其输出与所加力值二者的

振幅之比以及二者的相位差随力值频率的变化。

4 称重传感器

4.1 称重传感器loadcell
考虑使用地点重力加速度和空气浮力影响之后,通过把被测量———质量,转换成为

另一个被测量———输出信号,来测量质量的力传感器。(英文又称weighingtransducer)

4.2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loadcellequippedwithelectronics
使用可识别自身功能的电子元件组件的传感器。
电子组件举例:P-N结,放大器,编码器,A/D转换器,CPU,I/O接口等 (不

包括应变计桥路)。

4.3 性能试验performancetest
证明称重传感器是否能够实现它的预期功能的试验。

4.4 准确度级别accuracyclass
服从于同一准确度条件的称重传感器级别。

4.5 湿度符号humiditysymbol
为在指出的湿度条件下做过湿度试验的称重传感器规定的符号。

4.6 称重传感器家族loadcellfamily
对于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称重传感器家族应由具有下列条件的传感器组成:

•相同材料或相同材料组合 (例如:低碳钢,不锈钢或铝);

•相同测量技术 (例如:粘贴在金属上的应变计);

•相同的结构 (例如:形状,应变计密封,安装方式,制造方法);

•相同的电特性 (例如:额定输出,输入电阻,供桥电压,电缆);

•一个或多个传感器组。
注:不应受上述实例的限制。

4.7 称重传感器组loadcellgroup
在一个家族中具有相同的技术特性的所有的称重传感器 (例如:级别、称重传感器

最大检定分度数、额定温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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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称重传感器分度值loadcellinterval
称重传感器测量范围被等分后,一个分度的大小。

4.9 称重传感器测量范围loadcellmeasuringrange
测量结果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mpe)的被测质量值的范围。

4.10 称重传感器输出loadcelloutput
称重传感器将被测质量转换成的可测量。

4.11 称重传感器检定分度值 (v)loadcellverificationinterval
在称重传感器准确度分级试验中使用的,以质量为单位表示的称重传感器分度值。

4.12 最大秤量 (Emax)maximumcapacity
施加在称重传感器上的,不超出最大允许误差 (mpe)的最大质量值。

4.13 测量范围的最大载荷 (Dmax)maximumloadofmeasuringrange
试验或使用时,施加到称重传感器上的最大质量值,该值不应大于Emax。试验时

Dmax不应小于Emax的90%,但不大于Emax。

4.14 称重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 (nmax)maximumnumberofloadcellverificationin-
tervals

使称重传感器的测量结果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mpe)的测量范围可分成的最大检

定分度数。

4.15 最小静载荷 (Emin)minimumdeadload
可以加到称重传感器上的,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最小质量值。

4.16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DR)minimumdeadloadoutputreturn
施加载荷前、后测得的最小静载荷输出之差。

4.17 称重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 (vmin)minimumverificationintervalofloadcell
等分称重传感器测量范围后的最小检定分度质量值。

4.18 测量范围的最小载荷 (Dmin)minimumloadofthemeasuringrange
试验或使用时施加到传感器上的最小质量值,该值不应小于Emin。试验时Dmin的

极限值为Emin,Dmin应尽可能靠近最小静载荷Emin,但不小于最小静载荷Emin。

4.19 传感器检定分度数 (n)numberofloadcellverificationintervals
称重传感器测量范围被分成的检定分度数目。

4.20 相对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DR)或Z relativeDRorZ
最大秤量 Emax对两倍的最小静载荷输出 (DR)之比,该比值用作描述多分度

值秤。

4.21 相对vmin或Yrelative vminorY
最大秤量Emax对称重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vmin之比,该比值描述了与称重传感器

秤量无关的分辨力。

4.22 安全极限载荷 (Elim)safeloadlimit
在称重传感器上允许施加的,在性能上不能产生超过规定值的永久性变化的最大

载荷。

4.23 分配系数 (PLC)apportionment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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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确定最大允许误差以十进制表示的无量纲的小数值 (如0.7)。它表示当可能

应用到秤上时,单独分配到称重传感器的误差的比例。

4.24 干扰误差fault
称重传感器误差与称重传感器固有误差之差。

4.25 干扰误差检测输出faultdetectionoutput
称重传感器输出的表明干扰误差状态的电子显示。

4.26 滞后误差hysteresiserror
施加同一载荷时,称重传感器两次输出读数之间的差值,其中一次是从最小载荷

Dmin开始的递增载荷的读数,而另一次是从最大载荷Dmax开始的递减载荷的读数。

4.27 称重传感器误差loadcellerror
称重传感器测量结果与被测量 (以质量为单位的载荷)的真值之差。

4.28 称重传感器固有误差loadcellintrinsicerror
在参考条件下确定的称重传感器误差。

4.29 最大允许误差 (mpe)maximumpermissibleerror
称重传感器允许误差的极限值。

4.30 显著干扰误差significantfault
大于称重传感器检定分度值v的干扰误差。
即使干扰误差超过了称重传感器检定分度值v,下列各条也不认为是显著干扰

误差。

a)由几个同时发生的,又相互无关的因素引起的干扰误差;

b)不可能测量的干扰误差;

c)严重程度定能被察觉的干扰误差;

d)称重传感器输出中那些快速变化的瞬间干扰误差,它们不能作为测量结果来解

释、贮存和传输。

4.31 量程稳定性spanstability
使用周期内,称重传感器保持最大载荷Dmax的输出和最小载荷Dmin的输出之差在

规定极限内的稳定能力。

4.32 最小载荷输出温度影响temperatureeffectonminimumdeadloadoutput
由环境温度的变化引起的最小静载荷输出的变化。

4.33 影响量influencequantity
影响测量结果的非被测量。

4.34 干扰disturbance
一种影响量,其值处于本规范规定的界限之内,但超出称重传感器规定的额定工作

条件。

4.35 影响因素influencefactor
一种影响量,其值处于称重传感器规定的额定工作条件之内 (例如,可对传感器进

行试验的特殊温度或特殊的电源电压)。

4.36 额定工作条件ratedoperation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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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传感器预期的计量性能处在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之内的使用条件。
注:额定工作条件,通常规定被测量和影响量的范围或额定值。

4.37 参考条件referenceconditions
为试验称重传感器性能或为测量结果的相互比较而规定的使用条件。
注:参考条件通常包括影响称重传感器的影响量的参考值或参考范围。

5 材料试验机

5.1 材料试验机materialtestingmachine
对材料、零件和构件进行机械性能和工艺性能试验的设备。

5.2 金属材料试验机metalmaterialtestingmachine
对金属材料、零件和构件进行机械性能和工艺性能试验的设备。

5.3 非金属材料试验机nonmetalmaterialtestingmachine
对各种非金属材料如橡胶、塑料、纤维、玻璃钢、纸张、木材等,及其零件和构件

进行机械性能和工艺性能试验的设备。

5.4 高温试验机hightemperaturetestingmachine
在高于室内温度条件下对材料、零件和构件进行试验的材料试验机。
注:蠕变、持久、松弛等试验机一般不加 “高温”二字。

5.5 低温试验机lowtemperaturetestingmachine
在低于室内温度条件下对材料、零件和构件进行试验的材料试验机。

5.6 腐蚀试验机corrosiontestingmachine
在腐蚀介质中对材料、零件和构件进行试验的材料试验机。

5.7 自动试验机automatictestingmachine
能自动地完成装卸试件,加卸力值、数据处理等全部试验过程的材料试验机。

5.8 半自动试验机semi-automatictestingmachine
除试件装卸或数据处理个别环节外,其他试验过程能自动完成的材料试验机。

5.9 程序控制试验机progranmmbletestingmachine
能按预编程序自动地控制试验过程的材料试验机。

5.10 机械式试验机mechanicaltestingmachine
由机械系统施加力值的材料试验机。

5.11 液压式试验机hydraulictestingmachine
由液压系统施加力值的材料试验机。

5.12 电子试验机electronictestingmachine
采用电子器件及其组合仪器进行控制、测量和记录等的材料试验机。

5.13 拉力试验机tensiontestingmachine
用于拉伸试验或以拉伸试验为主的材料试验机。

5.14 压力试验机compressiontestingmachine
用于压缩试验或以压缩试验为主的材料试验机。

5.15 万能试验机 universaltesting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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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行拉伸、压缩和弯曲等三种或三种以上试验的材料试验机。

5.16 小负荷试验机mini-loadtestingmachine
最大力值在10N~2.5kN范围内的材料试验机。

5.17 微小负荷试验机micro-loadtestingmachine
最大力值小于10N的材料试验机。

5.18 扭转试验机torsiontestingmachine
用于测量试件承受的扭矩和扭转角等扭转性能的试验机。

5.19 线材扭转试验机wiretorsiontester
测定线材承受的扭矩与扭转的圈数等扭转性能的试验机。

5.20 复合试验机forces-combinedtestingmachine
能同时对试件施加两种或两种以上力值分量的材料试验机。又称多分量试验机。

5.21 蠕变试验机creeptestingmachine
在给定的温度和力值下测试材料、零件和构件等的机械性能随时间和温度发生变化

的材料试验机。

5.22 持久强度试验机 creeprupturestrengthtestingmachine
在恒定温度下对试件施加恒定力值,测量试件断裂时间并确定其相应强度的材料试

验机。

5.23 松弛试验机relaxationtestingmachine
在恒定温度下,保持试件的总变形不变,在规定时间间隔内测量其松弛应力的材料

试验机。

5.24 磨损试验机abrasiontestingmachine
测量试件的磨损量和摩擦系数等特性的材料试验机。

5.24a 摩擦试验机frictiontestingmachine
测量材料或部件面与面之间的滑动特性的材料试验机。

5.25 杯突试验机cuppingtestingmachine
试验板状或带状材料的冷冲压变形特性的材料试验机。

5.26 弹簧试验机springtestingmachine
测试弹簧性能的试验机。

5.27 弯折试验机reversebendtester
测试线材、带材等抗循环弯曲能力的试验机。

5.28 抗折机bendingtester
用于测量材料的抗折强度的试验机。

5.29 木材万能试验机universaltestingmachineforwood
具有测试木材的拉伸、压缩、劈裂、冲击、抗折和硬度等多种功能的试验机。

5.30 液压式张拉机hydraulictensionjack
在制造建筑预制件时,对其钢筋施加预定拉力,使拉伸应力达到设计要求的机器。

该机通常由千斤顶、油泵、油路和压力表等组成,简称张拉机。

5.31 混凝土回弹仪concretetesth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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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无损检测结构或构件的抗压强度的仪器。

5.32 钢丝测力仪dynamometerforsteelwire
用于测量钢丝拉力的仪器。

5.33 百分表式钢丝测力仪dial-gagedynamometerforsteelwire
由百分表显示的,通过测量钢丝的横向力确定其所受拉力的钢丝测力仪。

5.34 数显式钢丝测力仪digitaldynamometerforsteelwire
由数字显示的,通过测量钢丝的固有频率确定其所受拉力的钢丝测力仪。

5.35 测力摆pendulumformeasuringforce
在机械式 (或液压式)试验机中,用于平衡杠杆 (或测力活塞)的作用力矩的,通

过改变与铅垂线的夹角来改变相对于固定旋转轴线的力矩的,能做同步定轴转动的全部

机构 (包括摆砣、摆杆、摆轴、平衡砣、推板等零部件)。

5.36 测力活塞pistonformeasuringforce
通过油路与加力活塞油缸系统相连的,用以缩小对该件的作用力,以便进行力值测

量的活塞。又称小活塞。

5.37 测力油缸cylinderformeasuringforce
与测力活塞相配的油缸。又称小油缸。

5.38 加力活塞drivingpiston
在液压式试验机中,对试件直接施加力值的活塞。又称驱动活塞。

5.39 加力油缸drivingcylinder
与加力活塞相配的油缸。又称驱动油缸。

5.40 齿杆toothedbar
在液压式或机械式试验机中,驱动度盘指针旋转的,随测力摆做同步直线运动的带

齿的杆件。

5.41 推板pushingboard
在液压式或机械式试验机中,处于测力摆顶部的推动齿杆做直线运动的部件。

5.42 平衡砣balanceweight
在液压式或机械式试验机中,用于保持测力摆在试件未受力时处于自由铅垂状态

的,其位置可调的重物。

5.43 送油阀controlvalve
在液压式试验机中,控制流入到加力油缸油量的阀。

5.44 回油阀isolatingvalve
在液压式试验机中,控制注入到测力油缸和泄入油箱内的油量的阀。

5.45 缓冲阀releasevalve
在液压式试验机中,控制从测力油缸中流出的油量的阀。

5.46 缓冲器buffer
保持加卸荷平稳,或减缓试件断裂时冲击作用的装置。

5.47 夹头grips
试验机中夹持试样的部件。

91

JJF1011—2006



5.48 引伸计extensometer
测量线变形的仪器。

5.49 显示装置indicator
显示测量结果的装置。

5.50 记录装置recorder
记录绘制测量结果的装置。

5.51 高温装置hightemperaturedevice
对试件进行加热与保温的装置。

5.52 低温装置cryogenicdevice
对试件进行降温与保温的装置。

5.53 温度控制器temperature-controlledequipment
测量与控制试件的试验温度的装置。
注:通常包括湿度的测量与控制。

5.54 试件sample
被试验的试样、零件和构件等。

5.55 试样specimen
从被测材料、零件和构件上获取的符合相应规范的试验样品。

5.56 过负荷overload
超过试验机最大力值的负荷量,又称超载。通常用最大力值的百分比表示。

5.57 试验系统柔度flexibilityoftestingsystem
试验系统每产生单位试验力值时,系统沿力的作用方向产生的弹性变形量,单位为

mm/N。又称试验系统的K 值。

5.58 试验系统刚度stiffnessoftestingsystem
试验系统沿试验力的作用方向每产生单位弹性变形时,系统施加的作用力值,单位

为N/mm。为试验系统柔度的倒数。

5.59 示值误差errorofindication
各力值点的示值与实测值之差的绝对量或相对量。

5.60 疲劳试验机fatiguetestingmachine
对试件施加周期力值或随机力值,测量其疲劳极限和疲劳寿命等性能指标的材料试

验机。

5.61 高频疲劳试验机high-frequencyfatiguetestingmachine
能够产生频率高于100Hz的循环力值的疲劳试验机。

5.62 低频疲劳试验机low-frequencyfatiguetestingmachine
能够产生频率低于3Hz的循环力值的疲劳试验机。

5.63 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electro-hydraulic-servofatiguetestingmachine
采用电液伺服系统控制的疲劳试验机。

