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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试验（14322）》自学考试大纲 

 

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土木工程试验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课程主要介绍现代的工程结

构试验技术、手段与仪器设备，实验数据的采集与处理方法。设置本课程的目的使使学

生掌握建筑结构的试验思路和试验方法，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科学实验的能力和严谨求实

的科学态度。从而在面对土木工程的复杂问题时可以采用工程试验方法进行研究，创新

性地利用工程试验理论提出解决方案，并能够合理地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试验设备

与技术手段解决土木工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通过课内实验培养学生分工协作共同解决

复杂问题的团队合作能力。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知识学习、项目和实验训练，，使学生具备下列能力，课程的具

体课程目标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理论和实验的教学环节，使学生掌握结构试验方面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并能根据设计、施工和科学研究任务的需要，完成一般基本结构动、静力试

验的试验方案编写与结构无损检测的方法，并得到初步的训练和实践。 

课程目标 2：通过课堂讲授、试验操作、数据分析的实施，训练和培养学生的主动

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综合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试验方案设

计能力、报告撰写能力，使学生初步了解创新性结构试验的方法与写作技巧。 

课程目标 3：试验操作按小组形式完成，使学生获得组织实验或与人合作从事结构

试验的经验，培养学生查阅相关规范的能力，组织管理、交流表达与协作能力。 

课程目标 4：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合作精神，加强对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诚

实守信以及沟通交流能力的重视。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混凝

土结构基本原理、钢结构基本原理等。其中高等数学、线性代数课为试验数据分析提供

计算工具；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为试验方案设计提供力学理论依据；混凝土

结构基本原理、钢结构基本原理为本课程中学习不同结构形式试验对象的试验方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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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与结构判定提供了专业基础知识。 

四、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土木工程试验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课，在该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课程主要

介绍现代的工程结构试验技术、手段与仪器设备，实验数据的采集与处理方法。 

【重点】结构试验的分类以及我国近年来结构试验的发展；结构静载试验方案的设

计；荷载方案的设计、试件设计、观测方案设计及试验安全措施的确定；掌握结构试验

荷载的类别；掌握结构反力设备的种类和形式；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惠斯登电桥桥

路设计和桥臂系数的推导；应变片选取原则及质量鉴别方法，掌握应变片的粘贴技术，

并能够独立完成操作；静态电阻应变仪的操作规程；桥路的构成、1/4桥、半桥和全桥

的各种补偿桥路方法和接线方式以及各种接线方式的桥臂系数；掌握伪静力试验原理及

方法；拟动力试验原理及方法；掌握单调加载静力试验方法；能够重点实验数据的整理

与换算；数据误差分析方法。 

【难点】测点和测站的确定；试验荷载的确定；试件数量的确定；荷载原理；静态

电阻应变仪测量应变的基本原理；数据处理的原则；针对不同的实验目的选取相应的实

验方法。 

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其应达

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升的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各层

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概念及规律的主要内容（如土木工程

试验的特点及任务、分类，试件尺寸、形状、数量的设计，结构试验荷载的概述、结构

静力荷载、结构动力荷载、结构反力设备，试验测试技术的概述，试验传感设备等），

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会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概念及规律的内涵及外延，理解有关

概念的确切含义及适用条件(如加载方案的设计、观测方案的设计、试验组织安全设计、

应变测量、数据采集系统、裂缝量测等)，能够鉴别关于概念的似是而非的说法;理解相

关知识的区别和联系，并能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做出

正确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结构试验测试技术，掌握电阻应变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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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应变片选取原则及质量鉴别方法，掌握应变片的粘贴技术，并能够独立完成

操作，简单地进行单调加载静力试验、伪静力试验、拟动力试验、结构动力特性试验、

结构动力响应试验、结构疲劳试验，熟知试验步骤，撰写试验报告。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掌握电阻应变片粘贴技术、电桥桥路的构成和桥路连接方

法、位移传感器的标定，设计钢桁架的观测方案，根据设计方案布置观测仪器；熟悉建

筑结构静力试验的全部过程，培养试验基本技能，从而在面对土木工程的复杂问题时可

以采用工程试验方法进行研究，创新性地利用工程试验理论提出解决方案，并能够合理

地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试验设备与技术手段解决土木工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通过

