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蠕变变形方面的观点 

 例如，在下图所示的弯曲实验中施加一定的弯曲应力。如果材料的弹性模量为 3000Mpa，应力为 3Mpa，则将

产生 0.10％ 的应变量。树脂材料几乎没有比例区间，但在如此小的应变量范围内仍可通过单纯的比例计算来求

出变形量。 

此外，即使应变量较大，也可用割线弹性模量来计算并预测变形状态。（参见 : “关于树脂材料的应力－应变曲

线” ） 

 

  

 

 

 接着保持持续施加 3Mpa 应力的状态。随着时间的延续，蠕变变形逐渐显现，试样不断弯曲。现在假设蠕变变

形像下图那样进行。图中，应变量在 10、100、1000 小时后依次变为 0.13％、0.18％、0.3％。 

 

  

时间 

(hr) 

应变量 

(%) 

0 0.10 

・ 

・ 

・ 

・ 

・ 

・ 

1 0.10 

10 0.13 

100 0.18 

1000 0.30 
 

 

https://www.polyplastics.com/ch/support/desn/ss_curve/index.html
https://www.polyplastics.com/ch/support/desn/ss_curve/index.html


 

 

 预测蠕变变形量时，要根据上述（1）温度依存性和（2）应变依存性并使用该蠕变变形方面的数据来推算。 

  

蠕变变形时间与 

应变量的关系 

时间 

(hr) 

应变量 

( % ) 

0 0.10 

・ 

・ 

・ 

・ 

・ 

・ 

1 0.10 

10 0.13 

100 0.18 

100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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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状态下的 

弹性模量与应变量的关系 

(※应力为 3Mpa) 

弹性模量 

(MPa) 

应变量 

(%) 

3000 0.10 

・ 

・ 

・ 

・ 

・ 

・ 

3000 0.10 

2333 0.13 

1666 0.18 

1000 0.30 
 

  

 

 



 

 

 例如，从应变量的角度来说，持续 10 小时施加 3Mpa 的恒定应力后所产生的蠕变变形量 0.13％ 与给弹性模

量 2333Mpa 的材料施加 3Mpa 的应力时的初始应变（0.13％）是相同的，同时也与 100 和 1000 小时后分别给 

1666 和 1000 Mpa 的材料施加 3Mpa 的应力时的初始应变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只需将上述数值代入材料的弹

性模量便很容易推算出 10、100、100 小时后的蠕变变形量。 

 当然，弹性模量实际上并不会下降（材料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变软）。上述数值无非是为了能够简单推算出蠕变

变形量而使用的一种换算值而已。也就是说，通过弹性模量的变化来体现蠕变变形量。“表观弹性模量”便是由此

得名的。 

 

 此外，再说一遍，实际推算蠕变变形量时，不仅要考虑上述“表观弹性模量”，而且还要考虑前面提到的（1）应变

依存性和（2）温度依存性。应变依存性是指在考虑材料的非线性，根据应变来修正初始弹性模量 Eo 并使用割线

弹性模量 Es 时所体现的一种观点。 

 

  参见 ：技术支持 > 树脂部件设计 > 关于树脂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 

 

 表观弹性模量如下图所示，详见本公司网站。相关页面的网址如下。由于是面向会员的页面，因此请在入会后

使用。 

 

 

 

 

  

时间 

(hr) 

应变量 

(%) 

表观弹性模量 

(MPa) 

0 0.10 3000 

・ 

・ 

・ 

・ 

・ 

・ 

・ 

・ 

・ 

1 0.10 3000 

10 0.13 2333 

100 0.18 1666 

1000 0.3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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