5.64 动静万能试验机static/dynamicuniversaltestingmachine
具有万能试验机和疲劳试验机两种功能的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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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热疲劳试验机thermal-fatiguetestingmachine
在温度做周期性变化的条件下,测量试件热疲劳性能的材料试验机。

5.66 旋转弯曲疲劳试验机fatiguetestingmachineonturn-bendingsample
能对以一定角速度绕其轴线旋转的安装成悬臂或简支形式的试样,施加恒定弯矩,

确定材料的疲劳特性的试验机。

5.67 最大循环负荷maximumcycleload
循环负荷中代数值最大的负荷值。
注:通常规定拉向负荷为正,压向负荷为负。

5.68 最小循环负荷minimumcycleload
循环负荷中代数值最小的负荷值。

5.69 平均负荷averageofload
循环负荷中最大循环负荷与最小循环负荷的代数平均值。

5.70 循环负荷范围rangeofcycleload
循环负荷中最大循环负荷与最小循环负荷的代数差。

5.71 负荷振幅amplitudeofcycleload
循环负荷范围之半。

5.72 负荷频率frequencyofcycleload
循环负荷中,每秒钟内负荷变化的周期数。

5.73 冲击试验impacttesting
利用特制的摆锤或落锤等运动物体冲击试件,根据试件破断前后摆锤或落锤的能量

差评价被冲击试件的韧性或脆性的试验。

5.74 冲击试验机impacttestingmachine
用于进行冲击试验的装置。

5.75 简支梁式冲击试验simple-beamimpacttesting
被测试样两端简支,中间受外力的冲击试验。又称夏氏冲击试验 (Charpyimpact

testing)。

5.76 悬臂梁式冲击试验cantilever-beamimpacttesting
被测试样一端被夹紧,另一端受外力的冲击试验。又称阿氏冲击试验 (Izodimpact

testing)。

5.77 摆锤式冲击试验机pendulumimpacttestingmachine
利用悬挂在具有足够刚度机架上的特制摆锤冲击以某种方式安装在支座上的试样的

冲击试验机。

5.78 三用冲击试验机universalimpacttestingmachine
通过适当地调整或更换冲击试验机的锤刀和试样支座,能够进行简支梁式冲击试

验、悬臂梁式冲击试验和拉伸冲击试验的摆锤式冲击试验机。

5.79 落锤式冲击试验机fall-hammerimpacttestingmachine
利用从一定的悬挂高度上,沿铅垂方向自由下落的特制重锤冲击以某种方式安装在

支座上的试件的冲击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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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多次冲击试验机multi-impacttestingmachine
冲锤以一定的速率,反复冲击以某种方式安装在支座上的试样的冲击试验机。

5.81 旋转轴线axisofrotation
摆轴的几何中心线,又称摆轴轴线 (简称摆轴线)。

5.82 摆锤pendulum
在摆锤式冲击试验机中,绕摆轴线做同步旋转运动的各部件的总和。它包括锤刀、

锤头、摆杆、摆轴、主动指针等。
注:由于被动指针不与上述部件做同步旋转运动,因此不属于摆锤范畴。

5.83 锤刃 strikingedge
摆锤冲击试样时,锤刀与试样相接触的直线部分。有时又称冲击刀刃。

5.84 试样支座test-piecesupports
在冲击试验机中,放置试样或支承试样承受冲击力的部件。简称支座。

5.85 水平支承面supportfaces
在简支梁式冲击试验机中,用于放置试样的支座表面。

5.86 垂直支承面anvilfaces
在简支梁式冲击试验机中,垂直于水平支承面,用于支承摆锤施加在试样上的冲击

力的支座表面。

5.87 支座跨距distancebetweenanviltips
在简支梁式冲击试验机中,支座的两个垂直支承面的端部圆弧间的最短距离。

5.88 下落角angleoffall
摆锤处于初始位置时,摆锤质心和摆轴线组成的平面与通过摆轴线的铅垂面之间的

夹角。有时又称初始扬角。

5.89 升起角angleofrise
摆锤冲击试样后到达最高位置时,摆锤质心和摆轴线组成的平面与通过摆轴线的铅

垂面之间的夹角。

5.90 摆锤自由位置freepositionofpendulum
摆锤自由悬挂时所处的静止位置。有时又称摆锤铅垂位置。

5.91 初始位能initialpotentialenergy
摆锤处于初始位置时,相对于摆锤处于自由位置时的质心所在的水平面的位能。

(即摆锤处于初始位置时的位能与摆锤处于自由位置时的位能之差。)

5.92 剩余位能residualenergy
摆锤冲击试样后,到达最高位置时的位能与摆锤处于自由位置时的位能之差。

5.93 吸收能absorbedenergy
摆锤冲击试样时,试样破断消耗的摆锤位能。通常取初始位能和剩余位能的差值作

为试样的吸收能。有时又称冲击能。

5.94 冲击韧性impacttoughness
试样的吸收能与其被冲击前缺口处最小横截面面积之比。

5.95 能量损失 energylos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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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摆锤冲击试样的整个过程中消耗于非试样破断的能量。

5.96 摆锤力矩momentofpendulum
摆锤处于水平位置时相对于摆轴线的重力矩。又称冲击常数。

5.97 打击点pointofimpact
摆锤开始冲击试样瞬间,锤刃与试样水平中心面 (该面通过试样中心并平行试样上

表面)的接触点。

5.98 冲击速度 impactvelocity
摆锤从初始位置自由下落后,开始冲击试样瞬间,打击点在锤刃上所处位置的瞬时

线速度。

5.99 冲击方向impactdirection
冲击速度的方向。

5.100 打击中心centerofpercussion
摆锤冲击试样时,使摆轴对摆锤的水平冲击支反力 (指与试样上表面平行的冲击支

反力)为零时,打击点在锤刃上的位置。

5.101 打击中心距distanceofcenterofpercussion
打击中心与摆轴线之间的距离。有时又称摆长 (lengthofpendulum)。

5.102 质心距distanceofcenterofmass
摆锤质心到摆轴线之间的距离。

5.103 专用试验机specialtestingmachine
满足特定试验对象或工艺条件的以测控单向轴力为主的试验机。

二 硬 度

1 硬度试验

1.1 硬度hardness
材料抵抗弹性变形、塑性变形、划痕或破裂等一种或多种作用的能力。
常用的有:布氏硬度、洛氏硬度、维氏硬度、努氏硬度、肖氏硬度等。

1.2 布氏硬度试验Brinellhardnesstest
对规定直径的硬质合金球加规定的试验力压入试样表面,经规定的保持时间后,卸

除试验力,测出试样表面的压痕直径,以便确定材料硬度的全部过程。

1.3 布氏硬度Brinellhardness
在布氏硬度试验中,压痕单位表面积承受的试验力,布氏硬度值单位的符号

为 HBW。

HBW=0.102×
2F

πD(D- D2-d2)
式中:

HBW———布氏硬度;

D ———压头直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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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试验力,N;

d ———压痕直径,mm。
标准块硬度值的表示方法,符号 HBW前为硬度值,符号后按顺序用数字表示球压

头直径 (mm),试验力和试验力保持时间 (10s~15s可不标注)。如350HBW5/750。
表示用直径5mm的硬质合金球在7.355kN试验力下保持10s~15s测定的布氏硬度

值为350,600HBW1/30/20表示用直径1mm的硬质合金球在294.2N试验力下保持

20s测定的布氏硬度值为600。

1.4 洛氏硬度试验Rockwellhardnesstest
在初试验力及总试验力先后作用下,将压头 (金刚石圆锥、钢球或硬质合金球)压

入试样表面,经规定的保持时间后,卸除主试验力,测出在初试验力下的残余压痕深

度,以便确定材料硬度的全部过程。

1.5 洛氏硬度Rockwellhardness
在洛氏硬度试验中,给定标尺的硬度常数与初试验力下的残余压痕深度除以给定标

尺的单位长度的差值,洛氏硬度值单位的符号为 HR。

HR=N-
h
S

式中:

HR———洛氏硬度;

N ———给定标尺的硬度常数;

h ———卸除主试验力后,在初试验力下压痕残留的深度 (残余压痕深度);mm;

S ———给定标尺的单位;mm。

A、C、D、N、T标尺 N=100;B、E、F、G、H、K标尺 N=130;A、B、C、

D、E、F、G、H、K标尺S=0.002。

N、T标尺S=0.001。

A、C和D标尺洛氏硬度用硬度值、符号 HR和使用的标尺表示。

59HRC表示用C标尺测得的洛氏硬度值为59。

B、E、F、G、H和K标尺洛氏硬度用硬度值、符号 HR、使用的标尺和球压头代

号 (硬质合金球为 W,钢球为S)表示。
注:在JJG112—2003 《金属洛氏硬度计检定规程》中规定用钢球时,其符号后面不加S。

60HRBW表示用硬质合金球压头在B标尺上测得的洛氏硬度值为60。

N标尺表面洛氏硬度用硬度值、符号、试验力数值 (总试验力)和使用的标尺

表示。

70HR30N表示用总试验力294.2N的30N标尺测得的表面洛氏硬度值为70。

T标尺表面洛氏硬度用硬度值、符号 HR、试验力数值 (总试验力)、使用的标尺

和压头代号表示。

40HR30TW表示用硬质合金球压头在总试验力为2942N的30T标尺测得的表面

洛氏硬度值为40。

1.6 维氏硬度试验Vickershardness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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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试验力将顶部两相对面夹角为136°的正四棱锥体金刚石压头压入试样表面,保

持规定的时间后,卸除试验力,测出试样表面压痕对角线长度,以便确定试样的硬度的

全部过程。

1.7 维氏硬度Vickershardness
在维氏硬度试验中,试验力除以压痕表面积所得到的商,维氏硬度值的单位符号

为 HV。

HV=常数×
试验力

压痕表面积

=0.102·
2Fsin

136°
2

d2 ≈0.1891
F
d2

式中:

HV———维氏硬度;

F ———试验力,N;

d ———压痕两对角线长度的算术平均值,mm。
维氏硬度值用HV表示,HV前面的数字为硬度值,符号后按顺序用数字表示试验

力F 和试验力保持时间 (10s~15s可以不标注)。如640HV30表示试验力F 为

294.2N保持10s~15s测定的维氏硬度值为640;720HV0.2/20表示试验力F 为

1.961N保持20s测定的显微维氏硬度值为720。
试验力F≥49.03N,为维氏硬度试验;
试验力1.961N≤F<49.03N,为小试验力维氏硬度试验;
试验力0.09807N≤F<1.961N,为显微维氏硬度试验。

1.8 努氏硬度试验Knoophardnesstest
用试验力将顶部两相对面具有规定角度的菱形棱锥体金刚石压头压入试样表面,按

规定的保持时间卸除试验力后,测出试样表面压痕长对角线的长度,以便确定试样硬度

的全部过程。

1.9 努氏硬度Knoophardness
在努氏硬度试验中,试验力除以压痕投影面积所得到的商,努氏硬度值的单位符号

为 HK。

HK=常数×
试验力

压痕投影面积=0.102×
F

d2·c

=0.102×
F

0.7028d2=1.451
F
d2

式中:

HK———努氏硬度;

c ———压头常数;c=
tanβ
2

2tan
α
2

,α及β是相对棱边之间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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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试验力,N;

d ———压痕长对角线长度,mm。
努氏硬度值用 HK表示,HK前面的数字为硬度值,符号后按顺序用数字表示试验

力和试验力保持时间 (10s~15s可以不标注)。如640HK0.1表示在试验力为

0.9807N保持10s~15s测定的努氏硬度值为640。640HK0.1/20表示在试验力为

0.9807N保持20s测定的努氏硬度值为640。

1.10 肖氏硬度试验Shorehardnesstest
将固定形状的金刚石冲头从固定的高度自由的落在试样表面上,测出冲头第一次弹

起高度,以便确定试样硬度的全部过程。

1.11 肖氏硬度Shorehardness
在肖氏硬度试验中,用冲头第一次在试样上弹起的高度除以冲头下落时的固定高

度,再乘以肖氏硬度系数得到的值,肖氏硬度值的单位符号为 HS。

HS=K
h
h0

式中:

