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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各国的国家标准机构(ISO 成员单位)的世界性联盟。ISO 国际标

准的编制通常是通过 ISO 技术委员会组织完成的。凡是对某技术委员会已经确定的项目感

兴趣的每个成员单位都有权派代表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凡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有联

系的国际组织，不管是政府的还是非政府的，也可参加 ISO 国际标准的编制工作。在电工

技术标准化的各个方面，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是紧密协作的。 

ISO/IEC 指令，第 1 部分描述了本文件起草所用的程序以及其未来维护所用的程序。特

别地，应注意不同的 ISO 文件类型需要不同的批准准则。本文件按照 ISO/IEC 指令，第 2

部分的编辑规则进行起草。（见 www.iso.org/directives） 

时刻注意本文件某些内容可能涉及到专利权。ISO 应不为识别任何或所有专利权承担责

任。在本文件起草期间识别的任何专利权细节将出现在前言和/或收到的 ISO 专利权声明清

单中。（见 www.iso.org/patents） 

本文件所用的任何商标作为参考信息给出，以用于方便用户，同时不构成一种担保。 

一致性评估相关的 ISO 特定术语和表述的意义解释以及 ISO 遵循的贸易技术壁垒

（TBT）的 WTO 原则相关信息访问以下 URL：Foreword -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本文件的责任委员会为 ISO/TC 164《金属材料的机械试验》分技术委员会 SC1 为《单

轴向试验》。 

第 2 版经过技术性修订（以进行以下更改）而取消和替代第 1 版（ISO 6892-1:2009）： 

 1）第 10 条重新编号； 

2）增加关于使用方法 A 和 B 的信息； 

3）新命名： 

1）方法 A 闭环 → A1 

2）方法 A 开环→ A2； 

4）增加 A.5； 

5）附录 F 中增加测定试验设备刚度的内容； 

6）新规范性附录 G：用单轴拉伸试验测定金属材料的弹性模量； 

7）原附录 G 被重命名为附录 H，原附录 H 被重命名为附录 I，以此类推。 

 ISO 6892 由以下部分组成，总标题是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 第一部分：室温测试方法 

以下部分正在制定： 

– 第二部分：高温测试方法 

– 第三部分：低温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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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部分已经制定： 

– 第四部分：液氮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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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制定 ISO 6892讨论关于测试速度过程中，决定在未来版本中推荐使用应变速率控制。 

ISO 6892 的本部分中有两种测试速率方法可用。第一，方法 A，依照应变速率（包括

十字头分离率），第二，方法 B，依照应力速率。方法 A 是为了尽量减少在目前的速率变化

时，测试应变速率的敏感参数，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测试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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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室温测试方法 

 

1 范围 

 

ISO 6892 的本部分中规定了金属材料拉伸试验方法，定义了金属材料室温力学性能的测定。 

注：附录 A 给出了计算机控制试验机的补充建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勘误的内容）。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

本适用于本标准。 

ISO 7500-1 金属材料—静态单轴向试验机的验证—第 1 部分:拉伸/压缩试验机—力测量系

统的验证和校正 

ISO 9513   金属材料—单轴向试验用引伸计的校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注意以下内容，名称“力”与“应力”或“延伸”，“延伸率”和“应变”，分别应用于不同

场合（如图轴标签或解释不同性质的测定）。然而，如果是一般描述或曲线上的一点，名称

“力”与“应力”或“延伸”，“延伸率”和“应变”可以互换使用。 

 

3.1 标距 Gauge length 

L 

测量伸长用的试样圆柱或棱柱部分的长度。 

3.1.1 原始标距 Original gauge length 

L0 

室温下施力前的试样标距（3.1）。 

3.1.2 断后标距 Final gauge length after fracture 

Lu 

在室温下将断后的两部分试样紧密地对接在一起，保证两部分的轴线位于同一条直线上，测

量试样断裂后的标距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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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伸长 Elongation 

试验期间任一时刻原始标距（3.1.1）的增量。 

3.4 伸长率 Percentage elongation 

原始标距的伸长与原始标距 Lo 之比的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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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残余伸长率 Percentage permanent elongation 

卸除指定的应力后，伸长相对于原始标距 Lo的百分率。 

3.4.2 断后伸长率 Percentage elongation after fracture 

A 

断后标距的残余伸长（Lu- L0）与原始标距（L0）（3.1.1）之比的百分率。 

注 1：更多信息见 8.1 节。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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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伸计起始标距长度。 

注 1：更多信息见 8.3 节。 

3.6 延伸 Extension 

试验期间任一给定时刻引伸计标距（3.5）Le的增量。 

3.6.1 延伸率 Percentage extension“strain” 

用引伸计标距 Le（3.5）表示的延伸百分率 

3.6.2 残余延伸率 Percentage permanent extension 

试样施加并卸除应力后引伸计标距的增量与引伸计标距 Le（3.5）之比的百分率。 

3.6.3 屈服点延伸率 Percentage yield point extension 

Ae 

呈现明显屈服（不连续屈服）现象的金属材料，屈服开始至均匀加工硬化开始之间引伸计标

距的延伸与引伸计标距 Le之比的百分率。 

注 1：见图 7。 

3.6.4 最大力总延伸率 Percentage total extension at maximum force 

Agt 

最大力时原始标距的总延伸（弹性延伸加塑性延伸）与引伸计标距（3.5） Le之比的百分率。 

注 1：见图 1。 

3.6.5 最大力塑性延伸率 Percentage plastic extension at maximum force 

Ag 

最大力时原始标距的塑性延伸与引伸计标距 Le之比的百分率。 

注 1：见图 1。 

3.6.6 断裂总延伸率 Percentage total extension at fracture 

At 断裂时刻原始标距的总延伸（弹性延伸加塑性延伸）与引伸计标距（3.5）Le之比的百分

率。 

注 1：见图 1。 

3.7 试验速率 Testing rate 

3.7.1 应变速率 Strain rate 

 

用引伸计标距 Le （3.5）测量时单位时间的应变增加值。 

注：见 3.5 

3.7.2 平行长度应变速率的估计值 Estimated strain rate over the parallel length 

 

根据横梁分离速率和试样平行长度 Lc计算的试样平行长度的应变单位时间内的增加值。 

3.7.3 横梁位移速率 Crosshead separ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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