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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比两项竹材标准，JG／T 199—2007<(建筑用竹材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和 GB／T 15780-19956竹材物理力学性 

质试验方法》，在发展历程、试样制备、物理力学性质测试设备与方法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以期为 GB／T 15780-1995下 
一 步的修订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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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JG／T 199—2007 testing method for evaluating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amboo products used in buildings was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GB／T 15780—1995 for evaluating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amboo product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ample preparation， instruments， and testing methods of both 

standards were presented．The obj ective of this paper wa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guidance for a 

potential reversion of GB／T 1578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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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竹类分布最广、资源最多、利用最 

早的国家之一，近 l0年来，竹材加工业已发展到一定 

的规模和水平，各类竹材人造板品种达 27种，既有车 

辆底板、集装箱底板等结构用途的产品，又有地板、家 

具等非结构用途的产品。随着我国对技术标准化工 

作的日益重视，关于竹材的标准也取得了迅速发展。 

目前在竹材标准方面，已颁布国家标准 5项、试验方 

法标准 4项，林业、建筑工业、铁道运输、机械、商品检 

验、纺织和轻工等行业标准 l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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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780—1995《竹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 

法》和 JG／T 199—2007~建筑用竹材物理力学性能试 

验方法》两项标准，均是针对竹材片状无疵小试样物 

理力学性质的试验方法标准，本文对两项标准在发展 

历程、试样制备、物理力学性质测试设备和方法等方 

面进行了综合比较，以期为 GB／T 15780—1995的进 
一 步修订工作提供参考。 

1 竹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标准的发展 

我国对竹材物理力学性质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30 

年代。梁希等 于 1944年发表了《竹材之物理性质及 

力学性质初步实验报告》。1955年江作昭等 。 发表了 

《北京市用毛竹性质研究》，并编制了《竹材(毛竹)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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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试验及试材采集方法》草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樊 

承谋等对毛竹的物理力学性质和测试方法进行了大量 

基础性研究。此外，从 1963—1978年，周芳纯 参照 

原苏联的《木材物理力学试验方法》，对国内 11个省区 

的 61个竹种，分别进行了主要物理力学性质的测定。 

1．1 GB／T 15780—1995的制定及使用 

应我国竹材加工和利用行业发展的需求，在 20 

世纪 80年代，国家林业部提出，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木材工业研究所负责制定竹材物理力学性能检测 

用标准。在对毛竹等 7种竹材的物理力学性质进行 

了系统研究的基础上[4]，同时参考《竹材(毛竹)物理 

力学试验及试材采集方法》草案和印度标准 IS 8242— 

1976((Methods of tests for split bamboos>>[ ，GB／T 

15780—1995于 1995年 12月发布，并于 1996年 7月 

实施。该标准的出台围绕林业产业发展的需求，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竹材加工利用产业的技术升级 

院学报上的一系列研究结果[1 ，特别是没有考虑 

改进不同力学性质测试试样的形状和尺寸，以及竹节 

的影响。 

1．2 JG／T 199—2007的需求和诞生 

在我国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木材资源逐渐 

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应用需求，各地建筑工程部门纷 

纷采用竹材作为木材主要代用品。因此，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部批准，JG／T 199—2007由哈尔滨工业大 

学负责编制，借鉴了GB 1972~1943—91[9]、《竹材(毛 

竹)物理力学试验标准》草案，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 

相关研究结果，主要针对建筑用竹材的性能要求，制 

定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2 两项竹材标准的比较 

GB／T 15780-1995与JG／T 199—2007相比，差异主 

要在3方面：1)试材采集和试样截取方法；2)密度和 

和规范化。不过在当时的标准编制过程中，没有参考 含水率等物理性质试验方法；3)力学性质试验方法。 

已发表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和哈尔滨建筑工程学 2．1 试材采集和试样截取方法 

表 I 两项标准试材采集和试样截取方法之间的差异 

Tab．I Differences of sampling and specimens preparation between the tw o sbuIcI盈 

最少试样数量 JG／T199—2007中用于确定密度、抗弯弹模和顺纹抗剪强度最少试样数量的变异系数平均值大于 GB／T 15780- 

1995，增加了顺纹抗拉强度和横纹抗压比例极限应力的变异系数平均值要求 

由表1可见两项标准的显著区别：1)在试材采集 

方面，为了获得用于不同性质测试的足够试样，后者对 

样竹胸径的要求大于前者。2)在截取试样方面，后者 

2．2 物理性质试验方法 

考虑了竹材密度沿竹株高度由低到高和沿环形截面由 

北向南逐渐增大的生长特征 ，增加了从每株样竹上 

获得的试样数量，但是亦增加了试样的加工难度。 

表 2 两项标准物理性质试验方法之间的差异 

Tab． 2 Differences of testing methods for evaluating physical properties between the tw o s戗哪lda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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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说明：1)含水率范围：前者给出试样含水率 