HS———肖氏硬度;

K ———肖氏硬度系数;

h0 ———冲头落下的高度,mm;

h ———冲头第1次弹跳高度,mm。

对肖氏C型硬度,HSC=
104

65×
h
h0
,h0=254mm

对肖氏D型硬度,HSD=140×
h
h0
,h0=19mm

肖氏硬度值用 HS表示,HS前面的数字为硬度值,HS后面的符号表示硬度计类

型。如25HSC表示用C型 (计测型)肖氏硬度计测定的肖氏硬度值为25。51HSD表

示用D型 (指示型)肖氏硬度计测定的肖氏硬度值为51。

1.12 里氏硬度试验Leebhardnesstest
用硬度计的冲击装置将冲头 (碳化钨或金刚石球头)以规定势能释放,冲击在试样

表面上,测出其球头距试样表面1mm处的冲击速度与反弹速度,以便确定试样硬度的

全部过程。

1.13 里氏硬度Leebhardness
在里氏硬度试验中,冲头的冲击速度与冲头反弹速度之比乘以1000得到值,里氏

硬度的单位符号为 HL。

HL=1000×
vR

vA

式中:

HL———里氏硬度;

vA ———球头的冲击速度,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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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球头的反弹速度,m/s。
里氏硬度值用 HL表示,HL前面的数字为硬度值,HL后面的符号表示硬度计冲

击装置类型,冲击装置型号有D、DC、D+15、C、E和G型。如790HLD表示用D
型冲击装置的里氏硬度计测得的里氏硬度值为790。500HLG表示用G,型冲击装置的

里氏硬度计测得的里氏硬度值为500。

1.14 邵氏硬度试验Shorehardnesstest
在规定试验力作用下将一定形状的钢制压针,压入试样表面,当压头平面与试样表

面紧密贴合时,测出压针相对压头平面的伸出长度,以便确定试样硬度的全部过程。

1.15 邵氏硬度Shorehardness
在邵氏硬度试验中,用100减去压针相对压头平面的伸出长度L 与0.025 (mm)

的比值,邵氏硬度值的单位符号为 HA或 HD。

HA(或 HD)=100-
l
0.025

式中:

HA———A型邵氏硬度;

HD———D型邵氏硬度;

l ———压针伸出长度,mm。
试验力与A型和D型邵氏硬度有下列关系式,

FA=550+75HA
FD=445HD

式中:

FA、FD———分别为A型和D型硬度计试验力,mN。
邵氏硬度计除A型和D型外,还有B、C、D0、0、00型

1.16 国际橡胶硬度试验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test
在规定条件下将一定直径的钢球压针,压入橡胶试样表面,测出在初试验力和总试

验力先后作用下的压入深度差值。通过查表确定试样硬度的全部过程。
注1:国际橡胶硬度值和弹性模量有一已知关系,对完全弹性的各向同性材料,有下列关系式:

F/M=0.0038R0.65D1.35

式中:

F ———试验力,N;

M———弹性模量;mN/m2;

R ———钢球半径;mm;

D ———试验力作用下的压入深度;0.01mm。
注2:常规型国际橡胶硬度,初试验力0.3N,总试验力5.7N,有三个硬度测量范围:

(30~95)IRHD,钢球直径ϕ2.5mm;
(85~100)IRHD,钢球直径ϕ1.0mm;
(10~35)IRHD,钢球直径ϕ5.0mm。

1.17 塑料球压痕硬度试验plasticsballindentationhardnesstest
在初试验力和主试验力先后作用下将一定直径的钢球压头压入塑料试样表面,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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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时间后,测出压痕的压入深度,以便确定试样硬度的全部过程。

1.18 塑料球压痕硬度plasticsballindentationhardness
在塑料球压痕硬度试验中,主试验力除以压痕表面积的商,塑料球压痕硬度的单位

符号为 H。

H=
0.21F

0.25πD(h-0.04)
式中:

H ———球压痕硬度;N/mm2;

F ———总试验力;N;

D ———钢球直径;mm;

h ———修正机架变形后的压痕深度;mm;(h=h1-h2)

h1 ———总试验力下的压痕深度;mm;

h2 ———硬度计在总试验力下的机架变形量;mm。
注:钢球直径为5mm,初试验力为9.807N,总试验力为49.03N、132.4N、357.9N、

961.1N。

塑料球压痕硬度用 H表示,H前面的数字为硬度值,符号后按顺序用数字表示,
试验力和试验力保持时间 (10s~15s可不标注)。如100H36.5/30表示试验力为

357.9N,保持时间30s,测得的塑料球压痕硬度值为100。

1.19 塑料洛氏硬度试验plasticRockwellhardnesstest
塑料洛氏硬度试验通常适用于塑料、复合材料和各种摩擦材料的硬度测定。在初试

验力F。及总试验力F 先后作用下,将一定的钢球压头压入试样表面,经规定的保持

时间后,卸除主试验力F1,测出在初试验力下的残余压痕深度h 的全部过程,以便确

定塑料硬度的全部过程。
塑料洛氏硬度试验通常适用于塑料、复合材料和各种摩擦材料的硬度测定。

1.20 塑料洛氏硬度plasticRockwellhardness
用给定标尺的硬度常数减去残余压痕深度除以给定标尺单位

HR=N-
h
S

式中:

HR———塑料洛氏硬度;

N ———给定标尺的硬度常数;

h ———卸除主试验力后,在初试验力下压痕残留的深度 (残余压痕深度);mm;

S ———给定标尺的单位;mm。
塑料洛氏硬度的标尺有:E、L、M、R、S、V标尺。N=130,S=0.002。

1.21 韦氏硬度试验 Websterhardnesstest
在标准弹簧试验力作用下将一定形状的淬火压针,压入试样表面,测出压痕深度,

以便确定试样硬度的全部过程。

1.22 韦氏硬度 Websterhar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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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氏硬度试验中,压入深度除以0.01 (mm)的商,韦氏硬度值的单位符号

为 HW。

HW=
L
0.01

式中:

HW———韦氏硬度;

L ———压针伸出长度,mm。
韦氏硬度测量范围为 (0~20)HW。
注:硬度计压针有两种,一种是一个60°角的截头圆锥体,其顶端平面直径为0.4mm,称圆锥

台体压针,适用于铝及铝合金;另一种是圆柱体压针,顶端平面直径为0.4mm,适用于

软钢及硬铝。

1.23 巴氏硬度试验Barcolhardnesstest
在一定的试验力作用下将一定形状的压针压入试样表面,测出压入深度,以便确定

试样硬度的全部过程。

1.24 巴氏硬度Barcolhardness
在巴氏硬度试验中,用100减去压入深度h 与0.076 (mm)的比值得出的差值,

巴氏硬度值的单位符号为 Hba。

Hba=100-
h
0.076

式中:

Hba———巴氏硬度;

h ———压入深度,mm。
注:压针是一个26°角的截头圆锥体,其顶端平面直径为0.157mm。

1.25 果品硬度试验fruithardnesstest
在标准弹簧试验力作用下将顶端为球面的柱体压头压入苹果、梨、桃等果肉中,直

到规定深度时,测出单位面积受到的压力,以便确定果品的硬度的全部过程。
注:顶端球面面积为1cm2,其球体直径为31mm,圆柱体直径为11.1mm (用于较大果品)

或7.9mm (用于小果品)。

1.26 果品硬度fruithardness
在果品硬度试验中,果品压痕上单位面积受到的力,果品硬度的单位为N/cm2。

1.27 硬质合金洛氏 (A标尺)硬度试验hardmetalsRockwell(Ascale)hardnesstest
试验原理同洛氏硬度试验,用洛氏A标尺测量硬质合金试样的硬度。

1.28 硬质合金维氏硬度试验hardmetalsVickershardnesstest
试验原理同维氏硬度试验,所用的试验力在9.807~490.3N范围内,优先使用试

验力为294.2N,测量硬质合金试样的硬度。

1.29 马氏硬度试验 Martenshardnesstest
用金刚石正四棱锥或正三棱锥压头,对试样表面由小到大连续或步进式施加试验

力,同时测出相对应的压痕深度。根据试验力与压痕深度的关系,确定试样硬度的全部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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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马氏硬度 Martenshardness
在马氏硬度试验中,试验力与压痕表面积的商,马氏硬度值的单位符号为 HM。

HM=
F

A (h)=
F

26.43h2

式中:

HM ———马氏硬度;

F ———试验力,N;

A(h)———压痕表面积,mm2;

h ———压痕深度。
注:2000年以前国际若干文献中所提到的用于硬度及材料其他参数测量的仪器化压痕试验或万

能硬度 (universalhardness)试验和马氏硬度试验是同一试验。

1.31 铸造用湿型表面硬度试验greensandmouldsurfacehardnesstestforcasting
将一定形状的钢制压头,在一定试验力作用下压入砂型表面,当压足平面与砂型表

面紧密贴合时,测出压头相对压足里面的伸出长度,以便确定硬度的全部过程。单位符

号为 HSS。
该硬度试验有三种型式,A和B型表面硬度测量范围为 (50~100)HSS;C型表

面硬度测量范围为 (30~100)HSS。

1.32 铸造用湿型表面硬度greensandmouldsurfacehardnessforcasting
在铸造用湿型表面硬度试验中,用100减去压头伸出长度除以0.025 (mm)的

差值。

HSS=100-
l
0.025

式中:

HSS———铸造砂型表面硬度;

l ———压头伸出长度,mm。

1.33 硬度标尺hardnessscales
在硬度试验中,各种试验力和各种硬度压头的组合。

1.34 洛氏硬度标尺Rockwellhardnessscales
在洛氏硬度试验中,各种总试验力和各种洛氏压头的组合而成的标尺。
注:洛氏硬度标尺有 A、B、C、D、E、F、G、H、K、L、M、R、N、T等,常用的标尺有

A、B、C三种。A、D、C、N标尺用金刚石圆锥压头,其他标尺为各种直径的钢球压头。

N标尺包括15N、30N、45N三种标尺;T标尺包括15T、30T、45T三种标尺。

1.35 硬度值hardnessvalue
由硬度数和硬度标尺符号组成表示硬度的大小,前者是硬度数,后者是硬度标尺符

号。如60HRC、80HR30N、400HV10、200HBW10/3000/30等。

1.36 硬度测量不确定度hardnessmeasuringuncertainty
在硬度测量中,由于各种可能的物理因素、仪器结构和安装、被测件的形状、均匀

性、稳定性、表面粗糙度及测量人员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产生的对硬度值不能肯定的

程度。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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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标准硬度机

2.1 基准硬度机primary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负责建立的,用来复现和保存硬度量值单位,用作统一全国硬

度值的最高依据的标准硬度机。

2.2 副基准硬度机secondaryhardnessstandardmachine
通过与基准硬度机比对而测定硬度值的标准硬度机。其地位仅次于基准硬度机。

2.3 基准洛氏硬度机primaryRockw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用于校准洛氏硬度比对块和检定标准洛氏硬度块硬度值及标准洛氏压头示值误差的

硬度机。

2.4 副基准洛氏硬度机secondaryRockwellhardnesstandardmachine
地位仅次于基准洛氏硬度机,用于校准洛氏硬度比对块和检定标准洛氏硬度块硬度

值及标准洛氏压头示值误差的硬度机。

2.5 基准表面洛氏硬度机primaryRockwellsuperficia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用于校准表面洛氏硬度比对块和检定标准表面洛氏硬度块硬度值及标准洛氏压头

(表面洛氏压头)示值误差的硬度机。

2.6 副基准表面洛氏硬度机secondaryRockwellsuperficia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地位仅次于基准表面洛氏硬度机,用于校准表面洛氏硬度比对块和检定标准表面洛

氏硬度块硬度值及标准洛氏压头 (表面洛氏压头)示值误差的硬度机。

2.7 基准布氏硬度机primaryBrin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用于校准布氏硬度比对块和检定标准布氏硬度块硬度值的硬度机。

2.8 副基准布氏硬度机secondaryBrin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地位仅次于基准布氏硬度机,用于校准布氏硬度比对块和检定标准布氏硬度块硬度

值的硬度机。

2.9 基准维氏硬度机primaryVickershardnessstandardmachines
用于校准维氏硬度比对块和检定标准维氏硬度块硬度值的硬度机。

2.10 副基准维氏硬度机secondaryVickershardnessstandardmachines
地位仅次于基准维氏硬度机,用于校准维氏硬度比对块和检定标准维氏硬度块硬度

值的硬度机。

2.11 基准显微硬度机primarymicrohardnessstandardmachine
用于校准显微硬度比对块和检定标准显微硬度块硬度值的硬度机。

2.12 副基准显微硬度机secondarymicro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地位仅次于基准显微硬度机,用于校准显微硬度比对块和检定标准显微硬度块硬度

值的硬度机。

2.13 基准肖氏硬度机primaryShorehardnessstandardmachine
用于检定标准肖氏硬度块硬度值的硬度机。

2.14 副基准肖氏硬度机secondaryShore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地位仅次于基准肖氏硬度机,用于检定标准肖氏硬度块的硬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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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基准国际橡胶硬度机primary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standardma-
chine

用于检定标准国际橡胶硬度块硬度值的硬度机。

2.16 标准硬度机hardnessstandardmachine
符合国家检定规程规定的技术要求和不确定库等级,用于检定标准硬度块硬度值的

计量器具。

2.17 标准洛氏硬度机Rockw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用于检定标准洛氏硬度块硬度值的硬度机。

