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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1927《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的第2部分。GB/T1927已经发

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试材采集;
———第2部分:取样方法和一般要求;
———第3部分:生长轮宽度和晚材率测定;
———第4部分:含水率测定;
———第5部分:密度测定;
———第6部分:干缩性测定;
———第7部分:吸水性测定;
———第8部分:湿胀性测定;
———第9部分:抗弯强度测定;
———第10部分:抗弯弹性模量测定;
———第12部分:横纹抗压强度测定;
———第17部分:冲击韧性测定;
———第18部分:抗冲击压痕测定;
———第19部分:硬度测定;
———第20部分:抗劈力测定。
本文件代替GB/T1928—2009《木材物理力学试验方法总则》和GB/T1929—2009《木材物理力学

试材锯解及试样截取方法》,与GB/T1928—2009、GB/T1929—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试材划线据解方法示意图(见4.2.1.2,GB/T1929—2009的3.2);
———增加了中心板和锯材的取样方法(见4.2.2和4.2.3);
———增加了生材和干材试样匹配的相关规定(见4.5);
———更改了干燥室温度条件(见4.6.3,GB/T1929—2009的4.3);
———增加了生材试材的含水率调整(见4.6.4);
———增加了平衡含水率的变异系数平均值(见5.1.2);
———增加了生材试样的含水率调整(见5.3.2和5.3.3)。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3129:2019《木材 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试验取样方法和一般要求》。
本文件与ISO3129:2019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第4章对应ISO3129:2019中的第5章和第6章,其中4.1~4.5对应ISO3129:2019中的

第5章,增加了4.2.1,4.6对应ISO3129:2019中的第6章;
———第5章对应ISO3129:2019中的第7章、第8章、第9章和第10章,其中5.1~5.3对应

ISO3129:2019中的第7章,5.4~5.5对应ISO3129:2019中的第8章,5.6.1~5.6.3对应

ISO3129:2019中的第9章,5.6.4对应ISO3129:2019中的第10章。
本文件与ISO3129:2019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本文件不引用ISO3129:2019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所引用的国际原文,因为不涉及原木和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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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更改了原木截取方案,符合实际采集的试材类型(见4.2.1,ISO3129:2019的5.2.2);
———更改了试材含水率调整方法,符合我国试材含水率调整方法,操作更便捷(见4.6,ISO3129:

2019的6.1);
———更改了样本数量的确定方法,仅规定机械抽样的样本数量,删除了原有的随机抽样和选择性抽

样的样本数量,统一试件数量便于测试结果比较的可操作性(见5.1.1,ISO3129:2019的7.5);
———更改了硬度变异系数为20%,符合我国主要木材树种的硬度变异系数(见5.1.2,ISO3129:

2019的7.5.4);
———更改了试样精度的允许误差为±0.5mm,符合我国实际加工精度水平(见5.2.2,ISO3129:

2019的7.3);
———更改了试样含水率调整相对湿度应保持在(65±3)%,符合我国恒温恒湿箱设备精度水平(见

5.3.1,ISO3129:2019的7.6.1);
———更改了实验室温湿度条件,如不能保持温度(20±2)℃和相对湿度(65±3)%条件时,经调整含

水率后的试样,送实验室时应先放入密闭容器中,试验时才取出,完善实验室不满足温湿度条

件下试样保存方法(见5.4,ISO3129:2019的8.1)。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 第2部分:取

样方法和一般要求》。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新技术研究所、

苏州昆仑绿建木结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明红堂工艺品有限公

司、浙江世友木业有限公司、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龙泉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任海青、殷亚方、龚迎春、王玉荣、钟永、武国芳、赵荣军、王朝晖、谷成燕、倪竣、

赵有科、江京辉、周海宾、焦立超、郭娟、何拓、詹先旭、黄灿、倪月忠、彭辉、周红敏。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0年首次发布为GB1928—1980和GB1929—1980;
———1991年第一次修订发布为GB1928—1991和GB1929—1991;
———2009年第二次修订发布为GB/T1928—2009和GB/T1929—2009;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调整为GB/T1927的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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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木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标准在木材科学研究、教学、木材检验、木结构设计、木材加工生产等方

面应用广泛,是木材行业重要的基础标准。1980年,我国发布了木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第一版国

