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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28《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分为以下4个部分: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第2部分:高温试验方法;
———第3部分:低温试验方法;
———第4部分:液氦试验方法。
本部分为GB/T228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4338—2006《金属材料 高温拉伸试验方法》,与GB/T4338—2006相比主要技

术内容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名称;
———修改和增加了部分术语和符号,如指示温度符号由“θ”更改为“T”,规定温度符号由“θi”更改

为“Ti”,增加了术语“保温时间ts”,“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p”改为“规定塑性延伸强度Rp”;
———增加了试验速率的控制方法A应变速率控制方法;
———在第9章表2温度的允许偏差及温度梯度表中增加了“1000℃<T≤1100℃”温度允许偏差

及温度梯度;
———在第10章增加了引伸计的装卡方法;
———修改了试验结果数值的修约。
本部分采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SO6892-2:2011《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2部分:高

温试验方法》。
本部分的整体结构、层次划分、编写方法和技术内容与ISO6892-2:2011基本一致。
本部分对国际标准在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在正文中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

垂直单线标识: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本部分直接引用与国际标准相对应的我国国家标准;
———将第7章中原始横截面积三次测量的最小值改为平均值;
———在第11章中增加了对于上、下屈服强度位置判定的基本原则。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部分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删除了国际标准前言。
本部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3)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钢铁研究总院、冶金工业标准信息研究院、深圳万测试验设备有限公司、首钢总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罗静、高怡斐、赵俊平、董莉、刘正东、安建平、侯捷、王萍。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GB/T4338—1984、GB/T4338—1995、GB/T433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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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228的本部分提供了两种试验速率的控制方法。方法A为应变速率(包括横梁位移速率),
相对误差±20%。方法B传统的应变速率范围。方法A旨在减小测定应变速率敏感参数时试验速率

的变化和减小试验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
通常,高温拉伸试验的试验速率对力学性能的影响比室温影响更大。
传统上,高温拉伸试验的力学性能测试采用比室温拉伸试验低的应变或应力速率。本部分除了推

荐采用较低的应变速率,还允许在特定情况下采用较高的应变速率,如与测试室温性能相同的应变

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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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2部分:高温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温度在高于室温条件下金属材料拉伸试验方法的定义、符号和说明、试样及其尺寸测

量、试验设备、试验要求、性能测定、测定结果数值修约和试验报告。
本部分适用于温度在高于室温条件下金属材料拉伸性能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28.1—2010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ISO6892-1:2009,MOD)

GB/T16825.1 静力单轴试验机的检验 第1部分:拉力和(或)压力试验机 测力系统的检验与

校准(GB/T16825.1—2008,ISO7500-1:2004,IDT)

GB/T12160 单轴试验用引伸计的标定(GB/T12160—2002,ISO9513:1999,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228.1—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通常,所有试样几何尺寸均在室温下测量,引伸计标距(见3.3和10.2.2)有可能例外。
注:除非另有相关规范和协议规定,一般不测定下列高温性能:

———规定残余延伸强度(Rr);
———残余伸长率;
———残余延伸率;
———屈服点延伸率(Ae);
———最大力总延伸率(Agt);
———最大力塑性延伸率(Ag);
———断裂总延伸率(At)。

3.1
原始标距 originalgaugelength
Lo

室温下加热前和施力前的试样标距。

3.2
断后伸长率 percentageelongationafterfracture
A
室温下,断后标距的残余伸长(Lu-Lo)与原始标距(Lo)之比的百分率。
注:见GB/T228.1—2010中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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