2.18 标准表面洛氏硬度机Rockwellsuperficia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用于检定标准表面洛氏硬度块硬度值的硬度机。

2.19 工作基准布氏硬度机workingstandardBrinellhardnessmachine
用于检定标准布氏硬度块硬度值的硬度机。

2.20 工作基准维氏硬度机workingstandardVickershardnessmachine
用于检定标准维氏硬度块硬度值的硬度机。

2.21 工作基准显微硬度机workingstandardmicrohardnessmachine
用于检定标准显微硬度块硬度值的硬度机。

3 硬度计hardnesstester

用于测定材料硬度值的仪器。

3.1 布氏硬度计Brinellhardnesstester
测定材料布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常用规定的试验力为29.42kN、9.807kN、7.355kN、4.903kN、2.452kN、

1.839kN、98.07N、49.03N、9.807N等。

3.2 锤击式布氏硬度计hammeringtypeBrinellhardnesstester
用锤击压痕的比较法测定布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锤击式布氏硬度计是一种简易硬度计,测定的硬度值是近似值。

3.3 洛氏硬度计Rockwellhardnesstester
测定材料洛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洛氏硬度计的初试验力为98.07N,A、F、H标尺的总试验力为588.4N,B、D、

E标尺的总试验力为980.7N,C、G、K标尺的总试验力为1.471kN。

3.4 表面洛氏硬度计Rockwellsuperficialhardnesstester
用于测定材料表面洛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表面洛氏硬度计的初试验力为29.42N,总试验力分别为147.1N、294.2N、

441.31N。

3.5 维氏硬度计Vickershardnesstester
用于测定材料维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根据试验力的不同范围,维氏硬度试验分为三种形式。试验力F≥49.03N或≥

HV5为维氏硬度计。试验力1.961N≤F<49.03N或 HV0.2~<HV5为小试验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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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硬度计。试验力0.09807N≤F<1.961N或 HV0.01~HV0.2为显微维氏硬度计。

3.6 小试验力维氏硬度计lowloadVickershardnesstester
测定材料小试验力维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3.7 显微硬度计micro-hardnesstester
测定材料显微维氏硬度值和努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3.8 肖氏硬度计Shorehardnesstester
测定材料肖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3.9 邵氏硬度计Shoredurometer
测定材料邵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注:邵氏A型用于测定橡胶和软塑料;邵氏D型用于测定塑料。

3.10 常规型国际橡胶硬度计normal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tester
测定材料国际橡胶硬度值的硬度计。

3.11 微型国际橡胶硬度计micro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tester
测定试样厚度为常规型国际橡胶硬度计的六分之一的橡胶计,它是一种缩比型国际

橡胶硬度计。

3.12 袖珍国际橡胶硬度计pocket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tester
试验力为2.65N。硬度计的刻度 (30IRHD~90IRHD)是按照国际橡胶硬度块

进行校准的。用于产品的常规检查,便于携带和现场试验用。

3.13 塑料球压痕硬度计plasticsballindentationhardnesstester
测定塑料球压痕硬度值的硬度计。

3.14 塑料洛氏硬度计plasticsRockwellhardnesstester
适用于塑料、复合材料和各种摩擦材料,测定塑料洛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3.15 果品硬度计fruitpressuretester
测定果品 (苹果、梨、桃等)硬度值的硬度计。

3.16 韦氏硬度计 Websterhardnesstester
测定材料韦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该硬度用于金属厚度 (1~6)mm的板材、管材的硬度测定,适用于铝、铝合金、

铜及比较软的黑色金属等。

3.17 巴氏硬度计Barcolimpressor
测定材料巴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3.18 铸造用湿型表面硬度计greensandmouldsurfacehardnesstesterforcastings
测定铸造湿砂型 (蕊)的表面硬度值的硬度计。通过砂型表面硬度值检查砂型的坚

实程度。
注:该硬度计有A、B、C三种形式,A型适用细砂、手工或一般机械造型;B型适用粗细砂

型、手工或一般机械造型;C型适用高压造型。

3.19 携带式硬度计portablehardnesstester
便于携带和现场试验的硬度计。
携带式硬度计突出的特点是可以对大型构件或原材料进行硬度试验,但多数硬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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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误差较大。

3.20 携带式布氏硬度计portableBrinellhardnesstester
利用动态试验力测定金属布氏硬度值的一种硬度计。
其原理是采用弹簧的弹力产生的冲击,使钢球压头压入试件的表面而获得压痕,根

据压痕直径测定其布氏硬度值。

3.21 超声硬度计ultrasonichardnesstester
用超声传感器的压头与试件表面接触时,其谐振频率随试件硬度改变的特性来测定

硬度值的硬度计。
它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测量速度快、便于操作等特点。适于对金属薄片或镀层的

硬度检验和现场硬度监视或分析。但对试样表面要求极为严格,限制了使用范围。

3.22 里氏硬度计Leebhardnesstester
测定材料里氏硬度值的硬度计。并可用里氏硬度值换算成布、洛、维、肖氏硬

度值。

3.23 电磁硬度计electro-magnetichardnesstester
根据磁性矫顽力随硬度变化的特性来测定试件洛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3.24 土壤硬度计soilhardnesstester
测定土壤硬度值的硬度计。
注:土壤硬度是以一定形状的压头压入土壤某一深度时单位底面积所受的平均阻力来表示。

测定水田、松软土及沼泽地时,用圆锥角30°的不锈钢圆锥压头,底面积3cm2。
最大压入深度为50cm。

测定旱田及一般土壤时,用顶圆半径为0.5mm,圆锥角90°的圆锥压头,底面直

径10mm,最大压入深度为20cm。

3.25 马氏硬度计 Martenshardnesstester
测定材料马氏硬度值的硬度计。
用维氏棱锥或三角形金刚石压头,压头刚接触试件表面,仪器发出信号,压头的起

始位置为零。(这时压痕深度不得超过5nm或最大试验力下深度的1%)。通过控制电

流,改变电磁力大小,可连续或步进 (即增加一个定量F)施加试验力,由小到大至额

度值,再由大到小至零。用电容传感器 (测量灵敏度<1nm)测得不同试验力下压痕

深度,测得各个瞬间试验力与压痕深度的关系,得出马氏硬度值。
其试验力范围:
宏观范围:2N≤F<1000N
显微范围:F<2N,深度h>0.0002mm。

3.26 多用硬度计universalhardnesstester
能进行布、洛、表面洛氏和维氏等二种或二种以上硬度试验的硬度计。

3.27 全自动硬度计allautomatichardnesstester
能自动地完成加卸试验力、压痕测量、数据处理等全部试验过程的硬度计。

3.28 半自动硬度计semi-automatichardnesstester
除压痕 (布氏、维氏、显微硬度等)对角线测量或数据处理外,其他试验过程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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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完成的硬度计。

4 硬度块及硬度标准、规程有关术语

4.1 标准硬度块standardhardnessblock
用来检定各种硬度计示值的计量器具。

4.2 比对硬度块comparisonhardnessblock
用于标准硬度机和工作基准硬度机示值与基准硬度机 (含副基准硬度机)进行比对

的计量器具。

4.3 洛氏硬度块的均匀度 uniformityofRockwellhardnessblocks
在检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标准洛氏硬度计在标准块的工作面均匀分布测定五

点,所测得的五点硬度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4.4 布氏硬度块的均匀度uniformityofBridlehardnessblocks
在检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布氏硬度工作基准在标准块的工作面上均匀分布,测定

五点;所测五点硬度值之间的最大差值除以五点硬度的算术平均值,用百分数表示。

4.5 维氏硬度块的均匀度uniformityofVickershardnessblocks
在检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维氏硬度工作基准在标准块的工作面上所测的五点硬度

值之间的最大差值除以五点硬度的算术平均值,用百分数表示。

4.6 肖氏硬度块的均匀度uniformityofshorehardnessblocks
在检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肖氏硬度国家基准 (包括国家副基准)在标准块的工作

面上均匀分布测定九点,所测的九点硬度值之间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4.7 微型橡胶国际硬度块的均匀度uniformityofmicrohardnesstestblocksforinterna-
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

在检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标准微型橡胶国际硬度计,在标准块工作面上,均匀

分布测定五点,所测得的五点硬度值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4.8 里氏硬度块的均匀度uniformityofLeebhardnessblocks
在检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布氏和维氏硬度工作基准,在标准块工作面上均匀分

布测定五点,根据换算表换算成里氏硬度值,其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4.9 韦氏硬度块的均匀度uniformityofWebsterhardnessblocks
在检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标准洛氏硬度计的E标尺,在标准块工作面上均匀

分布测定五点,根据换算表换算成韦氏硬度值,其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4.10 硬度块的稳定性stabilityofhardnessblocks
在规定的时间内,硬度块硬度值保持不变的程度,在间隔为二年的时间内两次检定

硬度块硬度值之差与首次测得的硬度值之百分比。
注:我国规程规定为在间隔一年的时间内,洛氏标准块的稳定性用前后两次所得硬度平均值之

差的绝对值表示。

4.11 硬度计的示值误差errorofindicationforhardnesstester
用标准硬度块检定硬度计时,硬度计示值与该硬度的标准值之差。
注:洛氏、肖氏、里氏、韦氏和微型国际橡胶硬度计示值误差均按此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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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标准硬度块检定硬度计时,硬度计示值与该硬度块的标准值之差与其标准值之百

分比。
注:布氏、维氏硬度计示值误差均按此法计算。

4.12 洛氏硬度计的重复性repeatabilityofRockweedhardnesstester
用标准硬度块检定硬度计示值时,测定五点,五点中最大与最小硬度值之差来

表示。
注:肖氏、显氏、韦氏和微型国际橡胶硬度计示值误差均按此法计算。

4.13 布氏硬度计的重复性repeatabilityofBriellehardnesstester
用标准硬度块检定硬度计示值时,测定五点,五点中最大与最小压痕直径的平均值

之差。
注:在我国规程中,用五点中最大与最小布氏硬度值之差与其硬度平均值之百分比表示。

4.14 维氏硬度计的重复性repeatabilityofVickershardnesstester
用标准硬度块检定硬度计示值时,测定五点,五点中最大与最小压痕对角线的平均

值之差。
注:我国规程中,用五点中最大与最小维氏硬度值之差与其硬度平均值之百分比。

4.15 试验力testforce
硬度试验时,压头对试样试件所施加的力。

4.16 初试验力initialtestforce
按试验法或试验程序规定的最初施加的较小试验力。
如洛氏硬度,塑料球压痕硬度和国际橡胶硬度试验均规定有初试验力。

4.17 主试验力additionaltestforce
按试验法或试验程序规定,加上初试验力后所施加的较大试验力。

4.18 总试验力totaltestforce
初试验力与主试验力之和。

4.19 压痕indentation
由于试验力作用,压头 (或压针)压入试样表面而产生的变形。

4.20 压头indenter
硬度计中具有规定形状压入试件的部件。
有布氏、洛氏、维氏、努氏硬度压头等。

4.21 标准压头standardindenter
按照国家检定规程规定的技术要求,用于检定标准硬度块的压头。

4.22 工作压头workingindenter
按照国家检定规程规定的技术要求,用于测定试件或试样硬度值的压头。

4.23 硬质合金球压头hardmetalssphericalindenter
以碳化钨为主要成分,具有一定直径的球形压头。

4.24 球压头ballindenter
由规定直径的钢球和压头体组成的压头。

4.25 布氏硬度压头Briellehardnessind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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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布氏硬度试验的直径为10mm、5mm、25mm、1mm的钢球或硬质合金球。

4.26 洛氏硬度圆锥压头Rockwellhardnessconicalindenter
圆锥角为120°,顶端球面半径为0.2mm的金刚石圆锥压头。(适用于A、C、D和

N标尺)。

4.27 洛氏硬度球压头Rockwellhardnessballindenter
直径为1.588mm (适用于B、F、G和J标尺)、3.175mm (适用于E、H和 K

标尺)、6.35mm (适用于L和 M标尺)、12.7mm (适用于R标尺)的钢球压头。

4.28 维氏硬度棱锥压头Vickershardnesspyramidindenter
两相对面夹角为136°的金刚石或工业宝石等制成的正四棱锥压头。

4.29 努氏硬度棱锥压头Knoophardnesspyramidindenter
相对棱夹角分别为172°30'和130°的金刚石四棱锥压头。

4.30 横刃ridgeattheapexofthepyramid
棱锥压头两相对面的交线。

4.31 肖氏硬度压头Shorehardnessindenter
又称肖氏硬度冲头。见4.41。

4.32 压针indenter
邵氏、韦氏、巴氏、国际橡胶等硬度计的压头。

4.33 邵氏A压针ShoreAtypeindenter
圆锥角为35°的截头圆锥体,其顶端平面直径为0.79mm。

4.34 邵氏D压针ShoreDtypeindenter
圆锥角为30°,顶端球面半径为0.1mm的圆锥压针。

4.35 韦氏硬度压针 Websterhardnessindenter
圆锥角为60°的截头圆锥体,其顶端平面直径为0.4mm。该压针适用于铝及铝

合金。
顶端平面直径为0.4mm的圆柱体压针,该压针适用于软钢及硬铝。

4.36 巴氏硬度压针Barcolhardnessindenter
圆锥角为26°的截头圆锥体,其顶端平面直径为0.157mm的压针。

4.37 微型橡胶国际硬度压针microhardnessindenterof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
直径为0.395mm的钢球压针。

