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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屏显液压万能试验机

技术方案

一、设备名称： 微机屏显液压万能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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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型号：WEW-1000C

三、产品用途：

WEW-1000C 型微机屏显式液压万能试验机主机采用油缸下置式，

蜗轮蜗杆传动，主要用于金属、非金属、复合材料及制品的拉伸、压

缩、弯曲、剪切等方式的力学性能试验，同时可以根据 GB、ISO、

JIS、ASTM、DIN及用户提供的多种标准进行试验和数据处理。广

泛应用于建筑建工、冶金、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等行业的材料检验分

析，是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工矿企业、技术监督、商检仲裁等部门

的理想检测设备

增加特殊辅具后，可进行紧固件、钢丝绳、构件的力学性能试验，

是质检部门、工程质量检测单位、大专院校及大型工矿企业理想的检

测仪器。

四、设备介绍：

1、主机

主机采用油缸下置、涡轮蜗杆传动（日本岛津技术）式主机，上

横梁、工作台通过立柱紧固连接形成一个刚性框架—上框架。中横

梁、底座通过两丝杠也形成一刚性矩形框架—下框架。通过技术装

配手段，使得上下刚性框架半重叠。即构成下框架的中横梁位于上

框架之间；同时，构成上框架的工作台也位于上框架之间，下框架

的底座上安装有油缸，活塞则和上框架的工作台相连。设备运转时，

传动液压油进入油缸底部，使活塞带动上框架上行，致使上横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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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横梁之间的空间沿活塞运动方向增大，从而形成拉伸空间。中横

梁与工作台之间的空间沿活塞运动方向减小，从而形成压缩、弯曲、

剪切试验空间。

图一 主机

该试验机使用了立柱与上横梁卡块安装形式，通过调节上横梁在

立柱上的不同安装位置使得该机的试验空间可有数种变化。在上横梁

安装完毕以后，试验空间既已固定，此时可通过调节中横梁在丝杠上

的相对位置，来改变压缩、拉伸试验空间大小，总的试验空间不发生

变化。A+B=K（其中 A=拉伸空间， B=压缩空间，K=试验空间）

特点：

1）主机采用油缸下置式，上空间进行拉伸试验，下空间进行试验的

压缩、 弯曲试验，下围壳固定在底座上，布局美观，安全防尘。

2）坚固的两立柱两丝杠结构设计，整机稳定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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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横梁通过支撑杆的支撑移动下横梁来调整试验空间，使试验操

作更便捷。

4）消隙机构：完全消除了丝杠、拉伸螺母之间的间隙对试验结果的

影响，另加导向机

构，保证试样在拉伸过程中受力轴线始终与试样中心重合。

5）独立的低噪音琴台式伺服油源、电器一体化控制柜、实用美观，

具有可靠性稳定性。伺服油源配置高性能的日本不二越 NACHI泵和

试验机专业的伺服比例阀，试验结果精确。 另外，独立的加紧液压

系统，确保试样夹持牢固，拉断试样后，不脱落，安全可靠。

6）全数字闭环控制系统，相应速度快，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软件可实现试 验力，位移，变形的三闭环控制，完全满足

GB/T228.1-2010 《 金属材料室温拉伸试验方法》的要求。

2、传动系统

中横梁通过贯穿的蜗轮蜗杆传动机构来调整，与以往二代机电

机带动丝杠转动不同的是：电机带动安装在中横梁内的蜗轮蜗杆带动

拉伸螺母转动，从而保证两丝杠与底座之间达到无间隙安装。另外，

拉伸螺母与丝杠之间，通过轴向调隙机构，同样消除了拉伸螺母与丝

杠间的间隙。做到了传动系统与定位系统彻底分离，加载系统几何中

心与受力中心完全一致，保证了上下钳口的同轴度和主机的耐久性。

整机初始状态试验方向无间隙，使得所得的试验数据更稳定，可靠。

3、液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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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原理如图二所示，为负载适应型进油节流调速系统，手动阀

