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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吕

    GB/T 2423《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按试验方法分为若干部分。

    本部分为GB/T 2423的第55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IEC 60068-2-75:1997《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h:锤击试验))(英

文版)。

    本部分是第一版((IEC 60068-2-75是第一版)

    本部分等同采用的IEC 60068-2-75由IEC导则104确定为安全性基础标准

    本部分等同采用的IEC 60068-2-75由IEC导则108确定作为基本环境试验标准发布。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IEC 60068的本部分”一词改为“GB/T 2423的本部分”或“本部分，’;

    b)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C)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d) 为了与现有GB/T 2423其他各部分的名称一致而将本部分改为当前名称;

    e) 本部分在国标转化过程中与IEC 60068-2-75第一版的出版有5年的滞后。失去了5年的过渡

        期。为了便于使用时掌握，在“IEC 60068-2-75:1997第一版1997年8月出版的5年后将带括

        号的量值删除”语句中增加了版本号和出版日期，并保持与原文一致。

    本部分引用的规范性文件中有一部分目前尚未转化为等同采用的国家标准，在引用这些规范性文

件时仍以IEC/ISO的编号列出。

    本部分附录A和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附录D和附录E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五研究所提出。

    本部分由中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上海市电子仪表标准计量测试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卢兆明、纪春阳、龚彩萍、王学智、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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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采用不同的锤对电气设备进行撞击试验都可能产生机械应力。试验的结果依赖于专用的试验装

置，为了标准化的目的，GB/T 2423的本部分描述了适用于各严酷等级的各种试验锤的特性

    为了满足本部分的要求，应从第4章、第5章和第6章中选择合适试验方法。并重视这三章的注。

    严酷等级通常从GB/T 4769-2001中选取。

    为了协调，有必要改变试验Eg:撞击 弹簧锤(GB/T 2423. 44)和Ef:撞击 摆锤(GB/T 2423. 46)

的基本参数。在所有情况下，包括在试验中设置并保留合适的参数直到本部分等同采用的IEC 60068

2-75:1997第一版1997年8月出版的5年后将带括号的量值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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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Z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h:锤击试验

范 围

    GB/T 2423的本部分提供了对样品进行包括撞击的次数、能量和实施方向等规定的严酷度条件下

实施撞击的三种等效的试验方法。适用于按电气安全性条款评定产品的坚固程度

    本部分适用于从。.14焦耳(J)至50焦耳(J)能量级

    本部分给出了适用于试验的三种装置。附录C提供了这方面的指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2421-199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1部分:总则(idt IEC 60068-1:1988)

    GB/T 4796-2001 电T电子产品环境参数分类及其严酷程度分级(idt IEC 60721-1;1990,

Amendment 1:1992 )

    ISO 1052:1982 一般工程用钢

    ISO 2039-2:1987 塑料洛氏硬度试验方法

    ISO 2041:1990 机械振动和冲击 术语

    ISO 2768-1:1989 一般公差 线性尺寸的未注公差

    ISO 6508-1986  6}-W # 1;1 砰彦试赊一洛 氏试盼 (A一H一〔、一仆 E一F一几一H一K                                           kJ3)

锤击试验方法通则

3. 1 术语和定义

    GB/T 2423的本部分采用ISO 2041:1990或GB/T 2421-1999规定的术语和定义。下列附加的

术语和定义仅适用于本部分。第4章和第6章的试验的专用术语将在对应的章里给出。

3.1.1

    固定点 fixing point

    样品固定时，夹具与样品的接触点。

3. 1.2

    等效质f  equivalment mass

    试验装置的撞击元件以及共有速度提供撞击能量的有关部分的质量。

    注:摆锤装置的特殊情况，见4. 1. 30

32 严酷度

3.2. 1 概述

    在3. 2.2给出了供选择的撞击能量，撞击次数见3. 2. 3,

3.2.2 撞击能f

    有关规范应确定下列能量值之一作为撞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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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4-0. 2-(0. 3)-0. 35-(0. 4)-0. 5-0. 7-1-2-5-10-20-50焦耳 (!)