4.38 湿型表面硬度压头greensandmouldsurfacehardnessindenter
有A、B、C型三种压头。由钢制成。

A型:顶端球面半径2.5mm的圆柱体压头,其柱体直径5mm,球体伸出长度

2.5mm。B型:顶端球面半径12.7mm的圆柱体压头,柱体直径15mm,球体伸出长

度2.5mm。C型:圆锥角80°,顶端球面半径1.2mm,锥体高度为2.5mm的圆锥

压头。

4.39 冲头hammer
在肖氏和里氏等硬度计中,用来冲击试件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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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里氏硬度冲头Leebhardnesshammer
又称冲击体,由碳化钨或金刚石制成。除E型冲头由金刚石制成,其他形式均由

碳化钨制成。有D、DC、D+15、G、E、C型六种,G型球直径为5mm,其他型式球

头直径为3mm。

4.41 肖氏硬度冲头Shorehardnesshammer
顶端球面半径为1.0mm的金刚石冲头。分为C、D型。

4.42 试验力保持时间durationoftestforce
试验力达到给定值后,保持试验力不变的时间。

4.43 试验力施加时间apllicationtimeoftestforce
压头或压针压入试件时,从试验力开始到全部施加上所需的时间。

4.44 压头压入速度indentingvelocityofindenter
压头压入试件时,平均每秒所压入的深度。

4.45 空程速度approachvelocity
压头压入试件前,平均每秒所经过的距离。

4.46 加试验力速率loadingrate
所施加的试验力与所需的时间之比。亦称加荷速率。

4.47 卸试验力时间unloadingtime
试验力开始卸除到卸完所需的时间。

4.48 定位装置positioningdevice
使试样处于试验位置的部件。

4.49 加力机构forcingdevice
试验力施加到试样上的机构。
注:传统方式为砝码式,即用砝码直接或借助杠杆间接施加试验力。

其他方式:用机电、液压、气动、电磁等设备施加试验力。现已有用传感器进行反

馈控制的闭环加力系统。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将来会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加力

机构中。

4.50 痕测量装置measuringdevice
用于测量压痕的有关参数如深度、对角线长度、压痕直径等的部件。

4.51 锁紧装置lockingdevice
用来减少硬度计机架变形的机构。

4.52 升降机构elevatingdevice
用来升高和下降硬度计试台的部件。

4.53 试台testinganvil
在支承装置中安置和固定试件的工作台。

4.54 硬度计主轴mainaxisofhardnesstester
硬度计上与压头连接并传递试验力的部件。

4.55 砝码weight
同力值部分1.4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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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机架fixedframework
同力值部分1.41条。

4.57 直接加力deadweightforcing
以砝码、主轴、框架等的重力作为标准试验力。

4.58 杠杆式加力leverforcing
以砝码、吊架等产生的重力作为标准试验力,经一定的杠杆机构放大后而产生的试

验力。

4.59 弹簧加力springforcing
以压缩弹簧所产生的试验力。

4.60 试样sample
同力值部分5.55条。

4.61 杠杆lever
在硬度计中,将砝码、吊架产生的重力加以放大的机构。亦称负荷杠杆。

4.62 重点刀weight-knife
同力值部分1.51条。

4.63 力点刀force-knife
将杠杆放大后的试验力传递到试件上的刀子。

4.64 杠杆比levertransmission-ratio
同力值部分1.54条。

4.65 缓冲器damper
调整试验力施加速度,并使加、卸试验力平稳的装置。

4.66 指示器indicator
测量装置中表示硬度值的部件。

4.67 分度值scaledivision
以长度或硬度为单位,所表示的标尺最小刻度间隔值。

4.68 测量杠杆measuringlever
使压头压入深度放大到指示器上的部件。

4.69 测量杠杆比measuringleverratio
测量杠杆上指示器的测杆头到支点刀刃的距离与主轴上端测量点到支点刀刃的距离

之比。

4.70 硬度计量检定系统verificationsystemofhardnessmetrology
国家硬度基准到硬度计量标准直至工作硬度计的检定程序所作的技术规定,也就是

对硬度值传递系统所作的技术规定。

4.71 金属硬度与强度换算值conversionbetweenhardnessvalueandtensionstrength
formetals

金属材料的各种硬度标尺的硬度值与拉伸强度的换算关系。

4.72 硬度值的换算conversionbetweenhardnessvalues
材料的各种硬度标尺的硬度值之间的换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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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力值计量术语中文索引

A
安全极限载荷 safeloadlimit 4.22
安全过负荷 safeoverload 3.21
安全温度范围 safetemperaturerange 3.50

B
百分表式钢丝测力仪 dial-gagedynamometerforsteelwire 5.33
摆锤 pendulum 5.82
摆锤力矩 momentofpendulum 5.96
摆锤式冲击标准机 pendulumimpactstandardmachine 1.20

摆锤式冲击机检定标准装置
standardequipmentforcalibrationofpendulumimpactma-
chine

2.40

摆锤式冲击基准机 pendulumimpactprimarystandardmachine 1.21
摆锤式冲击试验机 pendulumimpacttestingmachine 5.77
摆锤自由位置 freepositionofpendulum 5.90
半自动试验机 semi-automatictestingmachine 5.8
杯突试验机 cuppingtestingmachine 5.25
比例活塞 proportionalpiston 1.57
比例油缸 proportionalcylinder 1.58
变形 deformation 2.5
变形测量装置 indicatorofdeflection 2.4
变形示值 indicationofdeflection 2.8
标准测力仪 standarddynamometer 2.2
标准冲击块 standardimpactblocks 2.41
标准扭矩仪 standardtorque-meter 2.35
标准试验条件 standardtestcondition 3.5
补偿 compensation 3.49
不对称度 un-symmetry 3.39

C
材料试验机 materialtestingmachine 5.1
参考传感器 (组) referencetransducer(s) 3.10
参考式扭矩标准机 referencetorquestandardmachine 1.17
参考条件 referenceconditions 4.37
倾向力 sideload 3.23
测功机 machineofmeasuringpower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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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C
测力摆 pendulumformeasuringforce 5.35
测力传感器式扭矩标准机 torquestandardmachinewithforcetransducer 1.18
测力环 provingring 2.9
测力活塞 pistonformeasuringforce 5.36
测力仪 dynamometer 2.1
测力油缸 cylinderformeasuringforce 5.37
测量范围的最大载荷 maximumloadofmeasuringrange 4.13
测量范围的最小载荷 minimumloadofthemeasuringrange 4.18
长期稳定度 long-termstability 2.29
称重传感器 loadcell 4.1
称重传感器测量范围 loadcellmeasuringrange 4.9
称重传感器分度值 loadcellinterval 4.8
称重传感器固有误差 loadcellintrinsicerror 4.28
称重传感器家族 loadcellfamily 4.6
称重传感器检定分度值 loadcellverificationinterval 4.11
称重传感器输出 loadcelloutput 4.10
称重传感器误差 loadcellerror 4.27
称重传感器组 loadcellgroup 4.7
称重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 maximumnumberofloadcellverificationintervals 4.14
称重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 minimumverificationintervalofloadcell 4.17
程序控制试验机 5.9
持久强度试验机 5.22
齿杆 5.40
重叠效应 1.30
重复性 2.27
冲击方向 5.99
冲击力 2.18
冲击韧性 5.94
冲击试验 5.73
冲击试验机 5.74
冲击速度 5.98
初始位能 5.91
传感器检定分度数 4.19
垂直支承面 5.86
锤刃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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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D
打击点 pointofimpact 5.97
打击中心 centreofpercussion 5.100
打击中心距 distanceofcentreofpercussion 5.101
导向活塞 guide-piston 1.65
低频疲劳试验机 low-frequencyfatiguetestingmachine 5.62
低温试验机 lowtemperaturetestingmachine 5.5
低温装置 cryogenicdevice 5.52
递减力值 decreasingforce 1.34
递增力值 increasingforce 1.33
电感式力传感器 inductiveloadcell 3.15
电容式力传感器 capacitiveloadcell 3.16
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 electro-hydraulic-servofatiguetestingmachine 5.63
电子试验机 electronictestingmachine 5.12
叠加式力标准机 build-upforcestandardmachine-BM 1.12
校准 calibration 2.23
动静万能试验机 static/dynamicuniversaltestingmachine 5.64
动态力 dynamicforce 2.15
动态特性 dynamiccharacteristics 3.67
读数值 reading 2.7
端点平移直线 translationend-pointline 3.35
端点直线 end-pointline 3.34
多次冲击试验机 multi-impacttestingmachine 5.80
多分量传感器 multi-componenttransducer 3.9
多分量校准系统 calibrationsystemformulti-componenttransducer 3.11

E
额定变形 deflectionunderratedload 2.6
额定工作条件 ratedoperationconditions 4.36
额定力值 ratedload 2.19
额定输出 ratedoutput 3.28
额定输出环境影响 spaninstability 3.56
额定输出温度影响 temperatureeffectonratedoutput 3.51

F
砝码 weight 1.40
反向器 reverser 1.48
放大比 amplificationratio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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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F
非金属材料试验机 nonmetalmaterialtestingmachine 5.3
分度值 division 2.26
分配系数 apportionmentfactor 4.23
腐蚀试验机 corrosiontestingmachine 5.6
负荷 load 2.13
负荷传感器 loadcall 3.6
负荷范围 loadrange 2.21
负荷机架 loadingframe 1.42
负荷频率 frequencyofcycleload 5.72
负荷振幅 amplitudeofcycleload 5.71
附加滞后 additionalhysteresis 1.32
复合试验机 forces-combinedtestingmachine 5.20

G
干扰 disturbance 4.34
干扰误差 fault 4.24
干扰误差检测输出 faultdetectionoutput 4.25
钢丝测力仪 dynamometerforsteelwire 5.32
杠杆 lever 1.49
杠杆比 leveramplification-ratio 1.54
杠杆式力标准机 lever-amplificationforcestandardmachine-LM 1.10
杠杆式扭矩标准机 lever-amplificationtorquestandardmachine-LTM 1.16
杠杆有效长度 effectivelengthoflever 1.53
高频疲劳试验机 high-frequencyfatiguetestingmachine 5.61
高温试验机 hightemperaturetestingmachine 5.4
高温装置 hightemperaturedevice 5.51
工作直线 operatingline 3.33
固有频率 naturalfrequency 3.66
管形测力仪 cylindricdynamometer 2.32
过冲 overshoot 3.30
过负荷 overload 5.56

H
环境条件 ambientconditions 3.1
环境温度 ambienttemperature 3.2
缓冲阀 releasevalve 5.45
缓冲器 buffer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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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H
回程校准 decreasingcalibration 2.25
回油阀 isolatingvalve 5.44
混凝土回弹仪 concretetesthammer 5.31
活塞有效面积 effectivecross-areaofpiston 1.62

J
机架 fixedframework 1.41
机械式试验机 mechanicaltestingmachine 5.10
激励 excitation 3.47
极限过负荷 ultimateoverload 3.22
几何同轴度 geometriccoaxality 1.70
记录装置 recorder 5.50
寄生分量 parasiticcomponents 1.28
加荷横梁 beamforloading 1.45
加荷活塞 loadingpiston 1.59
加荷油缸 loadingcylinder 1.60
加力活塞 drivingpiston 5.38
加力时间 periodforloading 1.36
加力速率 loadingrate 1.37
加力油缸 drivingcylinder 5.39
夹头 grips 5.47
夹头同轴度 gripcoaxality 1.69
简支梁式冲击试验 simple-beamimpacttesting 5.75
校准方程 calibrationequation 2.31
金属材料试验机 metalmaterialtestingmachine 5.2
进程校准 increasingcalibration 2.24
静态力 staticload 2.14
静态校准 staticcalibration 3.32
静重式力标准机 deadweightforcestandardmachine-DWM 1.9
静重式扭矩标准机 deadweighttorquestandardmachine-DTM 1.15
绝缘电阻 insulationresistance 3.46

K
抗折机 bendingtester 5.28

L
拉力试验机 tensiontestingmachine 5.13
拉伸空间 roomfortensiondevice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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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L
拉向测力仪 tensiondynamometer 2.11
力 force 1.1
力标准机 forcestandardmachine 1.7
力传感器 forcetransducer 3.7
力点刀 force-knife 1.52
力放大部分 mainunit 1.56
力基准机 primaryforcestandardmachine 1.8
力级 forcestep 1.26
力值不确定度 forceuncertainty 1.22
力值范围 forcerange 1.25
力值示值误差 forceindicationdeviation 1.24
力值直线度 linearityofforce 1.31
力值重复性 forcerepeatability 1.23
力转换活塞 pistonforloadrelievingandpressuretransmitting 1.67
力转换油缸 cylinderforloadrelievingandpressuretransmitting 1.68
量程稳定性 spanstability 4.31
灵敏度 sensitivity 3.37
灵敏度漂移 sensitivitydrift 3.58
灵敏度允差 sensitivitytolerance 3.38
鉴别力 threshold 1.27
零点环境影响 zeroinstability 3.62
零点恢复 zeroreturn 3.61
零点漂移 zerodrift 3.59
零点输出 zerooutput 3.29
零点输出温度影响 temperatureeffectonzerooutput 3.52
零点移动 zerofloat 3.63
零点永久漂移 permanentzerodrift 3.60
落锤式冲击试验机 fall-hammerimpacttestingmachine 5.79