家标准(GB/T1927~GB/T1943),1991年和2009年分别进行了两次修订。近年来,随着木材科学技

术的发展,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对ISO3129:2012《木材 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试验取样方法和

一般要求》进行了修订,对ISO3130:1975《木材 物理力学试验含水率测 定》、ISO3131:1975
《木材 物理力学试验密度测定》等15项试验方法国际标准进行了整合修订。基于此,为与国际标准接

轨,本次对我国木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国家标准进行第3次修订,将分散的22个试验方法整合调

整为GB/T1927的分部分文件,在修订中采纳了最新版本的国际标准。

GB/T1927旨在建立无疵小试样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质的试验方法,拟由21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试材采集。目的在于描述开展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的试材采集方法。
———第2部分:取样方法和一般要求。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开展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性质试

验方法时需要遵守的试样锯解、截取方法和一般要求。
———第3部分:生长轮宽度和晚材率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生长轮宽度和晚材率

的测定方法。
———第4部分:含水率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含水率的测定方法。
———第5部分:密度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在相应含水率下的密度、气干密度、绝干

密度和基本密度的测定方法。
———第6部分:干缩性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径向、弦向干缩性和体积干缩性的测

定方法。
———第7部分:吸水性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6h,24h和最大吸水率的测定方法。
———第8部分:湿胀性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径向、弦向湿胀性和体积湿胀性的测

定方法。
———第9部分:抗弯强度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抗弯强度的测定方法。
———第10部分:抗弯弹性模量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抗弯弹性模量的测定方法。
———第11部分:顺纹抗压强度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顺纹抗压强度的测定方法。
———第12部分:横纹抗压强度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横纹抗压比例极限强度,包

括横纹全部抗压比例极限强度和横纹局部抗压比例极限强度的测定方法。
———第13部分:横纹抗压弹性模量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横纹抗压弹性模量的测

定方法。
———第14部分:顺纹抗拉强度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顺纹抗拉强度的测定方法。
———第15部分:横纹抗拉强度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横纹抗拉强度的测定方法。
———第16部分:顺纹抗剪强度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顺纹抗剪强度的测定方法。
———第17部分:冲击韧性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弦向冲击韧性的测定方法。
———第18部分:抗冲击压痕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抗冲击压痕性能的测定方法。
———第19部分:硬度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径向、弦向和纵向硬度的测定方法。
———第20部分:抗劈力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径面和弦面抗劈力的测定方法。
———第21部分:握钉力测定。目的在于描述无疵小试样木材的握钉力的测定方法。
本次将GB/T1928—2009和GB/T1929—2009整合修订为GB/T1927.2,进一步调整文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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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完善文件的内容。重点考虑了原木、中心板和锯材试材的锯解和取样方法,增加了平衡含水率的变

异系数平均值,明确了生材和干材试样的匹配及生材的含水率调整方法。通过确立明确的无疵小试样

木材物理力学性质取样方法和一般要求,让试验操作者进行木材物理力学试验时有据可依,从而提高试

验方法和性能评价的准确性,更好地促进贸易、交流以及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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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
第2部分:取样方法和一般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试验方法中采集到的试材锯解和试样截取方法以及试样一

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试验方法中试样的锯解、截取和各项物理力学性能的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1927.4 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 第4部分:含水率测定(GB/T1927.4—

2021,ISO13061-1:2014,MOD)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取样方法

4.1 试材选择

试材包括原木、中心板、锯材。试材选择考虑试验目的,并确保获得的试样能够代表总体。

4.2 试材分配

4.2.1 原木

4.2.1.1 采集的原木试材运至试验场所后,应尽快锯解,首先锯去试材端部的涂头和开裂部分,然后由

每段原木试材下端,依次截取300mm的木段三个。其中一个木段按照图1截取300mm×70mm×
70mm 的木条,从每个木条上截取硬度和握钉力试样毛坯各一个;另一个木段按照图2截取300mm×
35mm×170mm的径向木条,从每个木条上截取径向抗拉、径向抗压弹性模量和径向抗剪试样毛坯各

一个;最后一个木段按照图3截取300mm×35mm×170mm的弦向木条,从每个木条上截取弦向抗

拉、弦向抗压弹性模量和弦向抗剪试样毛坯各一个。以上木条不含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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