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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屈服阶段（ab） 在该阶段中，应力超过σP达到ReH后首次下降，随后开始在
很小的范围内波动，与此同时钢材产生明显的塑性变形，直到b点为止。在该屈服阶段内，应力丧失
了对变形的抵抗能力。对于该阶段，国家标准命名钢材发生屈服而应力首次下降前的最高应力ReH为
上屈服强度；同时，国家标准还命名了下屈服强度ReL即ReL是屈服阶段不计初始瞬间效应的最低应力
。在确定钢材的屈服强度时，应按国家标准对不同钢种的规定，区分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 钢材
在工作状态中的应力不超过屈服强度时，钢材几乎不产生塑性变形。故在设计中一般以屈服强度作为
钢材容许应力的取值依据。 （3）强化阶段（bc） 在该阶段中，过b点后，钢材抵抗变形的能力又重新
提高，称为“强化”，而变形则随着应力的提高而增加，且发展速度很快，直至应力一应变曲线达到
最高点c处。与c点对应的最大应力Rm，称为钢材的抗拉强度。 结构设计时抗拉强度一般不直接利用
。但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的比值ReL／Rm（称为屈强比）却有着重要的工程意义。屈强比反映了钢材
工程应用中的安全可靠程度和利用率。屈强比越小，钢材在应力超过屈服强度时的工作可靠性愈大，
即延缓结构损坏过程的潜力愈大，且钢材不易发生危险的脆性断裂，因而结构愈安全。但屈强比过小
时，材料强度的有效利用率就偏低，造成浪费。 （4）颈缩阶段（cd） 在该阶段中，过c点后，钢材抵
抗变形的能力明显降低，变形不再均匀，在某个塑性变形最大部位，截面急速缩小，发生“颈缩”现
象。在颈缩阶段，应变迅速增加，应力持续下降，钢材被拉长，颈缩处截面越来麓小。直至断裂。 将
拉断的钢材拼合后，测出断后标距，便可按下式求得其断后伸长率A： A=Lu—L0/L0×100％ 式中L0—
—试件原始标距，mm； Lu——试件断后标距，mm。 断后伸长率是钢材从拉伸至断裂全过程中的塑
性变形，断后伸长率越大，反映钢材的塑性变形能力越大，钢材的塑性变形能力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
。塑性良好的钢材，不仅便于进行各种加工，而且能提高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当建筑结构中的偶尔超
载时，因钢材的塑性变形能使内部应力重新分布，不致由于应力集中而发生脆性破坏；建筑结构中的
钢材在破坏前，会有明显的塑性变形和较长的塑性变形持续时间，便于人们及时发现进行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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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真没想到这本书好大啊！！挺好的，喜欢
2、土木的教材，学校上课需要的
3、挺好的，已经是第二本了，上一本丢了
4、正是我所需要的 考本用
5、Mark 

Page 7



《土木工程材料》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