在 9 ～15 内，其各项性质指标换算为含水率 12 

时的计算公式，是以性质指标与含水率成直线关系进 

行换算。后者参考了有些学者提出的竹材在纤维饱 

和点范围内，其力学性能与含水率呈对数关系的规 

律[3 ]，将修正系数引入换算公式中。2)考虑竹材 

为多孔性高分子材料，与木材同样具有吸湿解吸调节 

环境湿度的能力，所以后者增加吸水率检测指标。 

2．3 力学性质试验方法 

针对顺纹抗压强度、抗弯弹模及强度、顺纹抗剪 

强度和顺纹抗拉强度等 5项力学性质的测试，两项标 

准主要区别在于：JG／T 199—2007改进了试样形状或 

尺寸以及部分试验方法。 

此外，JG／T 199—2007新增了顺纹抗压弹模及强 

度、顺纹抗拉弹模和冲击韧性等4项力学性质的试验 

方法。 

表 3 两项标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之间的差异 

Tab．3 Differences of testing methods for evaluating mechanical properties between the two standards 

a b 

图 1 两项标准中抗剪强度检测用试样尺寸 

F 1 Typical shear specimens required by the two standards 

由表 3可见两项标准的主要差异：1)顺纹抗压 

强度：前者要求试样高度 20mrn，但后者根据樊承 

谋 的研究结果，取用 15 mm。 

2)抗弯强度：前者采取 3点加载方法，若试样破 

坏处稍偏离跨度中点，则试验结果失真；后者采用国 

际上通用的4点加载法，可保证跨度中部有段纯弯 

区，以获得准确的弯曲破坏。 

3)抗弯弹模：前者要求一个百分表直接安装在 

试验机底座上，既无纯弯区，又未消除两端支座处的 

承压变形，由测定数据计算求得的结果会低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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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故后者将 3点加载方式改为4点，同时增加 2个 

百分表，分别测量两侧加载点和跨度中点的挠度。 

4)顺纹抗剪强度：根据有限元法，对 2种试样 

(图 1)剪切面上剪应力和正应力进行分析可知：当点 

的主应力方向与横坐标的交角>45。，说明试样剪切 

面处于压剪应力状态，一45。是纯剪状态，<45。是拉 

剪状态。图 1中 a型试样的剪切面为拉剪状态，b型 

试样夹角的平均值接近 45。，剪切面上载荷正应力的 

分量，部分抵消了载荷产生的附加弯矩的影响，因此 

破坏接近纯剪状态。 

5)顺纹抗拉强度：前者要求试样的中段厚度仅 

为2 mm，有效试样数量比率较高，但其变异系数为 

19 。其原因是该标准第 3．1．2条规定，试样制作精 

度在全长上宽度的相对偏差应40．2 mm，致使尺寸 

测量误差高达 10 9／6。故后者将试样中段厚度调整为 

4 ram,其有效试样数量较少，但变异系数也降至 

9 9／6。此外，当顺纹抗拉试样的变截面段弧度曲率半 

径 R≥240 mm时，弧度对试样中段拉应力不再产生 

影响。考虑到与 GB 1972～1943—91_9 的一致性，后 

者采用了R=280 na_lTl的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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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JG／T 199—2007的编制 弥补 了 GB／T 15780— 

1995和同类竹材标准的不足，反映了我国建筑业对 

规范化使用竹材而开展的行动，具有一定先进性、科 

学性和可操作性。虽然 JG／T 199—2007在试样制备 

和某些强度性质测试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还需通过 

试验进一步研究，但是其在部分力学性质试样制备和 

测试方法上的科学之处，为 GB／T 15780—1995乃至 

GB 1972~1943—91的修订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应 

通过组织相关标准的修订工作，使标准更加科学和实 

用，为保证我国竹材加工产品的质量、促进竹产业的 

发展，起到良好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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