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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JC／T773—2010／IS014130：1997本标准等同采用ISO14130：1997{纤维增强塑料短梁法测定层间剪切强度》(英文版)。本标准等同翻译Is014130：1997，在技术内容上完全相同。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增加了本标准的前言；——把“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所列的国际标准1SO291：1997{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ISO5893：1993{橡胶塑料拉力、压力、弯曲试验机技术要求》用对应的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OB／T2918一1998《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和GB／T17200--1997{橡胶塑料拉力、压力、弯曲试验机技术要求》代替。本标准代替JC／T773—1982(1996){单向纤维增强塑料层间剪切强度试验方法》。本标准与JC／T773—1982(1996)相比主要变化如下：——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见第2章)；、——增加了试验原理一章(见第3章)；——增加了定义一章(见第4章)；——加载压头半径由2mm土o．1mm改为5mm±0．2ram(1982年版的2．3，本版的5．2)；——试样尺寸由试样长度L一5^+10mm，宽度b为6．0mm±0．5mlTl，厚度^为2mm～5mm改为试样长度L一(20士1)mm，宽度b一(10士0．2)mm，厚度h一(2土0．2)mm(1982年版的1．1，本版的6．1)；——试样数量由不少于10个改为不少于5个(1982年版的1．2，本版的7．I)；——试验速度由1mm～2mm／min改为(1±0．2)mm／min(1982年版的2．4，本版的9．4)。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本标准由全国纤维增强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9)归口。本标准由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院负责起草。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艳华、张力平。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GB3357—1982：——JC／T773—1982(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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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增强塑料短梁法测定层间剪切强度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短粱法测定纤维增强塑料的层问剪切强度。

本标准适用于能发生层间剪切失效的热固性或热塑性纤维增强塑料。本标准不适用于确定设计参

数，但可用于筛选材料或作为质量控制的试验。

注：使用非对称和非均衡的层合板时．结果会受到各种耦合的影响，如拉伸一弯曲、弯曲瑚转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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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8--1998塑料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idt IS0 291：1997)

GB／T l 7200--1997橡胶塑料拉力、压力、弯曲试验机技术要求(idt IS0 5893：1993)

ISO 1268纤维增强塑料试验板的制备

ISO 2602：1980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均值的估计和置信区间

ISO 2818：1994塑料机械加工制备试样

3试验原理

以矩形截面的杆作为简支梁，将杆放置在两个支座上，在支座中心施加弯曲载荷，使其发生层问剪

切破坏。

注1：本试验与测定塑料的弯曲性能的三点加载方法相似(ISO 14125纤维增强塑料弯曲性能的涮定)．然而相比

测定弯曲应力，采用了更小的跨厚比以增加剪切应力的水平，使试样产生层问剪切失效。

洼2：需要强调的是．得到的结果不是一个绝对值。因而用术语“层问剪切强度”来描述测量参数。试样的尺寸不同。

或者试样在不同的状态下测试，得到的测试结果是不能用米直接比较的。

4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1

层问剪切应力r apparent interlaminar shear stress

作用于试样中面的层间剪切应力，以MPa(兆帕)为单位。

4 2

层间剪切强度rM apparent interlaminar shear strength

当试样失效或载荷达到最大数值时的层间剪切应力，以MPa(兆帕)为单位。

4 3

跨距L span

试验机上试样两个支座间的距离，以ram(毫米)为单位。

4．4

试样坐标轴specimen coordinate axes

被测试材料的坐标轴如图1所示。与纤维平行的方向定义为“1”方向，与纤维垂直的方向定义为

“2”方向。

对于其他材料，1、2及3方向，通常用坐标系中的z、Y、z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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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T773—2010／]S014130：1997洼1：“1”方向，也称为o。或纵向，“2”方向，也称为90。或横向。注2：类似的定义，可用于首选的纤维铺层或与工艺相关的方向(例如在图3中的A、B方向)5仪器设备图1单向增强复合材料板坐标轴5．1试验机5．1．1通则试验机应符合GB／T17200--1997和本标准5．1．2及5．1．3的规定．5．1．2试验速度试验速度口应能保持恒定．符合GB／T17200--1997的规定。5．1．3藏荷指示仪在整个量程范围内，载荷的示值误差应小于士1％。5．2加载压头爱支鹰加载压头的圆角半径rl为5ram=h0．2l'nm，支座的圆角半径r2为2ram=h0．2ram(见图2)。加载压头和支座的宽度应大于试样的宽度，加载压头应将压力作用于两支座中心。跨距(支座间的距离)应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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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 ，

卯． 爪群她
L !

