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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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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4752—2024

柔性玻璃弯曲疲劳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柔性玻璃弯曲疲劳试验的试验原理，规定了试验设备、试样、试验程序及试验报告的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柔性玻璃在设定条件下的平面单向两点弯曲疲劳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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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8686—2020　超薄玻璃柔韧性试验方法　两点弯曲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单向弯曲疲劳　unidirectional bending fatigue 
为评估试样在弯曲载荷作用下的性能衰退、失效和耐久性，其仅受单侧往复性压缩和伸展所产生

的弯曲作用。

3.2
最大板间距　maximum distance between the plates
弯曲疲劳试验过程中固定板和移动板之间的最大距离。

3.3
最小板间距　minimum distance between the plates
弯曲疲劳试验过程中固定板和移动板之间的最小距离。

3.4
弯曲疲劳次数　number of bending fatigue cycles
N

试样进行弯曲疲劳循环的累积次数。

注： 试样固定后，从最大板间距对应的初始弯曲状态，到最小板间距对应的弯曲状态，再恢复到初始弯曲状态的周

期循环的过程为弯曲疲劳循环，每个弯曲疲劳循环计为 1 次弯曲疲劳。

3.5
弯曲疲劳最大弯曲曲率半径　maximum value of bending fatigue curvature radius
Rmax

弯曲疲劳试验过程中固定板和移动板处于最大板间距时，试样绕曲线顶点处对应的弯曲曲率

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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