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叠加梁纯弯曲实验 
一、实验目的 

测定两种不同性质材料被胶结而成叠合梁的正应力分布规律，对比理论计算结果并进行

分析。 
二、实验设备 
1． 纯弯曲梁实验装置三套。 
2． 不同材料组成的叠合梁三套。 
3． TS3861 恒流式静态电阻应变仪三套。 
三、实验原理和装置 
 1． 三套由不同材料组成的叠合梁分别为：铜－钢叠合梁、铝－钢叠合梁和铜－铝叠合梁。 
  纯弯曲梁实验装置如下图所示。                                                    
 

1.叠合梁 2. 定位板 3. 支座 4.试验机架  
  
5.加载手轮 6.拉杆 7.加载横梁 8. 测力仪 
 
9.加载系统 10.载荷传感器 11.加载压头 
 
 
 
 
 
 
 
 

    图 1 实验装置示意图 
  

2．实验时，转动手轮加载至 P 时，叠合梁的 B、C 处分别受到垂直向下的力，大小均为
2
P

,

由剪力图可以得到 BC 段剪力为零，故叠合梁的 BC 段为纯弯曲段，弯矩为 M＝
2

Pa
。 

 沿叠合梁不同高度各粘贴一组电阻应变片，应变片的测量方向均平行于梁轴，然后把叠加

梁放置在纯弯曲实验装置上，叠合梁加载及应变片分部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图 2 叠合梁加载及应变片分布示意图 
 
把叠合梁上各电阻应变片的引出线依次接入相应的 TS3861 恒流式静态电阻应变仪，则可

测得各种叠合梁在不同级别荷载下的实测应变分部情况，然后根据单向应力状态的虎克定



律求得叠合梁在不同级别荷载下的实测应力分布情况。 

 叠合梁上、下层截面实测应力 ；＝ 实实 111 εσ E ；＝ 实实 222 εσ E  

式中  、 分别为叠合梁上、下层材料的弹性模量。 1E 2E

    
实1ε 、

实2ε 分别为叠合梁上、下层的实测应变值。 

3． 叠合梁应力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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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层截面的弯曲正应力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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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分别为叠合梁上、下层的横截面面积； 21 AA、

     、 分别为叠合梁上、下层截面的形心位置； 1cy 2cy

     分别为叠合梁上、下层截面高度 21 hh 、

21 aa 、 分别为叠合梁上、下层截面行心到叠合梁形心的距离； 

21 yy 、 分别为叠合梁上、下层计算应力处截面离叠合梁形心的距离。 

四、实验步骤 
1．任选一套叠加梁 

 本实验所使用的铜为弹性模量 E=100GPa 黄铜；所用钢材为 45＃钢，弹性模量

E-=210GPa;铝为弹性模量 E=70GPa 的铝合金。 
2．宽度 b＝20mm,高度 h＝40mm，跨度 L=620mm,加载点到支座距离 a=150mm 
3．应变仪准备 
（1）接通应变仪电源，按下“开”按钮，仪器面板上显示屏点亮。 
（2）调整应变仪面板上的电阻值合灵敏度系数，使之与所贴电阻应变片的电阻值及灵敏度

系数相一致。 
（3）把应变仪后面版的桥路形式设定为半桥（公共补偿）。 
（4）查看应变仪上表面各通道。将各应变片的导线依次接入通道，并接好补偿片。 
（5）各测点接线完毕，按“初值”钮，仪器显示各测点初始值。再按“测量”钮，使各点

载荷为零时“测量”的值为 0。 
4．加载测量 



  本实验采用转动手轮加载的方法，载荷大小由与载荷传感器相连接的测力仪显示。每

增加载荷增量 ，通过两根加载拉杆，使得叠加梁距两端支座各为 a 处分别增加作用

力

PΔ

2
pΔ
。缓慢转动手轮均匀加载，每增加一级荷载，记录一次叠加两横截面上各测点的

应变读书一次，观察各次的应变增量是否基本相同。然后，再重复加载从零至最终荷载

两次，最后取三次最终荷载所测得的各点的应变平均值计算叠加梁上、下各点的实测应

力。注意：加载必须逐级慎重加载，不允许产生材料的塑性变形。 
五、实验报告要求 
1． 实验报告内容应包括：实验目的、实验装置。实验方案和表格化的实验数据。 
2． 作出实测应变、应力的分布图，与梁弯曲正应力实验的数据比较，并讨论其特征。 
3． 根据应变、应力分布规律，构想叠合梁的力学模型，导出该正应力的计算公式。 
五、思考题 
1． 如两根叠合梁之间仅光滑的叠合在一起，如何做梁的纯弯曲实验？ 
2． 当两根叠合梁之间是用螺栓连接，梁跨中截面的正应力将如何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