n——加载压头的圆角半径·

r2二支座的圆角半径I
L——跨距；

z——试样长度；

^——试样厚度。

图2加藏装置

5．3测量仪器

精度为0．01 mm或更优的测量仪器，用于测量试样的宽度b及厚度^。

测量仪器应有与被测表面相适应的接触面(如：平面对平的、磨光的表面I半球面对不规则的表面)。

6试样

6．1形状及尺寸

6．1．1标准试样尺寸

除6．1．2外，试样为厚度一致的矩形长条，其尺寸如表l所示。

表1标准试样尺寸 单位为毫米

6 1．2其他测试试样

当不能采用标准试样或不希望采用标准试样时，应遵守以下规则：

a)试样的长度和厚度之比应与标准试样相同，例如z一10 h；

b)试样的宽度和厚度之比应与标准试样相同，例如6=5 h。

注：取决于测试的材料，厚度2 mm的试样，在载荷作用下，可能发生剪切失效，也可能发生压缩失效，或发生极限弯

曲而没有剪切失效。随试样厚度的增加．在载荷作用下发生压缩失效的几率增大，发生极限弯曲而不失效的几率减少-

当厚度减少．情况恰好相反。选择试样厚度是很重要的，它关系到试样是否水平剪切失效(见9．7)a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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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T773—2010／IS014130：19976．2试样制备试样由模塑板或片经机械加工制得，模塑板或片的制备按1SO1268或其他规范／协议，机械加工按ISO2818：1994。8．3检查试样试样应平整无扭曲，表面和边缘无瑕疵。长度方向任何一点的厚度不得超过平均厚度的±5％。每个试样的宽度偏差应在0．2mm范围之内。经测量或目测，舍弃不符合要求的试样或在测试前再加工以满足尺寸和形状要求。7试样的数量7．1每组试样数量应不少于5个。7．2当被测材料的两个主方向上，纤维取向和分布无明显的不同时，试样可任取其中的一个方向(见图3，试样A和B)。当材料有优先方向时，应在该优先方向上取样。图3取样位置8状态调节如被测材料的状态调节在材料规范中有明确规定，按规定对试样进行状态调节。如没有规定，选择GB／T2918--1998中最合适的环境对试样进行状态调节。9试验过程9．1试验环境除非另有协议(例如：提高或降低试验温度)，试验应在与状态调节相同的环境中进行。9．2试样尺寸的测量在每个试样的中心点，测量试样的宽度，精确至0．02ram；测量试样的厚度，精确至0．05mm。93跨距设置跨距在5hi0．3mm，其中h是一组试样的平均厚度(见图2)。注1：对于一些材料，为产生层问剪切失效，缩小跨距是必要的(参见9．7)。94试验速度如被测材料在材料规范中有明确规定时，按规定的试验速度；如没有规定，试验速度应为(1±0．2)mm／min。95试验将斌样对称地放置在相互平行的两个支座上，未加工的表面与支座接触(见图2)。通过平行且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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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支座中点处的加载压头在试样宽度上均匀地施加载荷。

9 6数据采集

记录整个试验过程的载荷值。

9 7失效模式

按以下分类记录失效的模式：

a)可接受的层问剪切失效模式：

——单层剪切，多重剪切[见图4 a)]。

b)不可接受的失效模式：

——混合失效模式[见图4 b)]：剪切及拉伸，剪切及压缩；

——无剪切失效模式[见图4 c)]：拉伸，压缩；

——塑性剪切[见图4 d)]。

注2：有两种可能的失效情形：

——失效模式“a”，发生在中面附近，层问剪切强度可以按lo．1计算。

——失效方式⋯b和“c”，按照10．1计算的结果不是层问剪切强度，只可用来比较取自相同材料的试样。

单层剪切

a) 可接受的层间剪切失效模式

多层剪切

剪切及拉伸

b)混合失效模式一不可接受的层间剪切模式

剪切及压缩

10计算及结果表示

c)无剪切失效模式一不可接受的层间剪切模式

d)塑性剪切一不可接受的层问剪切破坏模式

图4试样失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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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T773—2010／IS014130：199710．1按公式(1)计算层问剪切强度r”：r“一T3×矗⋯⋯⋯⋯⋯⋯⋯⋯⋯⋯⋯⋯⋯(1)式中：r。——层间剪切强度，单位为兆帕(MPa)；F——破坏载荷或最大载荷，单位为牛顿(N)；6——试样宽度，单位为毫米(ram)；^——试样厚度，单位为毫米(ram)。10．2计算每组试样的算术平均值，如果有必要，按ISO2602：1980计算标准差。10．3层间剪切强度取三位有效数字。11精密度因未获得实验室问的数据，本试验方法的精密度尚不可知。当得到试验室间的试验数据后将在下次修订中增加有关精密度的统计。只要实验室间的数据尚未获得，本方法就不适用于规范或结果有争论的场合。12试验报告试验报告应包含以下部分或全部内容：a)加载速度及说明按本标准执行；b)被测材料的详细信息；c)试验机的精度级别(参见GB／T17200--1997)；d)加载压头及支座的圆角半径；e)试样制备的所有信息，包括加工和试验方向(如方向1或2，或图3中的试样A或B)；f)试样尺寸；g)试样数量；h)试验环境和状态调节：温度和湿度；i)跨距；j)与加载压头接触的试样表面；k)对于发生层间剪切失效的试样[见9．7及图4a)3．给出失效模式(单层或多层剪切)、单个试样的层间剪切强度值及算术平均值，如需要，给出标准差；1)对于未发生层问剪切失效的试样[见9．7及图4b)、4c)及4d)]，给出失效模式、单个试样的计算值及算术平均值，如需要，给出标准差；m)任何没按本标准规定的操作以及可能影响结果的操作；n)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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