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届全国疲劳学术会议

一

中国力学学会
、

中国航空学会
、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联合召开的第 届全国疲 劳 学 术会
议

,

于
一

年 月 一 日在四川峨眉西南交通大学举行 参加会议代表 多人
,

宣读

和交流 篇论文
,

并进行了专题讨论 论文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金属材料疲劳性能的研究
。

涉及的材料包括飞机材料
、

航空发动机材料
、

汽轮机材

料
,

·

汽轮机叶片钢 , 水轮机叶片钢
,

轴承钢
,

工具模具钢
,

压力容器钢
,

机车车辆轮箍钢
,

桥梁钢
,

一般结构和机械产晶用钢等斌康折涉辣的疲劳性能包括常规疲劳性能
,

疲劳裂纹扩展

特性
,

门槛值
,

低循环疲劳特性
,

高温疲劳蠕变特性一 可以看出
,

我国已广泛重视国产材料

疲劳性能的试验研究工作
,

充分 认识到材料疲劳性能的测试和研究是解决疲劳破坏的一项基

础性工作
、

’ ‘ ·

,

疲劳破坏的规律
、 一

机理和理论
·

以下儿个方面比较突出

①各种因素对疲劳门槛值和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 这些因素包括环

境介质亡温度
、

热处理工艺
、

显微组织
、

‘

裂纹尖端的塑性区尺寸
、

载荷因素
,

如平均应为的

影响 , 复合型疲劳裂纹的扩展规律及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
,

如高能量粒子流的辐照
,

婚绷乍消

除残余应力对材料疲劳特性的影响等 有些文章还从微观机理上探讨 了这些因索的影可之
②表面裂纹在拉伸载荷

,

拉伸和弯曲载荷联合作用下的扩展规律
,

短裂纹的扩展犷津

③缺口试件的疲劳强度理论
,

如缺 口试件的应力场强
、

缺 口旁不扩展裂纹的分析梦扎

还有一些论文涉及腐蚀疲劳裂纹的闭合效应 ,
应变疲劳与疲劳蠕变交互作用的分析

,

载
荷之 间的相互作用

,

超载的蠢响 、
、

间歇疲劳的影响及接触疲劳的机理等

以上这些工作反映近年来我国疲劳研究的水平 已有很大提高 一些国际上目前普遍关心

的问题
,

女几疲劳门槛值
、

表面裂纹
、

一

短裂纹
、

应变疲劳理论
,

城劳徽蠕变的交互作用
、

腐蚀

与疲劳的交互作用等
,

我们的论文中也有反映 当然还需进一步加强

随机载荷的统计分析和疲劳寿命估算方法‘ 一

目前国际上采用的一些先进的疲劳 分 析

和寿命估算方法
,

如局部应力
、

应变法
、

应力严重系数 。。 法
、

当量应力

法
、

功率谱密度法
、

随机载荷模拟的
一

法等
,

、

会议论文中均有采用 局部应力

应变法不仅用于飞机结构元件
,

也开始用于航空发动机如涡轮盘关键部位的寿命估算和机械

工业部门 这说明近年来外国的先进技术在我国较快地得到推广 目前这些方法还有待进一

步完善
,

各种方法的优劣有待比较一
。

些新的问题
,

如宽带随机载荷的分析和寿命估算等
,

有待进一步研究

疲劳鳅试方法和力学分析方法
·

本次会议涉及的内容有 ①疲劳门槛值测量中的逐

级降载法
、

增 法
、

恒 尸 控制的 梯度法
、

恒 控制的 梯度法
、

冷压预制裂纹多试样法

等 ②疲劳裂纹扩展中的直读法
、

勾线法
、

柔度法
、

电位法等 ③短裂纹测量的声发射法
、

密栅云纹法
、

复型法等 , ④缺口和裂纹尖端应变的测量方法
,

如云纹法等 缺口和裂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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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页 循环载荷下的弹塑性分析方法 ⑧测量疲芳极限的快速试验方法 ⑦疲

劳试验的统计分析方法等

这说明疲劳测试的方法 己得到 应有的重视 「前一个迫 切的问题是需要统 一 试 验 方

法
,

统一试验标准

疲劳设计和疲劳分析方法在航空
、

机械
、

海洋
、

化工等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

可以看

出
,

航空部门在解决疲劳寿命间题
,

机械工业部门在提高产品质量
、

加强疲劳设计的基础性

工作
,

化工部门在解决压力容器的安全问题上
,

都做了许多工作 海洋工程开始注意海洋结

构
,

如海上采油平台在随扒笋浪载荷及海水腐蚀环境下的疲劳破坏问题

总之
,

近年来我国疲劳研究工作 已受到各有关部门的重视
,

成为相 当活跃的一个研究领

域 为
一

了搞好今后 的工作
,

大会主席团和代表提出了如下一些建议

大力宣传疲劳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

因为机械零件失效
,

左右是 由疲劳破坏造成
,

呼吁领导上从人力
、

物力
、

经费上给予更大的支持

加强疲劳研究的组织工作和各学会间的联系
,

发挥各单位的特长
,

避免重复

建议国家科委统一疲劳试验工作标准
,

统一分工
,

避免浪费
、

抓国内疲劳试验机的

生产和产品质量 问题 建立数据库
,

积累疲劳研究所需的基础试验数据
。

。

各单位进一步注意解决好学科创新和工程应用相结合的问题
,

注意经济效益
,

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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