    注:括号内的量值是 GB/T 2423(IEC 60068-2)标准采用的。在本部分对应的IEC 60068-2-75:1997第一版 1997年

        8月出版的5年后将带括号量值删除。

3.2.3 撞击次数

    除有关规范另有规定，对每一个位置撞击3次。

3.3 试验装置

3.3. 1 描述

    可用三种试验装置进行试验:

    — 摆锤 ;

    — 弹簧锤 ;

    — 垂直落锤。

    这三种装置分别用于试验Eha,Ehb和Ehc，在第4章、第5章和第6章中将予以说明 撞击元件特

性是一致的，三种情况的要素列于表1。图1展示了外形的相互关系

    尺寸单位为毫米(mm) 除另有标注，公差按ISO 2768-1中的m级。

                                        表 1 撞击元件特性

OUR/J 匀
士10% 士:% 士:% 士10+5% 2015% 5015%

等效质量

士2%/kg
0.25(0.2) 0.5 1. 7 5 5 10

材料 尼龙“ 钢匕

R/.. 10 25 25 50 50 50

D/mm 18. 5(20) 35 60 80 100 125

fl.- 6. 2(10) 7 10 20 20 25

r/mm 一一 10 17

I/mm 根据等效质量调整确定，见附录A

    洛氏硬度 HRR 85-100按 ISO 2039-2

b Fe 490-2按ISO 1052.洛氏硬度 HRE 80-85按ISO 6508,

注:当能量等于或小于1)时，在括号中的撞击元件的等效质量以及撞击元件的直径是的参照原试验 Ef 试验

    Eg的量值已在此参数中。为了协调，括号内的量值自本部分等同采用的IEC 60068-2-75;1997第一版1997年

    8月出版的5年后将删除

为了保证试验效果，每次撞击前应目测检查撞击表面，不应存在影响试验效果的损坏。

                                  图 1 撞击元件的典型示意图

3.3.2 安装

    有关规范应规定样品按照以下要求之一固定

kkx
k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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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常规意义的方法安装在坚固的平面支撑上，或

b) 靠在刚性的平面支撑上。

    当样品背靠平面进行试验时，为保证样品得到刚性的支撑平面 如在砖或棍凝土的墙和地板平面上

牢固地衬垫一层尼龙

    这层尼龙的硬度按洛氏硬度ISO 2039-2规定的HRR 85--100，厚度约8 mm。这层尼龙应足够

大，不因支撑面积不足而导致样品的任何部分承受过大的机械应力

    当施加撞击受试样品同样的能量直接撞击平面支撑时，支撑平面的位移未超出。. 1 mm，可认为支

撑具有足够的刚性。

    注1:图D. 3、图 D. 4和图D. 5给出了撞击能量不超过11的安装和支撑的示例。

    注2:底座的质量至少是样品质量的20倍时，可以认为具有足够的刚性

3.4 预处理

    有关规范应规定预处理，并规定条件。

3.5 初始检测

    有关规范应规定对样品进行外观，尺寸和功能检查。

3.6 试验

    应避免因反弹而产生的二次撞击。

3.6. 1 姿态和摘击位置

    有关规范应规定样品的姿态和最可能因撞击而损坏的部位，并在这些位置进行撞击。除非有关规

范另有规定，撞击方向应垂直于受试表面。

3.6.2 样品的准备

    有关规范应规定样品的底座、罩壳及类似部件经受撞击的安全要求。

    注:可以提出功能监测的要求(见3.6.36))

3.6.3 操作模式和功能监测

    有关规范应规定:

a) 在经受撞击时，是否要求样品工作;

b) 是否要求进行功能监测。

    有关规范应规定具体的细则作为样品接收或拒收的依据。

    注:注意当样品碎裂后，其内部零件可能引起危险

3.7 恢复

    有关规范可以要求恢复，并规定条件。

38 最终检测

    有关规范应规定对样品进行外观、尺寸和功能检查。

    有关规范应规定具体的细则作为样品接收或拒收的依据。

3.9 有关规范应提供的信息

    当有关规范包含GB/T 2423的本部分的试验之一时，应给出下列细节。带(’)的条款是必需的。

                                                    对应章条号

    a) 撞击能量 3.2.2

    b) 如果不是每个位置3次，给出撞击次数 32.3

    c) 使用装置的类型 3.3.1

    d) 固定方法 3.3，2

    e) 预处理 3.4

    f) 初始检测 3.5

    幻 姿态及撞击位 置’ 3.6_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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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底座，罩壳及类似部件的安全性

:) 操作模式和功能监测’

1) 接收或拒收·

k) 恢复条件

1) 最终检测 .

