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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引伸计是一种测定材料应变数据的测试仪器"简要叙述引伸计的组成#原理#优缺点以及检定方法"根据规程!检定

引伸计的标准器是引伸计标定器"但由于引伸计的型式较多!外加现场检定的限制!可以选择一些实验室现有检具搭建相当

于引伸计标定器作用的标准器"简述了除引伸计标定器外!利用试验室现有的光栅检具和用量块配合大量程指示表或测微

仪代替引伸计标定器来作为检具对引伸计进行检定的方式方法"叙述了对于检定不合格的引伸计进行判定#参数设置#机械

结构和软件调修"最后提出非接触自动式是未来引伸计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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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由于当今建筑行业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许多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越来越高的设计和越来

越短的建筑周期导致了建筑模式的改变!建筑材料已经从

原来的砖瓦材料逐渐转化为钢筋水泥材料"随着钢筋的

需求量越来越大!同时也对钢筋的质量和拉伸性能提出了

更高要求"

作为一种检测应变的计量器具(

"

)

!引伸计越来越多地

被用于各种钢筋#塑料等材料生产企业的拉伸测试中!其

准确度将直接影响材料的性能测试"如今!引伸计的检定

需求量越来越大!受到计量界更多关注"

为了保证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规范各类引伸计的计量

检定!全国力值硬度计量技术委员会编写了
dd]OU#I#&&O

4引伸计检定规程5"规程中建议使用的标准器是引伸计

标定器"但目前成品标定器较少!而且大多是机械读数!

不适合携带去企业现场检验"本文提出了几种轻巧方便

可以代替标准器的检定设备!并提出了现场检验时容易出

现的问题和注意事项以及调修方法"

A

!

引伸计的组成和原理

应变和应力是相关的"应力会使材料产生应变$反

之!如果产生应变!其必定是受到了应力"引伸计就是一

种测定材料应变的计量器具(

#

)

"

引伸计通常是由
*

部分组成'传感器#放大器和显示

记录器"传感器首先将试样的形变转换为可方便测量的

信号!如光#机#电#声等信号"放大器的作用是放大!用来

放大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显示器或记录器将经过处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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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直接显示在屏幕上或自动存储在记录中(

*

)

"

在企事业单位的实际测量过程中!引伸计是采用
4?K

插口直接通过计算机软件界面进行显示"引伸计在测量

时是和拉力试验机相配合"先将引伸计用橡皮筋或刀卡

固定在试件上!当拉力试验机按照计算机指令给试件固定

的拉力时!引伸计的微型形变经过信号处理后在计算机软

件界面显示出来"

%

!

引伸计的检定

根据测量条件和环境要求!通过选择引伸计不同标距

和量程规格!能测量应变片不能检测的超大应变测试!而

且引伸计不像应变片在测量过程中只能使用一次"更重

要的是!引伸计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分辨率以及稳定性!能

够实现计量溯源(

$

)

"

在最为常见的电子式引伸计检定中!通常采用规程中

两类引伸计标定器对引伸计进行检定!如图
"

所示"除此

之外!由于现场某些条件限制!也可以采用现有的实验室

常见检具对引伸计进行检定"根据两类标定器的测量原

理!主要介绍两种测量方法(

%

)

"

图
"

!

两种引伸计标定器

%B@

!

方法一

可以采用光栅检具代替引伸计标定器来作为检具"

如图
#

所示!光栅检具检定的优点是可以数值精度高!可

以实现实时连续测量(

U

)

"首先将定位销从定位孔拔出!取

下标距卡!用手捏住引伸计两端!将上下刀口中点紧贴光

栅检具两测量探头!用弹簧卡或皮筋分别将刀口固定接触

测量探头上"在试验机计算机控制软件的实验条件界面!

选择1变形测量方式2以及曲线跟踪方式为1载荷
I

变形曲

线2

(

O

)

"引伸计信号显示调零"对比试验机控制软件和光

栅检具的读数得出误差值"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上下刀口的安装固定"安装固定

的好坏!直接影响测量准确度"上下刀口与光栅检具的测

量杆之间的安装固定一般使用橡皮筋或弹簧卡!使用橡皮

筋在试棒上固定通常要注意橡皮筋的缠绕方式(

X

)

"一般

图
#

!

光栅检具检引伸计

是在把橡皮筋拉长到比原来多
*

倍长度或是感觉将近断

裂极限的状态下使用"如果橡皮圈过长或过短!可以首先

折叠橡皮筋使用或是打结调整其长度"缠绕圈数过多则

过紧!缠绕圈数过少则过松"过紧可能导致在试棒产生较

大变形时!束缚力过强!导致刀口在橡皮筋与试棒的滑动

而产生相对位移$过松则可能导致束缚力不够!刀口亦会

随着测头移动而发生微小位移"另外要注意缠绕合力!其

方向应平行于刀口!否则会有分力使之产生额外的转动!

