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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脆性灰口铸铁轴肩试样和环形切口圆柱试样的扭转断裂特

点、扭转切口强度及其概率分布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脆性灰口铸铁

轴肩试样、环形切口圆柱试样的扭转切口强度和光滑试样的扭转强度均同

时符合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和W eibu ll 分布。但试件几何形状与尺寸对

脆性灰口铸铁的扭转断裂方式及扭转切口强度的统计特征参数有明显的影

响。对其原因进行了简要讨论, 同时指出光滑试样扭转强度的实验结果可作

为强度设计及切口件可靠性分析的依据。

关键词　试件几何形状与尺寸　扭转切口强度　概率分布　灰口铸铁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O 343. 4　TH 140. 1

收稿日期: 1997—12—25

　　理论上讲, 脆性材料的抗压强度是抗拉强度

的8倍[ 1 ]。所以将脆性材料用作承受压应力的构

件, 工程中已有成功的范例, 如灰口铸铁、混凝土

等。可见, 根据材料的性能特点, 合理地使用材料

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随着陶瓷、金属间化合物等脆性材料的深入

研究并逐步进入工业应用, 人们对脆性材料的力

学性能如强度、断裂韧性和疲劳等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 2～ 5 ]。然而, 实际构件大多为切口件, 用光滑

试件测定的强度和用裂纹试件测定的断裂韧性数

据不能预测切口件的断裂[ 6 ]。因此, 在50～ 70年

代, 对韧性金属结构材料的切口强度和切口敏感

性做了大量的研究[ 7 ]。对于脆性材料更有必要研

究其切口强度和切口敏感性, 这对于新型脆性材

料制备工艺的改善、合理使用以及强度设计具有

重要意义[ 7～ 11 ]。

但是, 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很不充分。文献

[ 6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脆性材料切口强

度的表达式

ΡbN = Ρf öK Σ (1)

式中, Ρf 和ΡbN 分别为脆性材料的断裂强度和切口

强度; K Σ 为理论应为集中系数。

式 (1) 已得到拉伸载荷下脆性金属实验结果

的验证[ 6 ]。文献[9 ] 的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陶瓷材

料的弯曲切口强度, 其实验结果也符合式 (1)。

值得注意的是, 脆性材料的力学性能与其所

处的应力状态有关[ 12 ]。因此, 文献 [10 ] 采用切口

圆柱试样, 与测定拉伸切口强度所用试样具有相

同的几何形状与尺寸, 研究了脆性灰口铸铁材料

在扭转载荷下的切口强度及其概率分布。结果表

明, 脆性灰口铸铁扭转切口强度的均值随 K Σ增大

而升高, 与式 (1) 所示的拉、弯应力状态下的切口

强度变化相反[ 10 ]。

但是, 承受扭转载荷的轴类零件往往具有台

阶状的几何外形, 与切口圆柱试件是不同的。尽管

试件的 K Σ相同, 但试件几何形状与尺寸的不同会

影响到切口根部 (应力集中区) 的应力状态[ 13～ 15 ] ,

从而会对扭转切口强度产生影响。为此本文研究

了与实际构件几何形状与尺寸更接近, 具有不同

应力集中系数的轴肩试样的扭转断裂特点和扭转

切口强度, 讨论了脆性材料扭转切口强度随试件

几何形状与尺寸变化的初步规律和实际意义, 这

对结构陶瓷等其它脆性材料切口强度的研究也有

启示。

1　实验过程和方法

实验用料为灰口铸铁, 拉伸断裂时延伸率 ∆
< 1. 0◊ , 可视为脆性材料。材料先切割、车削, 再

经光学研磨制成两种几何形状的试样, 一种为轴

肩试样, 另一种为环形切口圆柱试件。轴肩试样见

图 1。试样的大端直径D、小端直径 d 和轴肩过渡

图 1　 脆性灰口铸铁轴肩试样外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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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 r, 以及相应的 K Σ 见表 1, 环形切口圆柱试件

的切口几何形状与尺寸和相应的 K Σ 如文献 [10 ]

所述。
表 1

D (mm ) d (mm ) r (mm ) K Σ

30 15 1. 8 1. 4

20 15 0. 6 1. 8

26. 6 20 0. 4 2. 0

扭转实验在Am sler—214 型试验机上进行,

其扭矩测量精度为 0. 1 N õm。试样断裂后, 观察

其宏观断口, 计算相应的扭转切口强度, 并对比两

种几何形状试件的扭转结果。

2　实验结果及讨论

2. 1　脆性灰口铸铁试样的扭转断裂特点

具有不同 K Σ值的脆性灰口铸铁轴肩试样、环

形切口圆柱试样的宏观扭转断裂形貌见图 2。实

验发现, 轴肩试样断口几乎都呈螺旋状。对比图

2a 和图 2b 发现, 轴肩试样扭转断口宏观形貌基本

与光滑试样的断口形貌一致, 但不同于环形切口

圆柱, 后者的断裂局限在切口区域, 断面几乎与试

样的轴线垂直, K Σ 值较大的试样尤其如此。

图 2　 脆性灰口铸铁的扭转断裂形貌

(a) 轴肩试样 　 (b) 环形切口圆柱试样

2. 2　扭转切口强度及其概率

鉴于轴肩试样和环形切口圆柱试样扭转断裂

的上述特点, 并且在实验过程中试样无可观测到

的塑性变形和亚临界裂纹扩展, 试样扭转切口强

度可按下式确定[ 16 ]