3. 6.2

3.6.3

3. 6,3和 3.8

3,7

3 8

试验 Eha :摆 锤

4. 1 定义

    下列附加的术语和定义条目仅适用于本试验。

4.1.1

    测f点 measuring point

    测量点是指撞击元件表面的一个标志点 该点是通过摆杆轴线和撞击元件轴线相交的点作垂直于

该二条轴线所构成的平面的垂线与撞击元件表面的交点(见图2)

    注 1:在一些IEC标准中使用了“检查点 Checking point"这个术语。但本部分未使用，是为了避免与本部分其他

        部分的“检查点Check point"混淆

    注2:理论上撞击元件的重心就应是测量点，实际上重心既难以确定也接触不到 因此对测量点做上述规定.

4. 1.2

    跌落高度 height of fall

    摆锤在释放时测量点的位置与摆锤在撞击瞬间测量点的位置间的垂直距离(见图D.1),

4. 1,3

    等效质f    equivalent mass

    计算单一摆锤的等效质量，是将摆保持在水平位置，在撞击方向轴线测得垂直方向的力(单位为牛

顿)除以重力加速度。

    注:当摆杆的质量是均匀分布时，等效质量等于撞击元件的组合质量加上摆杆二分之一质量的和

4. 1.4

    撞击元件的组合质f  combined mass of the striking element
    撞击元件与撞击元件安装组件的质量之和。

4.2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主要由上端绕其摆轴可保持在一个垂直平面内摆动的摆锤组成。摆轴轴线在测量点上方

1 000 mm。摆锤由一个刚性的摆杆和一个符合表1要求的撞击元件组成。

    对于较重的、体积大的或者难于搬动的试验样品可以使用手提式的摆锤进行试验。根据上述规定，

摆轴可以直接固定在试验样品上，或者一个活动结构上。在这种情况下，试验前应保证摆轴处在水平位

置;安装稳固;撞击点在摆的轴线通过的竖直平面上

    在所有情况下，释放后的摆只能在重力的作用下下落

4.2. 1 严酷度不超过1 1的试验装置

    撞击元件由一个钢质锤体和一个嵌人其中带有半球表面的尼龙锤头组成 组合质量为200 g
(150 g)士Ig，符合表1等效质量的规定。附录D提供了试验装置的示例
4.2.2 严酷度2J及以上的试验装置

    摆杆的质量与撞击元件的组合质量比不应大于。.2，撞击元件的重心应尽可能与摆杆轴线重合

    注:有一些特殊的方案将绳索代替摆杆以及将钢球代替撞击元件。由于钢球不符合本部分规定的撞击元件的几何

        尺寸而不推荐使用。

4.3 跌落高度

    为了产生撞击严酷度所需的能量，表2给出了摆锤的等效质量和跌落高度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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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试 验

    为了避免因反弹产生的二次撞击，在初次撞击后可用抓住撞击元件而非摆杆的方法制动。以避免

摆杆变形

表 2 跌落高度

fit异 /J 0. 14 0. 2 (0.3) 0. 35 (0.4) 0.5 0. 7 1 2 5 10 20 50

等效质量 /

    kg
0.25 (0. 2) 0. 25 (0.2) 0.25 (0.2) (0.2) 0. 25 0.25 0. 25 0. 5 1. 7 5 5 10

跌落高度 ，

士1%/-
56 (1 00) 80 (150) 140 (200) (250) 200 280 400 400 300 200 400 500

注 1:见 3. 2. 2注。

注 2:本部分的能量单位焦耳(J)由标准重力加速度(肠)导出。肠经圆整取值为10 m/s, o

测 盈点

图 2 测f点

5 试验Ehb:弹簧锤

5. 1 试验装置

    弹簧锤由主体、撞击元件和释放机构三部分组成。

    主体是包括撞击元件的导轨、安装释放机构和其他所有零件的壳体

    撞击元件由锤头、锤杆和操作手柄组成。撞击能量小于11时，组合质量为250 g;撞击能量为2J

时，组合质量为500 g(允差见表1),

图3  2)的释放端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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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撞击元件的力不应超过10 N,