控制试验进程。

油箱内的液压油通过电机带动高压齿轮泵进入油路，流经单向

阀、高压滤油器、压差阀组、送油阀，进入油缸。通过手动控制送油

阀的开口大小，从而控制进入油缸的流量，满足加载的要求。试验完

成后，打开回油阀卸荷并使油缸返回。上下钳口的夹紧、松开通过两

个电磁换向阀控制。

图二 液压原理图

五、主要技术指标

最大试验力 1000 kN

整机精度等级 1级

试验力测量范围(kN) 2%～100%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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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力量程 全程不分档，等效四档

试验力分辨力 ±300000码

试验力示值准确度 ±0.5%

变形测量范围(mm) 1%～100%F·S

变形分辨力 ±300000码

变形示值准确度 优于±0.5%

位移测量范围(mm) 200

位移分辨力(mm) 0.0001

位移示值准确度 ±0.5%

夹紧方式 液压夹紧

圆试样夹持直径(mm) φ13～φ26 Φ26～φ40

扁试样夹持厚度(mm) 0～30（宽 110）

弯曲试验支点距离（mm） 40~480
电源 电压：380V±10%； 功率：2.3(kw)

重量(Kg) 约 3100

六、系统配置

序号 名称型号 规 格 数量

1 试验机主机 （油缸下置式、无摩擦间隙密封油缸） 1台

2 油站（油源） （油压路系统） 1套

3 液压夹紧 （液压夹紧油缸 2个） 1套

4 压力传感器 国产知名品牌 1只

5 位移传感器 国产知名品牌 1只

6 电气控制系统 （控制电路、设备保护电路） 1套

7 计算机（惠普） HP（2G/500/集成显卡/19寸液晶显示屏） 1套

http://detail.zol.com.cn/desktop_pc/p3915/


济南力驰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专业试验设备制造商

8 打印机（惠普） HP喷墨打印机 1台

9 数据采集卡 自有知识产权放大控制器内置插卡 1套

10 控制系统 试验机控制系统（含软件） 1套

本机标配辅具

1 扁平钳口 0～15 1套

2 V形钳口 Φ13～φ26 1套

3 V形钳口 Φ26～φ40 1套

4 压缩附具 压盘φ160 1套

七、其它选配附具

序号 名称型号 规 格

1 剪切辅具 Φ10

2 螺栓拉伸辅具 根据客户需求选配

3 引伸计 根据客户需求选配

八、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1 本技术方案属于我公司技术资料，用户应对我方提供的技术情报和资料承担

保密义务，不论本方案是否采用，本条款长期有效；

2 我方对用户提供的技术情报和资料亦应承担保密义务。

九、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

1．保修范围：

设备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万缤公司保修12个月，终身维修服务。因非人为

原因造成的损坏，免费修理及更换零部件。

2．培训：

a．本试验机到需方场地三日内，我方人员到场调试，免费为需方2-4名操作人员

进行培训，培训地点在需方公司内。

b．培训必须达到能正确使用试验机、软件操作和一般维护和故障处理为止。

3．维修服务：

a．咨询服务：供方随时电话或书面解答产品使用的疑问。

b．故障保修期内，供方4小时内为用户做出故障排除方案并通知用户，如解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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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36小时内供方派人上门服务。

c．保修期内人为或自然灾害引起的故障或损坏，仅收取维修成本费。

d．如需更换设备另部件及送修，保证在七个工作日内解决。

4．以下情况不属于保修范围：（但我方仍保证急客户之所急，积极配合，及时排

除故障，仅收取维修成本费。）

a．因不正常操作及人为或自然灾害引起的故障或损坏。

b．非经培训专业人员操作引起的一切故障。

c．未经我方同意自行拆卸改装任何部分（如微机、主机、线路等）造成的损坏。

d．未经我方同意任意安装有病毒软件，任意删除电脑文件或自解注册号造成试

验机不能工作。

5．更新服务：

a．免费为用户升级试验软件，相应所需的培训并免费提供优惠为用户扩展实验

功能。（仅供同类产品）

b．用户向我公司购买的其他附件只收取材料费和加工费，

软件简介

第一章 界面操作

 主窗口：

主窗口是程序的控制中心，它负责管理各个功能窗口和系统模式的切换，并显示试样的基本信息和试验控

制状态信息，这个窗口始终位于屏幕最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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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菜单

