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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的动态撕裂试验方法① 
 

本标准以固定代号E604发布。其后的数字表示原文本正式通过的年号；在有修订的情况下，为上一次

的修订年号；圆括号中数字为上一次重新确认的年号。上标符号(ε)表示对上次修改或重新确定的版本有编

辑上的修改。 

本标准被美国国防部机构批准使用。 

 

1. 范围 

1.1 本试验方法包括使用厚度为≥3/16in（5mm）～≤5/8in（16mm）的样本进行的动态撕裂

试验。 

1.2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最小厚度为 3/16in（5mm）的材料。 

1.3 对锐化缺口尖端所叙述的压入刀刃法通常限制本方法用于硬度水平低于 36HRC 的材料 

    注 1：符号 36HRC 是指诸如方法 E18 中定义的洛氏标尺 C 的洛氏硬度数值为 36。 

1.4 以英寸-磅单位表述的数值视为标准值。括号里给出的数值为SI单位制的算术转换值，仅

作为参考信息，不视为标准值。 

1.5 本标准并没有完全列举所有的安全声明，若有，则是和其使用有关的内容。使用标准前，

使用者有责任制定符合安全和健康要求的条例和规范，并明确该标准的使用范围。 

 

2. 引用文件 

2.1 ASTM标准：
② 

B221  铝和铝合金挤压棒材，条料，丝材，型材和管材规范 

E18  金属材料洛氏硬度试验方法 

E399  金属材料线性弹性平面应变断裂韧性 K CI试验方法 

 

3. 定义 

3.1 本标准专用术语定义： 

3.2 动态撕裂功——按本试验方法进行试验时使动态撕裂试样断裂所需要的能量。 

                                                        
①本试验方法由 ASTM 机械试验委员会 E28 管辖，并由 E28.07 打击试验分委会直接负责。 

现行版本于 2008 年 9 月 1 日批准，2009 年 1 月发行。最初发布版本 1975 年批准，最近版本 E604-83（2002）
在 2002 年批准。DOI:10.1520/E0604-83R08。 
②如需参照ASTM 标准，访问ASTM 网站www.astm.org，或联系ASTM客户服务Service@astm.org. 如需要

《ASTM标准年鉴》的内容信息，浏览ASTM 网站的标准索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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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对于摆锤式试验机，动态撕裂功是摆锤的初始势能与最终势能之差。 

注 3：对于落锤试验机，动态撕裂功是由经标定的测功系统测定的落锤的初始势能与最终势能之差。 

3.3 剪切面积百分数——剪切面积百分数是指以切变模式断裂的截面占整个截面积的百分

比。整个截面积既可以是断裂之前的试样截面面积，也可以是试样断裂面的投影面积。 

 

4. 试验方法概述 

4.1 动态撕裂（DT）试验系以三点弯曲方式对单侧缺口的简支梁施加冲击载荷的一种试验。

试验中应记录断裂过程中损失的总能量。 

4.2 DT 试样可使用摆锤式或落锤式试验机进行撕裂。 

 

5. 意义与作用 

5.1 动态撕裂功值是抵抗断裂快速发展的一种度量。对于大量的使用场合来说，主要关心的

是裂纹从一个尖锐缺口扩展到几乎整个板厚的过程中金属材料是否能够产生足够大的抗力。

在本试验方法中，提供了一条足够长的断裂路径，以致于试验的结果可以作为该项性能的度

量。 

5.2 在钢转移温度区域测试的非奥氏体钢的断裂表面具有显示为明亮的区域以及显示为阴

暗的区域。在微尺度上的各自断裂模式之后，显示为明亮的区域称之为“解理”断裂，而显

示为阴暗的区域称之为“剪切”断裂。 

5.3 本试验方法可用作如下目的： 

5.3.1 在作研究开发时，用于评价诸如化学成分、加工方法、热处理或者象成形或焊接之类

的加工工艺对新材料或现有材料的抗动态撕裂性能的影响。 

5.3.2 在作使用评价时，只有在建立了动态撕裂功与使用性能之间的关系后，才可以确定某

一种材料对某一具体使用场合的适用性。
③ 

5.3.3 对于需要最小动态撕裂功的场合，本试验可供作参考资料，制订验收标准，以及在制

造过程中进行质量控制之用。本试验方法标准不涉及某一具体应用场合下应规定多大的动态

撕裂功的最小值问题。 

 

 

 
                                                        
③ Pellini , W. S., “金属弹性-塑性和塑性断裂性能的分析设计程序,” 焊接研究协会公告 186, 8 月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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