    锤杆、锤头及锤弹簧结构的调整应能使锤弹簧在释放后，锤头顶端运动到距撞击平面约1 mm时释

放掉锤弹簧储存的所有能量。撞击元件在最后1 mm的运动过程中，除摩擦外，应是一个只有动能而无

储存能的自由运动体。在锤头顶端通过了撞击平面后，撞击元件可以无干扰自由地向前移动8 mm至

12 mm。附录E给出了试验装置的示例。

    按表1的要求，严酷度2J的释放锥头端圆柱长度为23 mm;直径35 mm，见图30

5.2 重力的影响

    弹簧锤不是在水平状态使用时，能量J应用△E进行修正。当撞击方向向下时变化量△E为正值，

撞击方向向上时变化量△E为负值。

                                          aE= 10X-XdXsina

    式中 :

    m - 撞击元件质量，单位为千克(kg);

    d— 撞击元件在弹簧锤内部的行程，单位为米(m);

    a— 撞击元件轴线与水平面的夹角。

    当确定给出实际能量时，应考虑到变化量。

5.3 校准

    弹簧锤应按附录B给出的示例进行校准(对2J弹簧锤的校准见B. 2 )。如能够提供等效准确度的
证明，也可以使用其他校准方法

试验 Ehe:垂直 落锤

6，1 定义

    跌落高度 height of fall

    见4.1.2给出跌落高度的定义。

6.2 试验装置

    锤由一个基本的撞击元件组成 跌落高度可以从表2选取，由静止状态垂直地下落到样品的水平

表面。撞击元件的特性应符合表1规定。撞击元件可由一根可忽略约束的管子引导。引导管不应与样

品接触，并能保持锤体自由下落。为了减少摩擦，撞击元件的长度2不应小于直径D，在撞击元件与导

管间留有较小的间隙(如7 mm)

6.3 跌落高度

    表2给出了跌落高度，等效质量等于撞击元件的实际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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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撞击元件的形状

    图A.1至图A.6所示的撞击元件符合表1定义的特性。对忽略摆杆质量的摆锤或垂直落锤，长度

"l"的尺寸通过计算可以准确地确定。当摆杆质量不能被忽略时，就要减少长度“l”的尺寸使等效质量

符合表1的要求(见4.1.3)。为了满足表1的其他参数，可将20)和50)锤的背面局部镂空。

    所有棱边应平滑。

    尺寸单位为毫米(mm)。除非另有标注，公差按ISO 2768-1中m级

门』洲
燕封可妥比交弓J〕多形烈

万
018.5

图 A. 1 不超过 1 1的撞击元件 的示例

图 A.2  2)的撞击 元件 的示例

V

r} rzs
一 — 丁— 一— 一— 一— 一—

图 A.3  5)的撞 击元件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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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50

图A.4  10)的撞击元件的示例

6Y I,

\X\ :
}

一

币100

图 A.5  20J的撞击元件的示例

厂
勺17

咒 } :

厂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0125

图 A.6  50J的撞击元件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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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 附录)

弹赞锤的校准

B.1 校准原理

    由于很难对被校弹簧锤提供的能量进行直接测量。校准原理是将摆的质量和跌落高度计算得出的

能量值进行比较。

B. 2 校准装置 的结构

    除了支架座外，装配完整的校准装置结构如图B. 1所示 主要部件包括轴承“a’’;指针“b";摆“C”;