六、【模式】菜单：负责系统管理工作，如系统模式的切换。

六、试验模式：切换到试验控制界面,即试验控制模式，显示负荷、变形

和位移测量值，启动和停止试验，记录试验曲线等等。

六、分析模式：切换到数据分析界面,分析模式时，显示窗口会被“分析

板”替代，便于用户分析试验曲线，计算试验结果。

六、退出模式：退出 SmartTest 控制程序。

七、【设置】菜单： 分为“选择力传感器”、“选择引伸计”、“系统参数”和

“分析参数”等菜单项。（如图所示）。

七、[选择力传感器]、[选择引伸计]：

选择当前正在使用的力传感器、引伸计。如果配置了多个力传感器和

引伸计（如何配置传感器和引伸计，请参见 SmartDebud 配置工具箱使

用说明），因为它们每个的调整参数都不一样，因此，如果用户更换了

力传感器或引伸计，在试验以前必须重新选择。用户的选择系统会记

忆，即下次开机同这次一致。

七、[系统参数]：

七、“系统”页：

①
③②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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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破型判断起始点]：仅当负荷值大于这个设定值时，系统才进行破型

判断；

七、[破型判断条件]：仅当负荷值下降幅度大于设定值时，系统才认为试

件已破环，从而自动停止。

七、[试样接触判断]：主要用于压缩试验，当试验力大于设定的值时，系

统认为已经接触试样。

七、[把最大变形量作为断后伸长]：将系统测量到的最大变形作为断后伸

长，从而自动得出断后伸长率；

七、[试验结束自动移到下一个试样]：当数据板中打开了一批试样记录

后，试验结束后，系统自动切换到下一条记录。

[破型判断]：即试样破坏的判断条件，只有满足破型条件，软件才会自动
结束试验。其一根据力值下降的幅度和当前量程的比值来判断，这主要针
对韧性高的试样或压缩试验，特点是力值是缓慢下降；第二个条件是根据
力值突然下降的幅度来判断，主要针对拉伸试验，特点是试样断裂的瞬间，
力值突然下降。注意，只要满足上面任何一个条件，软件都会认为破型而
自动结束试验。
注：此处的破型判断的设置起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在试验力、变形面板中按
下[破型判断]按钮。否则，即使满足破型判断条件，系统也不会自动停止，
用户必须手动停机。
② “显示:页:

 显示刷新周期：“显示板”以此处的设置为周期进行各种显示。缺省设

置为 400ms。“刷新周期” 的设置应保证显示适合人的眼睛观察。

a) 显示精度：有关示值显示的内容为：

1) 小数点后显示**位：在该选项下面的“自动”选框为“空”时，该

项起作用，将控制“显示板”上试验力、变形和位移的显示位数。

2) 自动：有关试验机标准对试验力、变形的显示精度有非常明确的规

定，因此，选中此项，SmartTest 将自动根据试验力、变形档位确

定显示位数。对于位移的显示亦有相关的规约。

 自动换档：选中，则试验力、变形在试验过程中将自动换档，否则，

系统处于手动换档状态。做为操作人员，对要进行的试验通常有一个

基本的判断，因此 SmartTest 缺省设置试验力不自动换档，从而最大

程度地减少换档冲击以及系统延时。自动换档时，当测量值大于当前

档位量程时，程序会自动向大档位跳转。但在压环标定的时，不允许
自动换档。

 档位记忆：选中，则每次进入试验界面时，自动记忆上一次所选的档

位。

③ “曲线”页：

3、曲线采集周期：“曲线板”以此处的设置为周期进行试验曲线的记录。

缺省设置为 400ms。“曲线采集周期” 不应设置的过小，否则，会记录

过多不必要的重复点，而且占用很多系统资源。

4、曲线高速采集周期：在记录试验曲线的过程当中，对于某一阶段(如屈

服阶段)可以进行高速采集。此处的设置即为高速采集的周期。

5、曲线绘制最长时间：曲线最多记录 30000 个点，减小曲线采集周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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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延长曲线记录时间。