Ρ = 16M T öΠd 3

式中,M T 为测得的最大扭矩; d 为轴肩的小端直

径 (对于轴肩试样) 或为切口根部净截面的最小

直径 (对于环形切口圆柱试样)。

将按上述方法计算得的扭转切口强度绘于正

态坐标纸中 (见图 3) , 其中试样的失效概率用平

均秩来表示。图 3a 回归分析给出的切口强度与标

准正态偏量U p 间的线性相关系数远大于起码值

0. 88, 这表明由轴肩试样测得的扭转切口强度基

本上服从正态分布。图 3b 为脆性灰口铸铁光滑试

样扭转强度和环形切口圆柱试样扭转切口强度的

正态分布结果, 可以看出, 用两种几何形状的试样

测得的扭转切口强度和光滑试样的扭转强度均服

从正态分布。进一步分析还表明, 用两种几何形状

的试样测得的扭转切口强度和光滑试样的扭转强

度同时也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和W eibu ll 分布, 分

别见图 4 和图 5。

图3　脆性灰口铸铁扭转强度和

扭转切口强度的正态分布

(a)轴肩试样　 (b)环形切口圆柱试样

1. K Σ= 1. 4　2. K Σ= 1. 8　3. K Σ= 2. 0

4. K Σ= 1. 0　5. K Σ= 1. 82　6. K Σ= 1. 50　7. K Σ= 1. 27

图4　脆性灰口铸铁扭转强度和

扭转切口强度的对数正态分布

(a)轴肩试样　 (b)环形切口圆柱试样

1. K Σ= 1. 4　2. K Σ= 1. 8　3. K Σ= 2. 0

4. K Σ= 1. 0　5. K Σ= 1. 82　6. K Σ= 1. 50　7. K Σ= 1. 27

图5　脆性灰口铸铁扭转强度和

扭转切口强度的W eibu ll 正态分布

(a)轴肩试样　 (b)环形切口圆柱试样

1. K Σ= 1. 4　2. K Σ= 1. 8　3. K Σ= 2. 0

4. K Σ= 1. 0　5. K Σ= 1. 82　6. K Σ= 1. 50　7. K Σ= 1. 27

2. 3　脆性灰口铸铁扭转切口强度统计特征参数

随 K Σ 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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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3、图4和图5, 可以分别求出脆性灰口

铸铁的扭转强度和不同 K Σ 对应的扭转切口强度

的统计特征参数, 图6给出了这些统计特征参数随

K Σ 的变化关系。

图6　脆性灰口铸铁扭转切口

强度统计特征参数随 K Σ 的变化关系

( a) 正态分布 (轴肩试样) 　 (b) 正态分布 (环形切口圆柱试样)

　 (c) 对数正态分布 (轴肩试样) 　 (d) 对数正态分布 (环形切

口圆柱试样)　 (e)W eibull 分布 (轴肩试样)　 (f)W eibull 分布

(环形切口圆柱试样)