释放基座“d"和释放机构“e"o

    主要的部件是摆“c’’如图B. 2所示。在摆的下端固定着一个钢质弹簧，细节如图B. 3所示。弹簧

是由弹簧钢制成，无需特别处理，并牢固地固定在摆“c”上。

    图B. 4大比例地展示了部分部件的结构。

    应该说明，这弹簧是为校准符合表1特性，能量等于或小于1 1的弹簧锤而设计的。校准符合2J

能量的弹簧锤时，摆上的弹簧需要采用不同的设计。

    在指针与轴承的金属表面间放人一片粗呢织物 使弯曲的钢琴丝与粗呢织物间产生微小的作用

力，使指针得到合适的摩擦特性。

    用校准装置进行校准时必须将释放机构从释放基座上移开，因此释放机构采用螺钉固定在释放基

座 上。

B. 3 校准装置的校准方法

    校准装置的校准是用从受校准的弹簧锤上拆下的撞击元件“g�，如图B. 5所示。在校准前，将释放

机构从校准装置拆下。

    校准撞击元件用四根线绳“h"挂在位于校准撞击元件最后停止位置上方2 000 mm的水平面上的

四个悬挂点上。校准撞击元件摆动撞击摆的接触点“k"，动态接触点相对静态位置下移不应超过1 mm.

可以通过升高悬挂点的位置予以调整，升高的距离等于动、静接触点间的距离。

    经过调整的悬挂系统，校准撞击元件“g�的轴线在撞击时应保持水平并且与摆“c”的撞击面垂直。

    当校准撞击元件处于静态位置时，校准装置应设置到校准撞击元件的头部正好与接触点“k"接触。

    九了获得可靠的结果，校准装置应该牢固地固定在笨重的支撑上，例如建筑物的结构部分

    可以方便地采用由一根软管连接两根玻璃管“i”组成的液体水平装置在校准撞击元件的重心处测

量跌落高度。其中一根玻璃管固定并标有刻度“l",

    校准撞击元件可以用一根细线“m”定位，剪断细线时可以释放校准撞击元件。

    为校准装置确定刻度，需要在刻度盘上画一个圆。圆与摆的轴承同心。半径使圆延伸到指针。当

摆处于受撞击前略带阻滞的静止位置时，指针位置标为。J见图B. 6,

    校准撞击元件的质量250 g，用408 mm士1 mm的跌落高度可得到1J的校准撞击能量

    将悬挂的校准撞击元件撞击摆下端的弹簧接触点“k"，在刻度盘上得到1J的点。撞击后，摆不可

以再移动。这样的操作至少重复10次，将指针指示点的平均值作为1J刻度。

    刻度盘上其他刻度值 按如下方法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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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过刻度圆心与。J点画一条直线;

b)  1 J点对此线的垂直投影点示为P;

c) 把。J点和P点之间的距离分为十等分;

d) 通过每个分点，作。J-P线的垂直线;

e) 这些线和圆的交点分别相当的撞击能量为0. 1 J;0. 2 J;直到0. 9 J.

可用同样原理使刻度延伸超过 1J点。分度盘“{>,度见图B. 6所示。

B. 4 校准装里的使用

    把被校准的弹簧锤放进释放基座内，用校准装置的释放机构操作三次。不能直接手动使弹簧锤

释放

    每次操作后都应把撞击元件转向不同的位置，在校准装置上三次读数的平均值可以作为被测弹簧

锤撞击能量的实际值 。

e— 轴承 ;

b— 指针 ;

c— 摆 ;

d— 释放基座;

e— 释放机构;

1 分度盘 ;

k— 撞击接触点。

图 B.1 校准装置

kkx
k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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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B. 2 摆“c，，

单位为毫米

图B. 3 摆‘'c'，的钢弹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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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1-,麟
.1i牡  -土__少

三___
}必

I必

扁
        C

释放机构

和.7 mm钥琴丝

指针

图B.4 校准装置的局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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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么

卜
认
麟
公

一

。OD、一

一
c— 图B. 1所示的摆;

9— 拆卸后的撞击元件;

h 一线绳;

J— 玻璃管;

k— 撞击点;

1一 亥9度;

m— 细线 。

为了表示得更清晰，校准装置仅用摆“c’’表示

                              图B.5 校准装置的校准示意

图 B. 6 分度 盘“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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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导 则

C.1 撞击试验适用范围

    撞击试验适用于在无接近限制并可能受到撞击的场合使用的设备。也适用于在有接近限制场合使

用的设备，但可采用较低的严酷度。

    特别适用于易破碎的样品 。

C.2 试验装置的选择

    本部分提供了三种试验。如果选用合适，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试验结果的重复性和再现性更多