6、横梁有效行程：此处设定的有效行程亦即曲线板中位移坐标的最大值。

对于无行程检测的试验机，此项无意义，不显示。

7、坐标自适应：选中，则绘制的曲线接近坐标轴时，曲线坐标自动放大。

否则，曲线坐标与所选的档位相适应。

注：计算机与试验机之间是通过插在计算机中的万能试验卡作为中间环节
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数据采集系统的计算机，应实时准确的对试验过程进
行记录。计算机对试验过程记录的“步长”叫做采样周期。SmartTest 控
制系统利用特殊技术实现了对采样周期的精确控制，最小采样周期可为
1ms。此处应严格区分“采样周期”与“显示刷新周期”和“曲线采集周
期”的区别。
④ “过载”页：

b) 关于试验力过载：当试验力大于一定的上限，系统将自动进入过载保

护，并及时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保证试验机的安全。过载分为两种情

况：其一是试验力超过系统过载上限（最大量程*过载系数），其二为

用户选择试验力不自动换档时（一般为压环标定传感器的时候），试验

力大于当前量程的 3%，程序也认为过载。一旦程序认为试验力过载，

会出现一个过载警告窗口。

这个窗口记录了本次过载的一些相关信息。

八、【调整】菜单：分为“力传感器检定” 、“引伸计检定”和“位移检定”

等菜单项(如图所示)。调整传感器校准参数，一般在调试机器时使用，操

作人员禁止使用，有权限密码保护。

十三、校准窗口：如图所示，SmartTest 系统可以通过软件数字精确调整

负荷每档的采样显示值，在试验停止状态下，选择[调整]->[ 力传感

器检定]菜单，将调出校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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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方法：在输入框中输入或选择正确的标定值，当测力环达到标

定值后，按下“校准”按钮，显示值将直接校准到标定值。为了更方

便的调整参数，在压环标定传感器时，即使在试验上行或下行状态下，

也可以直接按[-]或[+]按钮来调整传感器放大增益，直到显示值和测

力环所对应的力值一致。

如果切换档位，调试窗口也会同时切换。调整负荷显示值时，请从

最大档开始调整，因为第一档的调整校准将会影响后面各档。

注：位移、变形的校准同负荷，此处不再敖述。
九、【工具】菜单：

九、[报表编辑器]：参见”报表编辑器”一章。

九、[用户帐户]：参见附录“用户管理”。未启用三级用户权限管理时，

该菜单项不显示。

十、【窗口】菜单：选择”锁定”后，“显示板”、“曲线板”、“控制板”作为

一个整体进行移动。选择“浮动”时，上述各窗口可以分别移动。选中“自

动排列”，则各个子窗体自动排列并且随主窗体一起活动。未选中“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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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时，可以通过选择“排列子窗体”进行各个窗体的排列。