M
敏感元件 sensingelement 3.18
摩擦试验机 frictiontestingmachine 5.24a
磨损试验机 abrasiontestingmachine 5.24
木材万能试验机 universaltestingmachineforwood 5.29

N
能量损失 energyloss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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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N
逆负荷现象 counter-forcephenomenon 1.35
牛顿 Newton 1.6
扭矩扳子 torquewrench 2.35
扭矩扳子检定·校准仪 calibratoroftorquewrench 2.36
扭矩标准机 torquestandardmachine 1.13
扭矩传感器 torquetransducer 3.8
扭矩改锥 torquedriver 2.37
扭矩改锥检定·校准仪 calibratoroftorquedriver 2.38
扭矩基准机 primarytorquestandardmachine 1.14
扭矩校准杠杆 torque-calibrationlever 1.19
扭矩仪 torque-meter 2.33
扭转试验机 torsiontestingmachine 5.18

P
疲劳试验机 fatiguetestingmachine 5.60
偏心力 eccentricload 3.24
偏心倾斜力 eccentricangularload 3.26
漂移 drift 3.57
频率响应 frequencyresponse 3.68
平衡砣 balanceweight 5.42
平均负荷 averageofload 5.69

R
热疲劳试验机 thermal-fatiguetestingmachine 5.65
蠕变 creep 3.42
蠕变恢复 creeprecovery 3.43
蠕变试验机 creeptestingmachine 5.21

S
三用冲击试验机 universalimpacttestingmachine 5.78
升起角 angleofrise 5.89
剩余位能 residualenergy 5.92
湿度符号 humiditysymbol 4.5
使用环境条件 operatingambientconditions 3.3
使用寿命 operatinglife 3.64
示值误差 errorofindication 5.59
试件 sample 5.54
试验系统刚度 stiffnessoftestingsystem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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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S
试验系统柔度 flexibilityoftestingsystem 5.57
试样 specimen 5.55
试样支座 test-piecesupports 5.84
室内条件 roomcondition 3.4
受力同轴度 coaxalitywithload 1.71
输出 output 3.27
输出电阻 outputresistance 3.45
输入电阻 inputresistance 3.44
数显示式钢丝测力仪 digitaldynamometerforsteelwire 5.34
双向测力仪 tension&compressiondynamometer 2.12
水平支承面 supportfaces 5.85
松弛试验机 relaxationtestingmachine 5.23
送油阀 controlvalve 5.43
随机力 randomload 2.17

T
弹簧试验机 springtestingmachine 5.26
弹性力 elastica 1.4
弹性体 elasticelement 2.3
提升架 liftingframe 1.44
同心倾斜力 concentricangularload 3.25
推板 pushingboard 5.41

W
弯折试验机 reversebendtester 5.27
万能试验机 universaltestingmachine 5.15
万有引力 universalgravitation 1.2
微小负荷试验机 micro-loadtestingmachine 5.17
温度补偿范围 compensationtemperaturerange 3.53
温度控制器 temperature-controlledequipment 5.53
温度修正系数 coefficientfortemperaturecorrection 2.30
稳定时间 stabilizationperiod 3.55

X
吸收能 absorbedenergy 5.93
下落角 angleoffall 5.88
显示装置 indicator 5.49
显著干扰误差 significantfault 4.30

74

JJF1011—2006



表 (续)

X
线材扭转试验机 wiretorsiontester 5.19
相对vmin或Y relativevminorY 4.21
相对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relativeDRorZ 4.20
小负荷试验机 mini-loadtestingmachine 5.16
卸力时间 periodforunloading 1.38
卸力速率 unloadingrate 1.39
性能试验 performancetest 4.3
悬臂梁式冲击试验 cantilever-beamimpacttesting 5.76
旋转弯曲疲劳试验机 fatiguetestingmachineonturn-bendingsample 5.66
旋转效应 rotationeffect 1.29
旋转轴线 axisofrotation 5.81
循环负荷范围 rangeofcycleload 5.70
循环力 cycleload 2.16
循环寿命 cyclinglife 3.65

Y
压磁式力传感器 magneto-elasticloadcell 3.14
压电式力传感器 piezoelectricloadcell 3.13
压力试台 platformforloading 1.43
压力试验机 compressiontestingmachine 5.14
压缩空间 roomforcompression 1.46
压向测力仪 compressiondynamometer 2.10
压阻式力传感器 piezoresistiveloadcell 3.17
液压式力标准机 hydraulic-amplificationforcestandardmachine-HM 1.11
液压式试验机 hydraulictestingmachine 5.11
液压式张拉机 hydraulictensionjack 5.30
引伸计 extensometer 5.48
应变式力传感器 straingaugeloadcell 3.12
影响量 influencequantity 4.33
影响因素 influencefactor 4.35
油缸旋转线速度 linearyspeedofcylinder 1.64
油缸转速 turn-speedofcylinder 1.63
预负荷 preload 2.22
预热时间 warm-upperiod 3.54

Z
支点刀 support-knife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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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Z
支座跨距 distancebetweenanviltips 5.87
直接加力部分 directlyloadingunit 1.55
直线度 linearity 3.40
质心距 distanceofcentreofmass 5.102
滞后 hysteresis 2.28
滞后误差 hysteresiserror 4.26
重点刀 weight-knife 1.51
重力 gravity 1.3
重力加速度 gravityacceleration 1.5
轴向力 axialload 3.20
主轴线 primaryaxis 3.19
专用试验机 specialtestingmachine 5.103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 loadcellequippedwithelectronics 4.2
准确度级别 accuracyclass 4.4
自动试验机 automatictestingmachine 5.7
综合误差 combinederror 3.41
最大秤量 maximumcapacity 4.12
最大激励 maximumexcitation 3.48
最大循环负荷 maximumcycleload 5.67
最大压力 maximumpressure 1.66
最大允许误差 maximumpermissibleerror 4.29
最小二乘法直线 least-squaresline 3.36
最小静载荷 minimumdeadload 4.15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minimumdeadloadoutputreturn 4.16
最小力 minimumload 2.20
最小循环负荷 minimumcycleload 5.68
最小载荷输出温度影响 temperatureeffectonminimumdeadloadoutput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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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力值计量术语英文索引

A

abrasiontestingmachine 磨损试验机 5.24

absorbedenergy 吸收能 5.93

accuracyclass 准确度级别 4.4

additionalhysteresis 附加滞后 1.32

ambientconditions 环境条件 3.1

ambienttemperature 环境温度 3.2

amplificationratio 放大比 1.61

amplitudeofcycleload 负荷振幅 5.71

angleoffall 下落角 5.88

angleofrise 升起角 5.89

anvilfaces 垂直支承面 5.86

apportionmentfactor 分配系数 4.23

automatictestingmachine 自动试验机 5.7

averageofload 平均负荷 5.69

axialload 轴向力 3.20

axisofrotation 旋转轴线 5.81

B

balanceweight 平衡砣 5.42

beamforloading 加荷横梁 1.45

bendingtester 抗折机 5.28

buffer 缓冲器 5.46

build-upforcestandardmachine-BM 叠加式力标准机 1.12

C

calibration 校准 2.23

calibrationcurve 校准曲线 3.32

calibrationequation 校准方程 2.31

calibrationsystemformulti-componenttransducer 多分量校准系统 3.11

calibratoroftorquedriver 扭矩改锥检定/校准仪 2.38

calibratoroftorquewrench 扭矩扳子检定/校准仪 2.36

cantilever-beamimpacttesting 悬臂梁式冲击试验 5.76

capacitiveloadcell 电容式力传感器 3.16

centreofpercussion 打击中心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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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C

coaxalitywithload 受力同轴度 1.71

coefficientfortemperaturecorrection 温度修正系数 2.30

combinederror 综合误差 3.41

compensation 补偿 3.49

compensationtemperaturerange 温度补偿范围 3.53

compressiondynamometer 压向测力仪 2.10

compressiontestingmachine 压力试验机 5.14

concentricangularload 同心倾斜力 3.25

concretetesthammer 混凝土回弹仪 5.31

controlvalve 送油阀 5.43

corrosiontestingmachine 腐蚀试验机 5.6

counter-forcephenomenon 逆负荷现象 1.35

creep 蠕变 3.42

creeprecovery 蠕变恢复 3.43

creeprapturestrengthtestingmachine 持久强度试验机 5.22

creeptestingmachine 蠕变试验机 5.21

cryogenicdevice 低温装置 5.52

cuppingtestingmachine 杯突试验机 5.25

cycleload 循环力 2.16

cyclinglife 循环寿命 3.65

cylinderforloadrelievingandpressuretransmitting 力转换油缸 1.68

cylinderformeasuringforce 测力油缸 5.37

cylindricdynamometer 管形测力仪 2.32

D

deadweightforcestandardmachine-DWM 静重式力标准机 1.9

deadweighttorquestandardmachine-DTM 静重式扭矩标准机 1.15

decreasingcalibration 回程校准 2.25

decreasingforce 递减力值 1.34

deflectionunderratedload 额定变形 2.6

deformation 变形 2.5

dial-gagedynamometerforsteelwire 百分表式钢丝测力仪 5.33

digitaldynamometerforsteelwire 数显示式钢丝测力仪 5.34

directlyloadingunit 直接加力部分 1.55

distancebetweenanviltips 支座跨距 5.87

distanceofcentreofmass 质心距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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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D

distanceofcentreofpercussion 打击中心距 5.101

disturbance 干扰 4.34

division 分度值 2.26

drift 漂移 3.57

drivingcylinder 加力油缸 5.39

drivingpiston 加力活塞 5.38

dynamiccharacteristics 动态特性 3.67

dynamicforce 动态力 2.15

dynamometer 测力仪 2.1

dynamometerforsteelwire 钢丝测力仪 5.32

E

eccentricangularload 偏心倾斜力 3.26

eccentricload 偏心力 3.24

effectivecross-areaofpiston 活塞有效面积 1.62

effectivelengthoflever 杠杆有效长度 1.53

elasticelement 弹性体 2.3

elastica 弹性力 1.4

electro-hydraulic-servofatiguetestingmachine 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 5.63

electronictestingmachine 电子试验机 5.12

end-pointline 端点直线 3.34

energyloss 能量损失 5.95

errorofindication 示值误差 5.59

excitation 激励 3.47

extensometer 引伸计 5.48

F

fall-hammerimpacttestingmachine 落锤式冲击试验机 5.79

fatiguetestingmachine 疲劳试验机 5.60

fatiguetestingmachineonturn-bendingsample 旋转弯曲疲劳试验机 5.66

fault 干扰误差 4.24

faultdetectionoutput 干扰误差检测输出 4.25

fixedframework 机架 1.41

flexibilityoftestingsystem 试验系统柔度 5.57

force 力 1.1

forceindicationdeviation 力值示值误差 1.24

forcerange 力值范围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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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F

forcerepeatability 力值重复性 1.23

forcestandardmachine 力标准机 1.7

forcestep 力级 1.26

forcetransducer 力传感器 3.7

forceuncertainty 力值不确定度 1.22

force-knife 力点刀 1.52

forces-combinedtestingmachine 复合试验机 5.20

frequencyofcycleload 负荷频率 5.72

freepositionofpendulum 摆锤自由位置 5.90

frequencyresponse 频率响应 3.68

frictiontestingmachine 摩擦试验机 5.24a

G

geometriccoaxality 几何同轴度 1.70

gravity 重力 1.3

gravityacceleration 重力加速度 1.5

gripcoaxality 夹头同轴度 1.69

grips 夹头 5.47

guide-piston 导向活塞 1.65

H

hightemperaturedevice 高温装置 5.51

hightemperaturetestingmachine 高温试验机 5.4

high-frequencyfatiguetestingmachine 高频疲劳试验机 5.61

humiditysymbol 湿度符号 4.5

hydraulictensionjack 液压式张拉机 5.30

hydraulictestingmachine 液压式试验机 5.11

hydraulic-amplificationforcestandardmachine-HM 液压式力标准机 1.11

hysteresis 滞后 2.28

hysteresiserror 滞后误差 4.26

I

impactdirection 冲击方向 5.99

impactload 冲击力 2.18

impacttesting 冲击试验 5.73

impacttestingmachine 冲击试验机 5.74

impacttoughness 冲击韧性 5.94

impactvelocity 冲击速度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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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I

increasingcalibration 进程校准 2.24

increasingforce 递增力值 1.33

indicationofdeflection 变形示值 2.8

indicator 显示装置 5.49

indicatorofdeflection 变形测量装置 2.4

inductiveloadcell 电感式力传感器 3.15

influencefactor 影响因素 4.35

influencequantity 影响量 4.33

initialpotentialenergy 初始位能 5.91

inputresistance 输入电阻 3.44

insulationresistance 绝缘电阻 3.46

isolatingvalve 回油阀 5.44

L

least-squaresline 最小二乘法直线 3.36

lever 杠杆 1.49

leveramplification-ratio 杠杆比 1.54

lever-amplificationforcestandardmachine-LM 杠杆式力标准机 1.10

lever-amplificationtorquestandardmachine-LTM 杠杆式扭矩标准机 1.16

liftingframe 提升架 1.44

tinearity 直线度 3.40

linearityofforce 力值直线度 1.31

linearyspeedofcylinder 油缸旋转线速度 1.64

load 负荷 2.13

loadcell 负荷传感器 3.6

loadcell 称重传感器 4.1

loadcdlequippedwithelectronics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 4.2