地取决于装置的细节。

    试验装置的选择取决于受试面的朝向和能量等级。不是所有方法都可以适用于每种情况。很明

显，摆锤只能用于非悬挂的垂直面。同样，垂直落锤通常只能用于可接近的水平表面。当样品由于其他

原因不能被移动或转动时，选择将受到限制。只要具有足够的空间，弹簧锤就可以在任何位置使用。但

撞击能量不应超过ZJ。更高能量等级，弹簧锤将难以操纵，还可能对操作人员构成危险

C 3 严酷度的选择

    撞击能量取决于释放运动后撞击物的质量和速度。以下表C.1给出了能量级的理论值，与本部分

给出量值接近。

表 C.1 能t级 J

跌落高度/

          Irl 黑;
撞击物质量/kg

O 1 OtZ 0.5 1 2 5

0.1 1.4 0.1 O 2 0.5 l 2 5

0.2 2 0 2 0.4 l 2

lO

l0

250.5 3.1 0.5 1 2.5 5

1 4.4 1 2 5 10
⋯一

20 5O

    表C.1的量值符合垂直地撞击样品表面

    会遇到一些更高能量的特殊情况，如人为损坏或车辆上发生的意外。在这类情况下，要考虑使用附

加防护，如隔离带和防护墙。

C.4 试验的有关资料

    样品的温度会影响试验的结果.有关规范应作相应的描述。

    撞击试验应在系列试验顺序中作特殊的安排，注意到一些标准的试验要求用新的样品，应安排在锤

击试验之前

    主要应根据样品在承受机械撞击时对操作特性影响的情况进行判断。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安全性，有时是最基本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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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 性附录)

摆锤试验装置示例

    图D. 1是能量小于1J的摆锤试验装置示例。撞击元件遵照4.2.1和图D. 2。摆臂是一根外径

(名义))9 mm的钢管，壁厚(名义))0.5 mm

    样品安装座的质量为10 kg士1 kg，并有一个牢固的支架。样品安放在8 mm厚，175 mm的正方形

胶合板上，符合ISO 1098要求的胶合板更好。在安装座上下两边装有枢轴支架安装样品安装座。如

图D. 3所示 试验装置固定在坚固的墙上。

    ，ISO 1098 《通用胶合板 一般要求》

    样品安装座的设计应保证:

    a) 样品的安装位置，可以使撞击点处在摆转动的平面内;

    b) 样品可以水平移动，也可以沿胶合板平面垂直方向轴线转动;

    。) 胶合板可以沿平面竖直方向轴线转动。

    样品应按正常使用状态安装在胶合板上。样品若不能直接安装在胶合板上，有关规范应规定合适

的转换安装。图D. 4是嵌人式开关转换安装的示例，图D. 5是灯座转换安装的示例。

支架座

样 品安装座

样品

图D. 1 摆锤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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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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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3 样 品安装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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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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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 4 嵌入式开关的转换安装

单位为毫米

样品表面或座

样品安装座

样品座

图D.5 灯座的转换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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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弹篮锤试验装置

    图E. 1所示的是符合第5章要求的能量小于lJ的弹簧锤试验装置。整体质量1 250 g士10 g。在

撞击元件释放前，固定在锤杆上的锤头前端到撞击面(释放头锥台平面)的距离应基本符合表E. 1给出

的撞击前动能和弹簧压缩量的近似值

表E. 1 撞击元件的动能

注:动能的单位是焦耳(J),撞击前的近似值可用下列算式计算:

                                                    E= O.5FCX1O

    式 中:

    F— 锤弹簧完全压缩时所产生的弹力，单位为牛顿(N);

    C— 锤弹簧的压缩量，单位为毫米(mm) o

    上述能量由水平状态确定

    释放锥头质量约60 g。当释放键处于将要释放撞击元件时，释放锥头弹簧对撞击表面的作用力约

5N。通过调整释放机构弹簧使其有足够的压力保持释放键处于啮合位置

    拉回操作钮，直至释放键嵌人锤杆的凹槽。使弹簧锤处于待击发状态，将弹簧锤垂直于样品的受试

面，释放锥头对准并接触样品的规定位置。缓慢地增加压力，使释放锥头缩回体内，直至与释放杆接触·
推动释放杆驱动释放机构 ，使锤撞击样品 。

kkx
k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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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释放锥头弹簧

图 E 弹簧锤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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