十一、【帮助】菜单：提供系统操作的帮助信息和系统的相关信息。

十二、【退出】菜单：退出 SmartTest 控制程序。

2 系统状态栏：显示试验过程中试样和控制的相关信息，请用户随时留意状态

栏中的提示信息，以避免盲目操作。

3 系统工具栏：作用和系统菜单一样，但更便于用户选择；

1. [试验]：切换到试验模式。

2. [分析]：切换到分析模式。

3. [数据板]: 点击可以弹出数据板窗口，具体参见“数据板”一节。

4. [前翻]：向前翻动数据记录。

5. [后翻]：向后翻动数据记录。

下面是一部分功能窗口的简要说明，后面将详细一一介绍：

④ 试验力、变形显示板：试验力、变形的硬件调零、软件清零和显示，试验力

峰值显示，试验力、变形档位的选择等。

⑤ 曲线板：试验过程中，实时显示力-时间、变形-时间、力-变形和力-位移曲

线。自带工具条，支持局部放大和缩小等。

⑥ 控制板：度盘显示试验力，显示加荷速度，启动和停止试验过程。

第二章 试验过程

一．输入试样信息

准备开始做试验时，第一步是输入试样的信息。所有的试样信息和测试数据，

系统都保存为一个数据库文件，而不同于以前的一些测试系统，一个试验保存为

一个数据文件。在数据库中，一个试验保存为一条记录。如果把数据库文件当成

一个巨大的数据表格的话，一条记录就相当于这个表格中的一行。而这个表格是

可以不断加长的。

点击数据板上的新建按钮（参见数据板说明），将出现新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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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样数据输入区：用户在这里输入试样的一些相关信息，当然，也可以直接

打开右边列表中保存的试样模板文件，而不用再一一输入。用鼠标点击模板

名称，那么，这个模板所包含的试样内容就会直接填入。填完试样信息后，

点击窗口中间的[新建]按钮，所填数据将拷贝到下面的试样信息数据缓冲

区。用户可以开始下一个试样信息的输入。

 新建按钮：将数据从输入区拷贝到输入缓冲区，此时，试样数据还没有保存

到数据库中，用户在数据缓冲区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改试样内容。

 成批新建：前面两个步骤说明了一次输入一个试样信息的过程。在很多时候，

试样都是成批的，而对于同一批试样，其形状特性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

编号。针对这种情况，系统可以一次产生同种类型(同批号)不同编号的试样

信息数据，并填充到数据缓冲区。点击[成批新建]按钮，将出现一个窗口。

利用它可以帮助用户提高输入试样数据时的效率。

 试样模板名称列表：任何一个试样模板都记录了一个特定试样的基本信息，

用户可以将任何一种试样及其相关信息保存为一个试样模板，这样在下次试

验处理同样的试样时，直接打开（用鼠标直接选择试样模板名称）相应的模

板，系统就会将试样信息自动填入。例如，如果用户现在测试的是直径为 20mm

的圆钢材，可以先将一根试样的信息填入试样数据输入区。然后选择试样模

板名称列表下面的[另存为]按钮，将出现一个对话框，用户可以在这个对话

框中输入模板名称，一般情况下，可以取一个有意义的名称，如[圆材 20]，

这样，从名称上就知道它对应了直径为 20mm 圆型试样的信息。以后，如果

测试直径为 20mm 的圆型试样，只需用鼠标点取试样模板列表中的[圆材 20]，

这个模板所包含的信息就会自动调入，然后只需稍作修改即可。

 试样信息数据缓冲区：为了便于用户一次输入多种不同类型试样数据，系统

先将已输入的试样数据填充到这个区域。用户可以在这里检查数据的准确性

后再保存到数据库。可用下面两个按钮对输入的数据进行修改和删除：

 修改：用鼠标双击要修改的数据区域，修改后再按回车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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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用鼠标选择要删除的数据行，然后点击[删除]按钮即可。

 确定：将数据缓冲区的数据保存到数据库，并且将它们添加到数据板，同时

关闭新建窗口。

 二．打开试样记录

前面说明的是用户新建完试样记

录，马上开始试验的情况，但是，也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用户在上午一次

性将所有要测试的试样记录全部新建完毕后，上午完成了一部分的测试工作，下

午要继续上午没有完成的测试。而试样信息在上午已经全部输入，下午测试的第

一步就是将上午输入了但还没有测试的试样信息打开。点击数据板上的[打开]

按钮，将出现打开窗口，可以根据三个不同的条件打开试样数据：批号、试验日

期和试验人，在这三个条件的同时，用户还可以选择全部显示或只显示完成或没

有完成的试样记录。输入打开条件并确定后，系统将选择数据填入数据板。用户

可显示数据板查看数据，打开的数据也许有很多，用户最后还必须在数据板选择

准备试验的试样。

如果用户要查询历史数据，操作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三.试验过程：

试件信息调入数据板后，如果只有一个试件，那么，用户不必选择要测试的

试件，如果用户新建了很多试件信息，在开始试验之前，用户必须定位将要测试

的试件记录。比如说，用户新建了 10 根试件记录以后（编号为 000-009），从这

10 根试件中随便拿了一根，编号为 006，那么，用户这时必须在数据板上移动数

据记录，直到显示编号为 006 的试件记录。找到编号为 006 的试件后，用户可以

先将数据板关闭，避免影响别的窗口显示。下面就可以开始试验操作了：

 安装试件：

先夹紧上夹头，通过控制板调节横梁位置到合适的地方，调整负荷传感器的

零点和位移清零以后，然后夹紧下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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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试验方法：：