loadcallerror 称重传感器误差 4.27

loadcellfamily 称重传感器家族 4.6

loadcellgroup 称重传感器组 4.7

loadcellinterval 称重传感器分度值 4.8

loadcellintrinsicerror 称重传感器固有误差 4.28

loadcellmeasuringrange 称重传感器测量范围 4.9

loadcelloutput 称重传感器输出 4.10

loadcallverificationinterval 称重传感器检定分度值 4.11

loadrange 负荷范围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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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L

loadingcylinder 加荷油缸 1.60

loadingframe 负荷机架 1.42

loadingpiston 加荷活塞 1.59

loadingrate 加力速率 1.37

long-termstability 长期稳定度 2.29

lowtemperaturetestingmachine 低温试验机 5.5

low-frequencyfatiguetestingmachine 低频疲劳试验机 5.62

M

machineofmeasuringpower 测功机 2.39

magneto-elasticloadcell 压磁式力传感器 3.14

mainunit 力放大部分 1.56

materialtestingmachine 材料试验机 5.1

maxtmumcapacity 最大秤量 4.12

maximumcycleload 最大循环负荷 5.67

maxtmumexcitation 最大激励 3.48

maximumloadofmeasuringrange 测量范围的最大载荷 4.13

maxtmumnumberofloadcellverificationintervals 称重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 4.14

maximumpermissibleerror 最大允许误差 4.29

maximumpressure 最大压力 1.66

mechanicaltestingmachine 机械式试验机 5.10

metalmaterialtestingmachine 金属材料试验机 5.2

micro-loadtestingmachine 微小负荷试验机 5.17

mini-loadtestingmachine 小负荷试验机 5.16

minimumcycleload 最小循环负荷 5.68

minimumdeadload 最小静载荷 4.15

mmimumdeadloadoutputreturn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4.16

minimumload 最小力 2.20

minimumloadofthemeasuringrange 测量范围的最小载荷 4.18

minimumverificationintervalofloadcell 称重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 4.17

momentofpendulum 摆锤力矩 5.96

multi-componenttransducer 多分量传感器 3.9

multi-impacttestingmachine 多次冲击试验机 5.80

N

naturalfrequency 固有频率 3.66

Newton 牛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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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N

nonmetalmaterialtestingmachine 非金属材料试验机 5.3

numberofloadcellverificationintervals 传感器检定分度数 4.19

O

operatingambientconditions 使用环境条件 3.3

operatinglife 使用寿命 3.64

operatingline 工作直线 3.33

output 输出 3.27

outputresistance 输出电阻 3.45

overlappingeffect 重叠效应 1.30

overload 过负荷 5.56

overshoot 过冲 3.30

P

parasiticcomponents 寄生分量 1.28

pendulum 摆锤 5.82

pendulumformeasuringforce 测力摆 5.35

pendulumimpactprimarystandardmachine 摆锤式冲击基准机 1.21

pendulumimpactstandardmachine 摆锤式冲击标准机 1.20

pendulumimpacttestingmachine 摆锤式冲击试验机 5.77

performancetest 性能试验 4.3

periodforloading 加力时间 1.36

periodforunloading 卸力时间 1.38

permanentzerodrift 零点永久漂移 3.60

piezoelectricloadcell 压电式力传感器 3.13

piezoresistiveloadcell 压阻式力传感器 3.17

pistonforloadrelievingandpressuretransmitting 力转换活塞 1.67

pistonformeasuringforce 测力活塞 5.36

platformforloading 压力试台 1.43

pointofimpact 打击点 5.97

preload 预负荷 2.22

primaryaxis 主轴线 3.19

primaryforcestandardmachine 力基准机 1.8

primarytorquestandardmachine 扭矩基准机 1.14

programmabletestingmachine 程序控制试验机 5.9

proportionalcylinder 比例油缸 1.58

proportionalpiston 比例活塞 1.57

65

JJF1011—2006



表 (续)

P

provingring 测力环 2.9

pushingboard 推板 5.41

R

randomload 随机力 2.17

rangeofcycleload 循环负荷范围 5.70

ratedload 额定力值 2.19

ratedoperationconditions 额定工作条件 4.36

ratedoutput 额定输出 3.28

reading 读数值 2.7

recorder 记录装置 5.50

referenceconditions 参考条件 4.37

referencetorquestandardmachine 参考式扭矩标准机 1.17

referencetransducer(s) 参考传感器 (组) 3.10

relativevminorY 相对vmin或Y 4.21

relativeDRorZ 相对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4.20

relaxationtestingmachine 松弛试验机 5.23

releasevalve 缓冲阀 5.45

repeatability 重复性 2.27

residualenergy 剩余位能 5.92

reversebendtester 弯折试验机 5.27

reverser 反向器 1.48

roomcondition 室内条件 3.4

roomforcompression 压缩空间 1.46

roomfortensiondevice 拉伸空间 1.47

rotationeffect 旋转效应 1.29

S

safeloadlimit 安全极限载荷 4.22

safeoverload 安全过负荷 3.21

safetemperaturerange 安全温度范围 3.50

sample 试件 5.54

senn-automatictestingmachine 半自动试验机 5.8

sensingelement 敏感元件 3.18

sensitivetydrift 灵敏度漂移 3.58

sensitivity 灵敏度 3.37

sensitivitythreshold 灵敏阈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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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S

sensitivitytolerance 灵敏度允差 3.38

sideload 侧向力 3.23

significantfault 显著干扰误差 4.30

simple-beamimpacttesting 简支梁式冲击试验 5.75

spaninstability 额定输出环境影响 3.56

spanstability 量程稳定性 4.31

specialtestingmachine 专用试验机 5.103

specimen 试样 5.55

springtestingmachine 弹簧试验机 5.26

stabilizationperiod 稳定时间 3.55

standarddynamometer 标准测力仪 2.2

standardequipmentforcalibrationofpendulumimpactma-
chine

摆锤式冲击机检定标准装置 2.40

standardimpactblocks 标准冲击块 2.41

standardtestcondition 标准试验条件 3.5

standardtorque-meter 标准扭矩仪 2.34

staticcalibration 静态校准 3.31

staticforce 静态力 2.14

static/dynamicuniversaltestingmachine 动静万能试验机 5.64

stiffnessoftestingsystem 试验系统刚度 5.58

straingaugeloadcell 应变式力传感器 3.12

strikingedge 锤刃 5.83

supportfaces 水平支承面 5.85

support-knife 支点刀 1.50

T

temperatureeffectonminimumdeadloadoutput 最小载荷输出温度影响 4.32

temperatureeffectonratedoutput 额定输出温度影响 3.51

temperatureeffectonzerooutput 零点输出温度影响 3.52

temperature-controlledequipment 温度控制器 5.53

tension&compressiondynamometer 双向测力仪 2.12

tensiondynamometer 拉向测力仪 2.11

tensiontestingmachine 拉力试验机 5.13

test-piecesupports 试样支座 5.84

thermal-fatiguetestingmachine 热疲劳试验机 5.65

toothedbar 齿杆 5.40

torquedriver 扭矩改锥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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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T

torquestandardmachine 扭矩标准机 1.13

torquestandardmachinewithforcetransducer 测力传感器式扭矩标准机 1.18

torquetransducer 扭矩传感器 3.8

torquewrench 扭矩扳子 2.35

torque-calibrationlever 扭矩校准杠杆 1.19

torque-meter 扭矩仪 2.33

torsiontestingmachine 扭转试验机 5.18

translationend-pointline 端点平移直线 3.35

turn-speedofcylinder 油缸转速 1.63

U

ultimateoverload 极限过负荷 3.22

universalgravitation 万有引力 1.2

universalimpacttestingmachine 三用冲击试验机 5.78

universaltestingmachine 万能试验机 5.15

universaltestingmachineforwood 木材万能试验机 5.29

unloadingrate 卸力速率 1.39

un-syrmnetry 不对称度 3.39

W

warm-upperiod 预热时间 3.54

weight-knife 重点刀 1.51

weight 砝码 1.40

wiretorsiontester 线材扭转试验机 5.19

Z

zerodrift 零点漂移 3.59

zerofloat 零点移动 3.63

zeroinstability 零点环境影响 3.62

zerooutput 零点输出 3.29

zeroreturn 零点恢复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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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硬度计量术语中文索引

B
巴氏硬度压针 Barcolhardnessindenter 4.36
巴氏硬度计 Barcolhardnessimpresser 3.17
巴氏硬度试验 Barcolhardnesstest 1.23
巴氏硬度 Barcolhardness 1.24
半自动硬度计 semi-automatichardnesstester 3.28
表面洛氏硬度计 Rockwellsuperficialhardnesstester 3.4
比对硬度块 comparisonhardnessblocks 4.2
标准表面洛氏硬度机 Rockwellsuperficia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18
标准洛氏硬度机 Rockw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17
标准硬度机 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16
标准硬度块 standardhardnessblocks 4.1
标准压头 standardindenter 4.21
布氏硬度计 Brinellhardnesstester 3.1
布氏硬度 Brinellhardness 1.3
布氏硬度计的重复性 repeatabilityofBrinellhardnesstester 4.13
布氏硬度块的均匀度 uniformityofBrinellhardnessblocks 4.4
布氏硬度试验 Brinellhardnesstest 1.2
布氏硬度压头 Brinellhardnessindenter 4.25

C
测量杠杆 measuringlever 4.68
测量杠杆比 measuringleverratio 4.69
测量装置 measuringdevice 4.50
常规型国际橡胶硬度计 normal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tester 3.10
超声硬度计 ultrasonichardnesstester 3.21
冲头 hammer 4.39
初试验力 initialtestforce 4.16
锤击式布氏硬度计 hammeringtypeBrinellhardnesstester 3.2

D
电磁硬度计 eletro-magnetichardnesstester 3.23
定位装置 postioningdevice 4.48
多用硬度计 universalhardnesstester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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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F
砝码 weight 4.55
分度值 scaledivision 4.67
副基准表面洛氏硬度机 secondaryRockwellsuperficia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6
副基准布氏硬度机 secondaryBrin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8
副基准洛氏硬度机 secondaryRockw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4
副基准维氏硬度机 secondaryVickers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10
副基准显微硬度机 secondarymicro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12
副基准肖氏硬度机 secondaryshore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14
副基准硬度机 secondary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2

G
杠杆 lever 4.61
杠杆比 levertransmission-ratio 4.64
杠杆式加力 leverforcing 4.58
工作基准布氏硬度机 workingstandardBrinellhardnessmachine 2.19
工作基准维氏硬度机 workingstandardVickershardnessmachine 2.20
工作基准显微硬度机 workingstandardmicrohardnessmachine 2.21
工作压头 workingindenter 4.22
国际橡胶硬度试验 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test 1.16
果品硬度计 fruitpressuretester 3.15
果品硬度 fruithardness 1.26
果品硬度试验 fruithardnesstest 1.25

H
横刃 ridgeattheapexofthepyramid 4.30
缓冲器 damper 4.65

J
机架 fixedframework 4.56
基准表面洛氏硬度机 primaryRcokwellsuperficia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5
基准布氏硬度机 primaryBrin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7

基准国际橡胶硬度机
primary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standard ma-
chine

2.15

基准洛氏硬度机 primaryRockw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3
基准维氏硬度机 primaryVickers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9
基准显微硬度机 primarymicro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11
基准肖氏硬度机 primaryshore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13
基准硬度机 primaryhardnessstandardmachine 2.1
加力机构 forcingdevice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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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J
加试验力速率 loadingrate 4.46

金属硬度与强度换算值
conversion between hardness value andtension strength
formetal

4.71

K
空程速度 approachvelocity 4.45

L
力点刀 force-knife 4.63
里氏硬度冲头 Leebhardnesshammer 4.40
里氏硬度计 Leebhardnesstester 3.22
里氏硬度块的均匀度 uniformityofLeebhardnesstestblocks 4.8
里氏硬度试验 Leebhardnesstest 1.12
里氏硬度 Leebhardness 1.13
洛氏硬度标尺 Rockwellhardnessseal 1.34
洛氏硬度计 Rockwellhardnesstester 3.3
洛氏硬度块的均匀度 uniformityofRockwellhardnessblocks 4.3
洛氏硬度计的重复性 repeatabilityofRockwellhardnesstester 4.12
洛氏硬度球压头 Rockwellhardnessballindenter 4.27
洛氏硬度试验 Rockwellhardnesstest 1.4
洛氏硬度 Rockwellhardness 1.5
洛氏硬度圆锥压头 Rockwellhardnessconicalindenter 4.26

M
马氏硬度计 Martenshardnesstester 3.25
马氏硬度试验 Martenshardnesstest 1.29
马氏硬度 Martenshardness 1.30

N
努氏硬度棱锥压头 Knoophardnesspyramidindenter 4.29
努氏硬度试验 Knoophardnesstest 1.8
努氏硬度 Knoophardness 1.9