从而影响检定结果的准确度(

!

)

"

%BA

!

方法二

可以用量块配合大量程指示表或测微仪代替引伸计

标定器来作为检具"大量程指示表或测微仪弥补了量块

的规格限制"特别对于一些万能试验机中本身不能取下

的引伸计传感器!如图
*

所示!可以将指示表或测微仪用

磁性表座固定在引伸计活动一端!用软件控制引伸计!移

动到合适位置!再依次将已知规格的量块顺序插入!得出

数值与试验机控制软件的数值对比得出误差值"此种测

量方式可以检定较大量程的引伸计!但缺点是不能实现连

续测量"

*

*%%

*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国外电子测量技术!!!!!

图
*

!

量块配合大量程指示表或测微仪检引伸计

引伸计的检定要做
*

组测量!每组测量一般不少于
"&

个数据"根据选定的检定范围用标准器对引伸计逐点施

加给定位移!达到检定范围的最大位移时!再返回到零位"

第
"

组测量完!用相同方法连续进行第
#

组合第
*

组测

量"通过多次的现场试验和对数据和结果的分析!用以上

方法测出的引伸计准确度等级和引伸计标定器测得值

相同"

$

!

引伸计的调修

如果引伸计检定结果不合格!通常从软件和硬件两方

面找出原因"

按照通常机器调试的规律和繁易程度!首先考虑软件

部分(

"&

)

"

"

&被检引伸计显示的数值和检具测得的数值相差较

多!特别是偏差不变或是有规律变化时!可以先尝试通过

软件进行校准"就是在测定位置将检具的测定值输入软

件!通过反复几次多个数值输入!软件会进行保留计算并

重置其他位置的数值"重新启动软件后重新检定!亦可能

数值合格"

#

&如果几次重新校准后数值依旧相差较大!就要考虑

软件设置参数的问题"测控参数设置主要考虑传感器放

大器频带和数据采集速率"首先要合理设置传感器放大

器频带"在传感器输出模拟小信号放大的同时!测量信号

中会掺杂各种外界电磁干扰信号被一起放大!使得有用信

号被覆盖"将低通滤波器设置在放大器中能有效解决这

个问题"合理的设置其截止频率!将放大器的选择频带限

制在一个合适的频带范围!就能有效地去除干扰信号!获

得有用信号(

""

)

"

*

&如果应变产生而被检引伸计没有显示出数据的变

化或波动曲线具有明显的延迟时!基本上!可以判断出它

的通频带很窄!或采样速率很低"

-

+

T

转换器能实现模

拟信号#数字信号相互转换!来进行数据采集"通常试验

机的转换速率可根据需要来选择!实现高速度低精度和低

速度高精度的转换(

"#

)

"在试验机上多采用较低的转换速

率!以获得较高的测量精度"但采样速度不能过低"因为

当采样速度过低时!传感器就无法及时捕捉瞬时信号"所

以采集速度是一个需要合理设置的参数"

引伸计软件调试部分流程如图
$

所示"

图
$

!

引伸计软件调试部分流程

当软件设置全部检查更新后!仍然不合格!就要考虑

硬件问题"主要注意以下
*

点"

"

&引伸计支点是否能活动自如"主要看它是否能自

如地运动!有无阻滞现象!可以在空夹持的时候!将引伸计

臂轻轻进行左右晃动!观察其运动状态是否自如!是否有

阻力"由于引伸计支点是由滚珠轴承和引伸计臂连接构

成!因此能确定轴承是否需要调修或更换"

#

&引伸计夹持试样的力度"引伸计的移动是由弹簧

来实现的!引伸计臂的夹持力受弹簧弹性影响"开动机器

后!引伸计会跟随试样的拉伸而移动"如果弹簧弹性不

足!会造成两者产生相互之间滑动!产生测量误差(

"*

)

"因

此用能否保证试样和引伸计之间的相对固定来作为是否

需要修理或更换弹簧的标准"

*

&引伸计光栅测量杆的光滑度"由于自重!光栅杆会

随着试样的变形不断伸长!从而产生相应的位移"如果光

栅杆光滑度不够!产生的摩擦阻滞力大于其自身重力!使

得光栅测量杆移动受阻!就会影响测量精度"所以要保持

光栅杆的干净光滑!必要时涂抹润滑剂(

"*

)

"

I

!

结
!

论

对引伸计选择使用!要从多方面综合考虑!根据材料

的不同而选择不同(

"$

)

"由于材料多样性的要求!非接触

自动式的是未来引伸计发展的方向"

随着
dd]OU#

*

#&&O

4引伸计检定规程5的规范!引伸

计的检定方法更加科学有效!其间接保证了钢筋等材料的

性能和质量!保证了我国建筑行业快速健康的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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