对于简单的操作，用户可以选择单一控制模式来做试验，比如位移或力控制，

选择其中的一种控制模式，确定控制速度。如果是复合控制，以标准拉伸试验为

例，用户在选择拉伸控制模式以后，还必须设置一些必要的控制参数。

 开始试验操作：

参数设置好以后，按下控制板的[开始]按钮，试验开始。在控制过程中，请密切

注视试验的进程，必要时进行人工干预。在试验控制过程中，最好不要进行无关

的操作，以免给控制造成影响。在取下引伸计之前，用户必须将变形显示板的[取

引伸计]按下，不然，在取引伸计的变形信号也将如实记录，从而直接影响后面

的数据分析。

 试验结束：

在下面几种情况下系统将停机

一、 人工干预，按下[停止]按钮；

二、 负荷过载保护，负荷超过过载保护上限；

三、 系统判断试件破型；

1） 试验结果的保存

试验完成以后，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分析测试曲线，得到分析结果。分析模块

提供了自动和手动两种分析模式。试验结束后，用户双击曲线部分可以调出分析

模块。一般情况下，建议用户采用自动为主，手动为辅的分析模式。

 弹性模量的定义：



济南力驰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专业试验设备制造商

本手册所提到的弹性模量一般指金属材料的弹性模量。材料在外力作用下

所表现的性能称为材料的力学性能或机械性能。材料的力学性能由试验测定，拉

伸试验与压缩试验是研究材料力学性能最常用、最基本的试验。以低碳钢的拉伸

试验为例，其典型的拉伸性能曲线如下图所示：

图 1

应力- 应变曲线的第一阶段 OA 为一直线，说明在此阶段内应力和应变成正

比，即：

σ∝ε。

如果引进比例系数 E，则

σ＝Eε。

上述关系式称为虎克定律。比例系数 E称为材料的弹性模量。在国际单位制

中，E的常用单位为 GPa(吉帕)。１GPa=1000MPa。

图 2

 引入弹性模量的原因：

按照 GB/T228-2002 规定，对于图 1 这种“呈现明显屈服现象的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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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标准应规定测定上屈服强度或下屈服强度或两者，如未具体规定，应测

定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或下屈服强度”。而对于无明显屈服现象的金属材

料，如图 2所示，该标准引入了“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的概念。如测定规定非

比例延伸强度 Rp0.2 等。那么，什么是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Rp0.2？以图 2为例：

首先做一条沿比例段的切线 ON，然后在变形轴上找到点 M：

M＝标距×0.2/100。

若引伸计标距为 50mm，则 M点为 0.1mm。如图 2，沿 M点再做一条与 ON 平行

线 ME，与试验曲线相交于 P点。P点即为要找的 Rp0.2 点。

由此可看出，获得规定非比例应力点的关键是必须找到曲线的比例段，并取

得比例段的切线。根据前述弹性模量的定义不难看出，在材料力学性能曲线上，

比例段的斜率即为材料的弹性模量。

因此，引入弹性模量，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计算材料的各种规定非比例应力。

当然，弹性模量本身也是材料的一个重要参数。

六．试验结果打印

试验完成后，接下来就可以打印试验数据了。先显示数据板，它的工具栏上有个

打印按钮，按下它，将按照规定的报表格式打印当前你打开的所有记录。如果用

户并不需要将所有的记录都打印，可以用[打开记录集]窗口过滤当前记录集后再

打印。此处的报表格式是固定的，基本上能满足大多数用户的要求。

生 产

一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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