Q
球压头 ballindenter 4.24
全自动硬度计 allautomatichardnesstester 3.27

S
邵氏A压针 ShoreAtypeindenter 4.33
邵氏D压针 ShoreDtypeindenter 4.34
邵氏硬度计 Shoredurometer 3.9
邵氏硬度试验 Shorehardnesstest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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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S
邵氏硬度 Shorehardness 1.15
升降机构 elevatingdevice 4.52
湿式表面硬度压头 greensandmouldsurfacehardnessindenter 4.38
试台 testinganvil 4.53
试验力 testforce 4.15
试验力保持时间 durationoftestforce 4.42
试验力施加时间 applicationtimeoftestforce 4.43
试样 sample 4.60
塑料球压痕硬度计 plasticballindentationhardnesstester 3.13
塑料球压痕硬度试验 plasticballindentationhardnesstest 1.17
塑料球压痕硬度 plasticballindentationhardness 1.18
塑料洛氏硬度计 plasticRockwellhardnesstester 3.14
塑料洛氏硬度试验 plasticRockwellhardnesstest 1.19
塑料洛氏硬度 plasticRockwellhardness 1.20
锁紧装置 lockingdevice 4.51

T
弹簧试验力 springforcing 4.59
土壤硬度计 soilhardneastester 3.24

W
维氏硬度计 Vickershardnesstester 3.5
韦氏硬度计 Wibsterhardnesstester 3.16
维氏硬度棱锥压头 Vickershardnesspyramidindenter 4.28
维氏硬度计的重复性 repeatablityofVickershardnesstester 4.14
维氏硬度块的均匀度 uniformityofVickershardnessblocks 4.5
韦氏硬度块的均匀度 uniformityofWebsterhardnessblocks 4.9
维氏硬度试验 Vickershardnesstest 1.6
维氏硬度 Vickershardness 1.7
韦氏硬度试验 Websterhardnesstest 1.21
韦氏硬度 Websterhardness 1.22
韦氏硬度压针 Websterhardnessindenter 4.35
微型国际橡胶硬度计 micro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tester 3.11
微 型 橡 胶 国 际 硬 度 块 的 均

匀度

uniformityof microhardnesstestblocksforinternational
rubberhardnessdegree

4.7

微型橡胶国际硬度压针
microhardnessindenterof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

gree
4.37

X
小试验力维氏硬度计 lowloadVickershardnesstester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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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X
肖氏硬度试验 Shorehardnesstest 1.10
肖氏硬度 Shorehardness 1.11
肖氏硬度冲头 Shorehardnesshammer 4.41
肖氏硬度计 Shorehardnesstester 3.8
肖氏硬度块的均匀度 unifomityofShorehardnessblocks 4.6
肖氏硬度压头 Shorehardnessindenter 4.31
显微硬度计 micro-hardnesstester 3.7
携带式布氏硬度计 portableBrinellhardnesstester 3.20
携带式硬度计 portablehardnesstester 3.19
卸试验力时间 unloadingtime 4.47
袖珍国际橡胶硬度计 pocket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tester 3.12

Y
压痕 indentation 4.19
压头 indenter 4.20
压头压入速度 indentingvelocityofindenter 4.44
压针 indenter 4.32
硬度 hardness 1.1
硬度测量不确定度 hardnessmeasuringuncertainty 1.36
硬度标尺 hardnessscales 1.33
硬度计 hardnesstester 3
硬度计的示值误差 errorofindicationforhardnesstester 4.11
硬度计量检定系统 verficationsystemofhardnessmetrdogy 4.70
硬度计主轴 mainaxisofhardnesstester 4.54
硬度块的稳定性 stabilityofhardnessblock 4.10
硬度值 hardnessvalue 1.35
硬度值的换算 conversionbetweenhardnessvalues 4.72
标准硬度块 standardhardnessblocks 4.1
硬质合金洛氏 (A 标尺)硬

度试验
hardmetalsRockwell(Ascale)hardnesstest 1.27

硬质合金球压头 hardmetalssphericalindenter 4.23
硬质合金维氏硬度试验 hardmetalsVickershardnesstest 1.28

Z
直接加力 deadweightforcing 4.57
指示器 indicator 4.66
重点刀 weight-knife 4.62
主试验力 additionaltestforce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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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Z
铸造用湿型表面硬度计 greensandmouldsurfacehardnesstesterforcastings 3.18
铸造用湿型表面硬度试验 greensandmouldsurfacehardnesstestforcasting 1.31
铸造用湿型表面硬度 greensandmouldsurfacehardnessforcasting 1.32
总试验力 totaltestforce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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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硬度计量术语英文索引

A

additionaltestforce 主试验力 4.17

allautomatichardnesstester 全自动硬度计 3.27

applicationtimeoftestforce 试验力施加时间 4.43

approachvelocity 空程速度 4.46

B

ballindenter 球压头 4.24

Barcolhardnesstest 巴氏硬度试验 1.23

Barcolhardness 巴氏硬度 1.24

Barcolimpresser 巴氏硬度计 3.17

Barcolindenter 巴氏压针 4.36

Brinellhardnessindenter 布氏硬度压头 4.25

Brinellhardnesstest 布氏硬度试验 1.2

Brinellhardness 布氏硬度 1.3

Brinellhardnesstester 布氏硬度计 3.1

C

conversionbetweenhardnessvalues 硬度值的换算 4.72
conversion between hardness value andtension strength
formetal

金属硬度与强度换算值 4.71

D

damper 缓冲器 4.65

deadweightforcing 直接加力 4.57

durationoftestforce 试验力保持时间 4.42

E

eletro-magnetichardnesstester 电磁硬度计 3.23

elevatingdevice 升降机构 4.52

errorofindicationforhardnesstester 硬度计的示值误差 4.11

F

fixedframework 机架 4.56

force-knife 力点刀 4.63

forcingdevice 加力机构 4.49

fruithardnesstest 果品硬度试验 1.25

fruithardness 果品硬度 1.26

fruitpressuretester 果品硬度计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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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G

greensandmouldsurfacehardnessindenter 湿式表面硬度压头 4.38

greensandmouldsurfacehardnesstestforcasting 铸造用湿型表面硬度试验 1.31

greensandmouldsurfacehardnessforcasting 铸造用湿型表面硬度 1.32

greensandmouldsurfacehardnesstesterforcastings 铸造用湿型表面硬度计 3.18

H

hammer 冲头 4.39

hammeringtypeBrinellhardnesstester 锤击式布氏硬度计 3.2

hardmetalsRockwell(Ascale)hardnesstest
硬质合金洛氏 (A 标尺)硬

度试验
1.27

hardmetalssphericalindenter 硬质合金球压头 4.23

hardmetalsVickershardnesstest 硬质合金维氏硬度试验 1.28

hardness 硬度 1.1

hardnessmeasuringuncertainty 硬度测量不确定度 1.36

hardnessscales 硬度标尺 1.33

hardnessstandardmachine 标准硬度机 2.16

hardnesstester 硬度计 3

hardnessvalue 硬度值 1.35

I

indentation 压痕 4.19

indenter 压头 4.20

indenter 压针 4.32

indentingvelocityofindenter 压头压入速度 4.44

indicator 指示器 4.66

initialtestforce 初试验力 4.16

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test 国际橡胶硬度试验 1.16

K

Knoophardnesspyramidindenter 努氏硬度棱锥压头 4.29

Knoophardnesstest 努氏硬度试验 1.8

Knoophardness 努氏硬度 1.9

L

Leebhardnesshammer 里氏硬度冲头 4.40

Leebhardnesstest 里氏硬度试验 1.12

Leebhardness 里氏硬度 1.13

Leebhardnesstester 里氏硬度计 3.22

lever 杠杆 4.61

leverforcing 杠杆式试验力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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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L

levertransmission-ratio 杠杆比 4.64

loadingrate 加试验力速率 4.46

lockingdevice 锁紧装置 4.51

lowloadVickershardnesstester 小试验力维氏硬度计 3.6

M

mainaxisofhardnesstester 硬度计主轴 4.54

Marten’shardnesstest 马氏硬度试验 1.29

Marten’shardness 马氏硬度 1.30

Marten’shardnesstester 马氏硬度计 3.25

measuringdevice 测量装置 4.50

measuringlever 测量杠杆 4.68

measuringleverratio 测量杠杆比 4.69

micro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tester 微型国际橡胶硬度计 3.11
microhardnessindenterof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

gree
微型橡胶国际硬度压针 4.37

microhardnesstester 显微硬度计 3.7

N

normal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tester 常规型国际橡胶硬度计 3.10

P

plasticballindentationhardnesstest 塑料球压痕硬度试验 1.17

plasticballindentationhardness 塑料球压痕硬度 1.18

plasticballindentationhardnesstester 塑料球压痕硬度计 3.13

pocket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tester 袖珍国际橡胶硬度计 3.12

plasticRockwellhardnesstest 塑料洛氏硬度试验 1.19

plasticRockwellhardness 塑料洛氏硬度 1.20

plasticRockwellhardnesstester 塑料洛氏硬度计 3.14

portableBrinellhardnesstester 携带式布氏硬度计 3.20

portablehardnesstester 携带式硬度计 3.19

postioningdevice 定位装置 4.48

primaryBrin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基准布氏硬度机 2.7

primary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基准硬度机 2.1

primaryinternationalrubberhardnessdegreestandardmachine 基准国际橡胶硬度机 2.15

primarymicro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基准显微硬度机 2.11

primaryRockw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基准洛氏硬度机 2.3

primaryRcokwellsuperficia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基准表面洛氏硬度机 2.5

primaryshore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基准肖氏硬度机 2.13

primaryVickers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基准维氏硬度机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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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R

Rockwellsuperficia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标准表面洛氏硬度机 2.18

Rockw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标准洛氏硬度机 2.17

Rockwellsuperficialhardnesstester 表面洛氏硬度计 3.4

repeatabilityofBrinellhardnesstester 布氏硬度计的重复性 4.13

repeatabilityofRockwellhardnesstester 洛氏硬度块的均匀性 4.12

Rockwellhardnessseal 洛氏硬度标尺 1.34

Rockwellhardnesstester 洛氏硬度计 3.3

Rockwellhardnessballindenter 洛氏硬度球压头 4.27

Rockwellhardnesstest 洛氏硬度试验 1.4

Rockwellhardness 洛氏硬度 1.5

Rockwellhardnessconicalindenter 洛氏硬度圆锥压头 4.26

S

semi-automatichardnesstester 半自动硬度计 3.28

standardhardnessblocks 标准硬度块 4.1

standardindenter 标准压头 4.21

scaledivision 分度值 4.67

secondaryRockwellsuperficia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副基准表面洛氏硬度机 2.6

secondaryBrin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副基准布氏硬度机 2.8

secondaryRockwell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副基准洛氏硬度机 2.4

secondaryVickers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副基准维氏硬度机 2.10

secondarymicro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副基准显微硬度机 2.12

secondaryShore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副基准肖氏硬度机 2.14

secondaryhardnessstandardmachine 副基准硬度机 2.2

ShoreAtypeindenter 邵氏A压针 4.33

ShoreDtypeindenter 邵氏D压针 4.34

Shoredurometer 邵氏硬度计 3.9

Shorehardnesstest 邵氏硬度试验 1.14

Shorehardness 邵氏硬度 1.15

sample 试样 4.60

springforcing 弹簧试验力 4.59

soilhardnesstester 土壤硬度计 3.24

Shorehardness 肖氏硬度 1.11

Shorehardnesstest 肖氏硬度试验 1.10

Shorehardnesshammer 肖氏硬度冲头 4.41

Shorehardnesstester 肖氏硬度计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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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S

Shorehardnessindenter 肖氏硬度压头 4.31

stabilityofhardnesstestblock 硬度块的稳定性 4.10

standardhardnessblocks 标准硬度块 4.1

T

testinganvil 试台 4.53

testforce 试验力 4.15

totaltestforce 总试验力 4.18

U

ultrasonichardnesstester 超声硬度计 3.21

universalhardnesstester 多用硬度计 3.26

uniformityofRockwellhardnessblocks 洛氏硬度块的均匀度 4.3

uniformityofBrinellhardnessblocks 布氏硬度块的均匀度 4.4

uniformityofVickershardnessblocks 维氏硬度块的均匀度 4.5

unifomityofShorehardnessblocks 肖氏硬度块的均匀度 4.6
uniformityof microhardnesstestblocksforinternational
rubberhardnessdegree

微 型 橡 胶 国 际 硬 度 块 的 均

匀度
4.7

uniformityofLeebhardnesstestblocks 里氏硬度块的均匀度 4.8

uniformityofWebsterhardnesstestblocks 韦氏硬度块的均匀度 4.9

unloadingtime 卸试验力时间 4.47

V

Vickershardnesstester 维氏硬度计 3.5

Vickershardnesspyramidindenter 维氏硬度棱锥压头 4.28

Vickershardnesstest 维氏硬度试验 1.6

Vickershardness 维氏硬度 1.7

verificationsystemofhardnessmetrology 硬度计量检定系统 4.70

W

weight 砝码 4.55

workingstandardBrinellhardnessmachine 工作基准布氏硬度机 2.19

workingstandardVickershardnessmachine 工作基准维氏硬度机 2.20

workingstandardmicrohardnessmachine 工作基准显微硬度机 2.21

workingindenter 工作压头 4.22

Wibsterhardnesstester 韦氏硬度计 3.16

Websterhardnesstest 韦氏硬度试验 1.21

Websterhardness 韦氏硬度 1.22

Websterhardnessindenter 韦氏硬度压针 4.35

weight-knife 重点刀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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