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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 ＧＢ／Ｔ１５０１４—１９９４《弹性合金领域内的物理特性和物理量术语与定义》、

ＧＢ／Ｔ１５０１５—１９９４《膨胀合金领域内的物理特性和物理量术语与定义》、ＧＢ／Ｔ１５０１６—１９９４《热双金属

领域内的物理特性和物理量术语与定义》和ＧＢ／Ｔ１５０１７—１９９４《电阻合金领域内的物理特性和物理量

术语与定义》四个标准的整合修订。

本标准代替 ＧＢ／Ｔ１５０１４—１９９４《弹性合金领域内的物理特性和物理量术语与定义》、

ＧＢ／Ｔ１５０１５—１９９４《膨胀合金领域内的物理特性和物理量术语与定义》、ＧＢ／Ｔ１５０１６—１９９４《热双金属

领域内的物理特性和物理量术语与定义》和ＧＢ／Ｔ１５０１７—１９９４《电阻合金领域内的物理特性和物理量

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５０１４—１９９４、ＧＢ／Ｔ１５０１５—１９９４、ＧＢ／Ｔ１５０１６—１９９４、ＧＢ／Ｔ１５０１７—１９９４相比

主要变化如下：

———将标准名称改为《弹性合金、膨胀合金、热双金属、电阻合金物理量术语及定义》；

———增加了“分类”；

———增加了“中文索引”和“英文索引”；

———弹性合金部分删除了“静滞后、粘性、弛豫谱、弹性比、劲度常数、柔顺常数”的定义和“泊松比广

泛定义”；增加了“弹性合金、高弹性”定义，把“塑性”的定义放在力学性能中描述；

———膨胀合金部分增加了“膨胀合金”定义；

———热双金属部分对“热双金属”的定义进行修订；增加了“热双金属被动层、热双金属主动层、横拼

双金属”定义；

———电阻合金部分对“电导率”定义进行重新确认；增加了“每米电阻”定义；

———力学性能部分删除了“屈服点”的定义；增加了“力学性能、上屈服强度、下屈服强度、最大力”的

定义；

———对各术语的定义进行了重新确认，部分术语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改；

———各有关物理量单位与现采用的对应国家标准、国际单位制保持一致。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陕西精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转、张爱玲、刘宝石。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５０１４—１９９４；

———ＧＢ／Ｔ１５０１５—１９９４；

———ＧＢ／Ｔ１５０１６—１９９４；

———ＧＢ／Ｔ１５０１７—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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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合金、膨胀合金、热双金属、电阻合金

物理量术语及定义

１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弹性合金、膨胀合金、热双金属和电阻合金等领域使用的物理量术语及定义，作为标

准和一般使用时的共同称谓。

２　分类

本标准按功能材料使用性能分为四大类：弹性合金、膨胀合金、热双金属和电阻合金等。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弹性合金　犲犾犪狊狋犻犮犪犾犾狅狔

３．１．１

弹性合金　犲犾犪狊狋犻犮犪犾犾狅狔

分为高弹性合金和恒弹性合金。

３．１．２

弹性　犲犾犪狊狋犻犮犻狋狔

物体在外力作用下改变其形状和大小，外力卸除后又可恢复原始形状和大小的特性。在弹性范围

内，应力和应变呈简单的单值函数关系，即服从胡克定律。

３．１．３

理想弹性　犻犱犲犪犾犲犾犪狊狋犻犮犻狋狔

完全满足胡克定律的弹性行为，在外力作用下，同时呈现四个特征：

ａ）　瞬时即出现应力与应变间的对应关系；

ｂ）　应力值与应变值间是一一对应的；

ｃ）　当应力为零时，应变也为零；

ｄ）　应力与应变间是正比例关系。

３．１．４

非弹性　犻狀犲犾犪狊狋犻犮犻狋狔

在加、卸载过程中，应变响应有不同的行程。应力与应变间既不是一一对应的，也不是成比例的，但

仍具有理想弹性的第三个特征。

３．１．５

粘弹性　狏犻狊犮狅犲犾犪狊狋犻犮犻狋狔

物体应变的大小除与应力大小有关外，还与时间或变形速度有关的非弹性现象。

３．１．６

滞弹性　犪狀犲犾犪狊狋犻犮犻狋狔

弹性不完全性

导致应力与应变间的非线性关系，变形不是完全弹性的现象。滞弹性的表现形式包括弹性后效、弹

性滞后、内耗、应力松弛、模量亏损等。

滞弹性体应变ε的表达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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