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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有效地促进机械工程的基本质量的提升，为

我国机械行业的深入发展奠定基础，保证机械材料的质

量已经成为关键。尤其是现阶段，我国机械行业的发展

渐完善成熟，对其基本需求正在逐渐提升，城镇化建设

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工程，可以说整体数量是在日

渐增长的，对于机械材料的用量也在不断增多。因此机

械材料检测成为当下促使机械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

基于此本文就机械材料检测进行探究。

一、机械材料质量检测的重要性

机械工程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长久存在的问

题，很多机械工程都更加重视提升工程的经济价值，为

了能够尽可能缩减投入成本则会选择使用一些价格较为

低廉的机械材料。为了在今后的工作环境中杜绝这方面

的问题，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思

考。首先，恰当科学地应用施工材料质量检测工作，可

以行之有效的提升质量成效，就目前来看，施工材料质

量检测和控制工作的核心目标是分析现阶段施工材料的

性能指标与实际施工需求是否存在差异，而此种机械工

程施工材料的质量效果也是相关施工活动中需要重点把

控的内容，这自然要求引起充足的重视和关注，加强在

应用管理方面的投入。其次，科学开展施工材料质量检

测和控制工作，还能够为施工经济性的提升带来巨大的

帮助。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机械工程的成本耗费绝大多数

来源于施工材料，而施工材料的成本消耗，必定会和质

量存在着相应的关联，如果施工单位所采购的材料质量

并不过关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经济损失，

而质量检测和控制工作的开展，则能够有效地避免此类

问题，所以有必要引发充足的重视和关注。为了切实保

证机械工程的质量能够从根本上获得提升，材料质检工

作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尤其是在我国机械工程数量

以及规模都逐步扩大的当今社会，基础机械材料的品质更

加需要进行严格把关，这样才能够让工程后续工作实施更

为顺利，各个工作环节都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为了能够

切实避免工程实施环节有可能使用到劣质的材料，技术人

员在落实质检工作的时候应该加以更多角度的思考，杜绝

使用不合格的材料，这样才能够切实维护好机械行业的发

展，促使机械行业能够获得更多经济收益的同时可以具备

更好的质量，切实促进机械行业具有璀璨的发展前景。

二、机械材料检测存在的问题

（一）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

机械材料检测需要由具体设备完成，同时在合适的

实验室环境下，才能保证检测结果不出现较大误差，从

而提高检测结果的说服力。因此，为使检测结果误差降

到最低，检测工作一定要依照有关规范标准妥善落实，

人员需要加强材料检测设备的正确应用，同时科学控制

实验室温度、湿度及压力，防止环境因素对材料性能产

生影响，进而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二）材料检测数据统计环节存在问题

材料检测需要形成具体数据，无论是检测中获得的

各项数据，还是来源于客户的需求数据，都需要进行严

格记录。但是材料检测人员经常会出现忽略数据材料的

现象，当问题出现之后，不清楚究竟是哪里导致的，无

法取出初始数据材料进行比对，从而降低了报告的可靠

性。另外，检测单位对应的机械工程材料检测任务，也

存在一定差异，一些检测单位未能充分重视客户要求，

令机械材料检测工作质量有所下降。

三、机械材料检测的方法

（一）检测试验项目

机械行业对于材料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在机械施

工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应用到各种各样的材料，由于材

料的供应商并不相同，因此无法有效地保证所有的质量

都符合实际需求。这就要求在材料使用以前，能够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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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地检查每种材料的基本规格和参数等信息，在每次

检测的过程中，都需要充分贴合我国的相关标准及行业

要求，保障实验项目的全部指标都能够符合规范。比如，

许多机械工程都要求投入大量的材料，在机械材料的应

用过程中，需要重点检查其稳定性（耐久性）和强度等

参数信息，这样才能够为后续的各项工程活动的开展奠

定下良好的支撑作用。

（二）取样检测

在机械检测当中，进行材料检测也需要进行取样检

测，因此在开展取样检测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具备相应的

代表性。正常来讲需要截取相同材料里的不同位置，开展

随机抽样工作，以此来保证随机性。这也就是说，在取样

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保证取样的数量的准确，还需要保障

取样的位置及方法的准确和全面。需要明确的是取样数量

和实验的最终准确程度是存在极为密切的关联的，如果取

样的数量较少，那么很有可能导致误差较大，也就是说检

测结果和使用材料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甚至还有可能得

到完全相反的结果。然而即便如此，在实际应用中，也经

常会出现取样数量不足、取样方法不准确等问题。

（三）检测具体措施

每一种机械材料的检测都需要有相应的规范制度作

指导，整个过程的规范性将对检测工作质量造成直接影

响。基于此，相关部门应致力于完善检测标准，将其作

为检测工作落实的重要参考，使检测人员能够按部就班，

依照规范要求，落实各项检测工作，实现检测工作的优

化。以热轧钢筋检测为例，需要做好尺寸偏差、重量偏

差、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工艺性能、疲劳性能及晶粒

度和金相组织的检测。检测尺寸偏差及重量偏差时，可

使用经检定过的尺子及天平测量钢筋的尺寸及重量，对

照标准公称尺寸及重量是否在允许偏差范围内。测量化

学成分时可以使用直读光谱仪来分析钢筋的碳、硅、锰、

磷、硫元素成分或者通过手工分析化学滴定方法判断具

体化学成分。检测力学性能时，需要借助拉力试验机获

得钢筋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收缩率。针对

20mm 钢筋，应先用游标卡尺测量钢筋直径，横截面积为

公称直径，标记原始标距。通过试验机夹持钢筋，令中

间位置保持垂直状态，依照相关规定施加载荷。在钢筋

断裂之后，从拉力试验机读取屈服强度及抗拉强度，拼

好断裂位置并记录伸长率及收缩率，检测中获得的标距

和初始标距作差，即为增加数值，求其和原始标距的比

值，最后得到断后伸长率。弯曲性能检测中，通常会通

过冷弯法处理钢筋，选择合适的弯头压头直径，合理调

节两支辊间距。在支点上放好试件，令压头中心线和焊

缝中心线保持在一条线上，在支点中间施加压力，令试

件 180°弯曲。试验阶段施加载荷，应全程保证平稳、缓

慢，以每秒 60°的速率进行控制。进行反向弯曲试验之

前，应先完成正向弯曲试验，达到 90°之后应设定保温

时间超过 0.5h。试件经过冷却能够反向弯曲，速率应控

制在每秒 20°以下。做完弯曲试验后，应当进一步进行

试件观察，其表面不能存在裂纹。疲劳试验是试样在弹

性变形范围内，使之承受一个呈固定频率正弦周期变动

的轴向拉力的作用，并使试验一直进行到试样破坏或者

达到相关产品标准规定的循环周次且试样没有破坏为止。

金相组织方面，钢筋的金相组织应主要是铁素体加珠光

体，基圆上不应出现回火马氏体组织。机械检测技术水

平对各领域材料生产的综合效益及发展速率具有直接影

响。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关企业需认清

现存于机械检测技术应用及优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结

合市场发展规律及需求，构建起专项科学的机械检测技

术管理机制，为尽早实现生产与检测相结合、效益与质

量最大化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四、结束语

机械材料检测的重要性对机械工程的正常施工不言

而喻，这不仅关乎工程整体的质量，更关乎机械企业以

及检测单位的社会信誉。针对当前机械材料检测工作中

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关人员一定要强化认识，在检测时

将干扰检测结果准确性的各类因素全部排除，营造理想

的检测环境，同时保证检测技术的准确性，将检测工作

误差降到最低，从而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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