从图6a 可以看出, 轴肩试样切口强度均值及

其标准差几乎与 K Σ 无关, 可视为常数, 其值分别

近似为光滑试样扭转强度均值和标准差。这与图

6b 所示的脆性灰口铸铁环形切口圆柱试样的扭

转切口强度均值及其标准差随 K Σ 的变化规律明

显不同, 其中扭转切口强度的均值随 K Σ 的增大

而上升, 但其标准差却与 K Σ 成反比, 这表明对于

环形切口圆柱试样扭转切口强度的分散性随 K Σ

的增大而减小。从图6c 和图6d 可以看出, 两种几

何形状试样切口强度对数的均值随 K Σ 的变化也

呈现出明显不同的规律, 但切口强度对数的标准

差却几乎与 K Σ 无关。图6e 与图6f 则表明, 轴肩试

样切口强度的W eibu ll 特征强度和W eibu ll 模数

也几乎与 K Σ 无关, 可视为常数, 其值分别近似为

光滑试样扭转强度的 W eibu ll 特征强度和

W eibu ll 模数, 但环形切口圆柱试样的扭转切口

强度的W eibu ll 特征强度和W eibu ll 模数却随 K Σ

的增大而上升。

2. 4　简要讨论

2. 4. 1　试件几何形状与尺寸的影响

图2显示, 光滑试样不构成对裂纹扩展的拘

束, 为典型的脆性正断。对于环形切口圆柱试样,

不同切口半径的切口对裂纹扩展的拘束作用不

同; 当切口根部半径较大时, 切口试样相对光滑试

件而言, 对裂纹有一定的拘束作用, 因此, 切口试

样扭转断裂的表面与轴线间的夹角小于45°; 随着

K Σ 的增大, 即切口根部半径的减小, 这种拘束作

用逐渐加强, 所以当 K Σ= 1. 8时, 断面基本与试样

的轴线垂直, 此时试样相当于在切应力作用下而

断裂。由此可见, 试样对裂纹扩展的拘束作用越

强, 裂纹扩展路径偏离无约束时的正断路径的程

度就越大, 消耗的能量就越多, 因此, 表观断裂应

力就越高, 同时, 由于切口的存在, 使裂纹启裂及

扩展部位集中于切口区域, 因而断裂应力的分散

性也下降, 其结果见图6a。相对而言, 轴肩试样对

裂纹扩展不能构成拘束作用, 因此, 其断口形貌与

光滑试样的一致, 并且切口强度也与光滑试件的

切口强度无明显差别。

由上可见, 对于脆性灰口铸铁, 切口几何形状

与尺寸明显地影响着试样的扭转断裂方式及扭转

切口强度。因此, 在进行脆性材料机械零件的强度

细节设计时, 必须充分考虑到切口几何形状与尺

寸的影响。

2. 4. 2　脆性灰口铸铁的切口敏感性

早先的研究中, 是用具有一定切口几何形状

与尺寸和应力集中系数的切口试件, 测定拉伸切

口强度, 进而将切口强度 ΡbN 对抗拉强度 Ρb 的比

值定义为切口强度比N S R , 即N S R = ΡbN öΡb。当

N S R ≥1. 0时, 材料为切口韧性的, 即对切口不敏

感; 反之, N S R < 1. 0, 材料为切口脆性的, 即材料

对切口敏感[ 17 ]。同样, 可以定义扭转载荷下的切

口强度比N S R , 显然对于本研究中所用的脆性灰

口铸铁, 当为环形切口圆柱试样时, N S R > 1. 0,

当为轴肩试样时, N S R≈ 1. 0。由此可见, 在扭转

载荷下脆性灰口铸铁是切口不敏感的。

另外, 图3、图4和图5表明采用两种几何形状

的试样测得的扭转切口强度, 与光滑试样的扭转

强度一样均符合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和

W eibu ll 分布。由此再鉴于脆性灰口铸铁的N S R

·57·

试件几何形状与尺寸对脆性灰口铸铁扭转切口强度的影响——鄢君辉　赵　康　郑修麟



不小于1. 0, 那么只要知道光滑试样的扭转强度及

其概率分布, 而不必进行昂贵而费时的切口试样

的扭转实验, 便可进行扭转载荷下脆性灰口铸铁

等脆性材料构件的强度设计和可靠性评估, 即光

滑试样的扭转强度及其概率分布可作为扭转状态

脆性材料切口强度设计和可靠性评估的依据。

上述结果对陶瓷等脆性材料扭转状态下的强

度设计和使用有一定启示, 但尚需进一步研究。

3　结论

(1)脆性灰口铸铁轴肩试样扭转断口宏观形貌

基本与光滑试样的一致, 但环形切口圆柱试样的断

裂局限在切口区域, 断面几乎与试样的轴线垂直,

K Σ 较大的试样尤其如此。

(2) 脆性灰口铸铁轴肩试样、环形切口圆柱试

样的扭转切口强度和光滑试样的扭转强度均同时

符合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和W eibu ll 分布。

(3)脆性灰口铸铁轴肩试样切口强度均值及其

标准差、切口强度对数的均值和标准差以及切口强

度的W eibu ll 特征强度和W eibu ll 模数, 均几乎与

K Σ 无关, 可分别视为常数, 其值分别近似为光滑试

样扭转强度相应的统计特征参数值。

(4)脆性灰口铸铁环形切口圆柱试样的扭转切

口强度均值、切口强度对数的均值随 K Σ 的增大而

上升, 扭转切口强度的标准差却与 K Σ 成反比, 切

口强度对数的标准差几乎与 K Σ 无关, 其值分别近

似为光滑试样扭转强度对数的标准差, 但环形切口

圆柱试样的扭转切口强度的W elbu ll 特征强度和

W elbu ll 模数却随 K Σ 的增大而上升。

(5)脆性灰口铸铁轴肩试样和环形切口圆柱试

样的扭转断裂方式、扭转切口强度的统计特征参数

随 K Σ 的变化表现出的不同规律, 可能与不同的切

口几何形状与尺寸对裂纹扩展的拘束作用不同有

关。

(6)脆性灰口铸铁扭转切口强度和光滑试样的

扭转强度服从相同的概率分布, 且N S R 不小于1.

0, 故光滑试样的扭转强度的概率分布可作为承受

扭转载荷的切口件可靠性分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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