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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澳大利亚®标准由金属力学试验技术委员会MT-006起草。本标准于2007年5月7日由

澳大利亚标准协会批准。本标准于2007年7月12日出版。 

 

 

    委员会MT-006包括以下组织： 

·澳大利亚钢制造商协会 

·澳大利亚材料协会 

·国家测试机构协会 

·国家测量协会 

 

 

 

   本标准发布时采用了作为DR 06728的草案建议表格。 

    澳大利亚标准协会期望专家个人通过在公共意见阶段向委员会表达他们的观点来致力

于参与本标准的改进。 

 

标准保持更新 

澳大利亚®标准是应适时更新的文件体系，反映人们在科学、技术及系统方面取得的进

步。为了保持标准的版本更新，所有标准都得到定期评审并出版新的版本。在刊印不同版本

期间，可能还会发布修改单。 

标准也可能会被取消。很重要的是读者需确保他们使用现行有效标准，这应包括本标准

出版之日起已经出版了的任何修改单。 

澳大利亚标准，草案，修改单和新项目相关的详细信息可以通过访问

www.standards.org.au来找到。 

澳大利亚标准协会也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改进我们的标准，尤其鼓励读者发现任

何明显的误差或者模糊之处立即通知我们。可通过发emai给mail@standards.org.au，或写信

给Standards Australia, GPO Box 476, Sydney, NSW 2001来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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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标准由澳大利亚标准协会的金属力学试验MT-006起草。本标准替代AS 1391-2005“金

属材料-室温下拉伸试验”。 

    本标准合并了修改单1（2012年7月）。修订单要求的修改已经在文本受影响的章节，注

释，表格，图形或其它部分中采用一条页边缘修改条和修订数字来指示。 

本版本的目的是修订拉伸试验用样本制备的容许方法。 

本标准是一个包含了拉伸试验方法范围的标准系列中的其中一份标准。 

该系列包含以下标准： 

AS 

1391    金属材料—室温下拉伸试验（本标准） 

1545    伸长计的校准和分级方法 

1855    圆形钢管的横向性能测定方法 

2291    金属材料—高温下拉伸试验 

2403    薄板和带材金属的塑性应变”r”的测量方法 

本标准已经采用术语“规范性”和“资料性”来定义附录所适用的应用场合。一个“规范性”

附录构成了某一标准的完整一部分，然而“资料性”附录仅作为参考信息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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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标准 

 

澳大利亚标准 

金属材料—室温下拉伸试验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通过在室温下对金属试样施加单轴拉伸应变，从而确定一个或多个拉伸性

能的方法。本标准定义了将要测定的性能和描述试验和试样所用的术语。本标准还规定了标

准试样尺寸和测定宽范围产品形式所用拉伸试验方法。 

当材料标准（产品标准）规定了试样尺寸时，这些尺寸优先于附录 A和 C中所规定的

尺寸。 

 

2. 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AS 

1545    引伸计校准和分级方法 

1654    公差和配合的 ISO体系 

2193    力测量系统的校准和分类 

ISO  

2566   钢—伸长率值的换算 

2566-1 第 1部分：碳素钢和低合金钢 

2566-2   第 2部分：奥氏体钢 

5725    测量方法和结果的精度（真实度和准确度） 

5725-2   第 2部分：某一标准测量方法的重复性和再现性的基本测定方法 

 

3. 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伸长 Elongation 

     试验期间任一时刻原始标距（Lo）的增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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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程应力 Engineering stress 

   试验期间任一时刻的力除以试样原始横截面积 So之商。 

3.3 引伸计标距长度 Extensometer gauge length（Le） 

用引伸计测量试样延伸时所使用试样的平行部分的长度。 

注：建议在测量屈服强度和规定强度参数时，Le应尽可能横跨试样的平行部分长度。理想来说，Le应

大于 0.5Lo但小于 0.9Lc。这应确保引伸计能探测到在试样内发生的所有屈服事件。进一步建议测量在最大

力时或最大力之后的参数，Le近似等于 Lo。 

3.4 断后标距 Final gauge length（Lu） 

    试样断裂之后的标距。 

3.5 断裂 Fracture 

当试样发生完全分离或力在名义上减小到零时，此时发生的现象视为断裂。 

3.6 标距 Gauge length（L） 

测量伸长所用的试样圆柱形或菱形部分的长度。 

3.7 下屈服强度 Lower yield strength（ReL） 

在塑性屈服期间，不计任何初始瞬时效应时的最小应力（见图 2）。 

3.8 最大力 Maximum force（Fm） 

     一旦达到屈服点，在试验期间试样可承受的最高力。 

3.9 原始标距 Original gauge length（L0） 

    力施加之前的标距。 

3.10平行长度 Parallel length（Lc） 

试样平行缩减部分的长度。 

    注：平行长度的概念被未加工试样夹持部分之间的距离取代。 

3.11 伸长率 Percentage elongation 

     采用原始标距 Lo的百分率来表示的伸长。 

3.12 断后伸长率 Percentage elongation after fracture（A） 

断后标距的残余伸长（Lu- L0），采用原始标距 Lo 的百分率来表示。 

注：对于比例试样，若原始标距不为 oS65.5 ，其中 S0为平行长度的原始横截面面积，符号 A 应

附一个指数说明所使用的比例系数，例如： 

A11.3 =原始标距 Lo为 oS3.11 的伸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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