课内实验培养学生分工协作共同解决复杂问题的团队合作能力。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 1章  绪论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土木工程试验任务、意义和发展状况，使学生掌握伪静力试验和拟动力

试验的区别，明确本课程的内容、要求和学习方法。 

二、课程内容 

（1）土木工程试验的特点及任务 

（2）土木工程试验的分类 

（3）土木工程试验的发展状况 

（4）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和学习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土木工程试验的特点及任务 

识记：结构试验的特点及任务。 

（二）土木工程试验的分类 

识记和领会：结构试验的分类，理解伪静力试验和拟动力试验的区别。 

（三）结构试验的发展状况 

识记：结构试验的发展状况。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重点：结构试验课程的任务、意义和结构试验的分类以及我国近年来结构试验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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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结构试验设计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为本课程的重点章节之一，主要应熟悉和掌握结构试验方案设计。 

二、课程内容 

（1）概述 

（2）设计的程序 

（3）前期的工作 

（4）试件尺寸、形状、数量的设计 

（5）加载方案的设计 

（6）观测方案的设计 

（7）结构试验的技术性文件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结构试验设计的基本原则和结构试验的影响因素。 

（二）设计的程序 

识记： PPIS循环四阶段的内容 

（三）前期的工作 

识记：确定研究路线。 

（四）试验构件设计 

  识记：构件设计包含的内容和构造要求。 

领会：科研性试验试件数目的确定方法。 

（五）试验荷载方案设计 

识记：荷载设计的一般要求。 

简单应用：试验加载装置设计。 

（六）试验观测方案设计 

简单应用：按整个试验目的要求,确定试验测试的项目；按确定的量测项目要求，

选择测点位置；综合整体因素选择测试仪器和测定方法。 

（七）结构试验的技术文件 

识记：结构试验的技术性文件包含的内容： 试验大纲、试验记录和试验报告。 

领会：试验报告的撰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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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重点：结构静载试验方案的设计；荷载方案的设计、试件设计、观测方案设计及试

验安全措施的确定。 

难点：测点和测站的确定；试验荷载的确定；试件数量的确定。 

第 3章  土木工程试验荷载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也为本课程的重点章节之一，进行结构试验时，应在试验结构上再现要求的荷

载，即试验荷载。试验荷载分为静力荷载、动力荷载以及荷载反力设备 3部分内容，主

要掌握荷载的原理、方法、特点等。 

二、课程内容 

（1）概述 

（2）静力荷载 

（3）动力荷载 

（4）荷载反力设备 

（5）试验荷载及加载装置图片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荷载的选用原则，荷载的分类，选择试验荷载和加载方法的要求，荷载系统。 

领会：产生荷载的方法与加载设备，试验荷载和加载方法。 

（二）静力荷载 

识记：一般重物荷载，机械力荷载，液压荷载，车辆静态荷载，气压荷载。 

（三）动力荷载 

识记：电磁荷载，冲击加载，离心力加载，直线位移惯性力加载，人力激振加载，

随机荷载，爆炸荷载，车辆动态荷载。 

（四）荷载反力设备 

识记：支墩与支座，分配梁，荷载架，结构试验台座。 

领会：现场试验的荷载装置 

（五）试验荷载及加载装置图片 

简单应用：根据现场情况，选择现场试验的荷载装置。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结构试验荷载的类别；掌握结构反力设备的种类和形式。 

 难点：荷载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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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结构试验测试技术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为本课程的重点章节之一，掌握电阻应变测量方法，了解位移和荷载等传感器

的使用方法，了解其它测量仪器：掌握应变分析计算与应力计算，了解位移测量、裂缝

测量、力与温度的测量、数据采集系统。 

二、课程内容 

（1）概述 

（2）应变测量 

（3）试验传感设备 

（4）数据采集系统 

（5）裂缝测量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设备仪器的分类，仪器仪表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结构试验对仪器设备的使

用要求。 

（二）应变测量 

领会：电阻法（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电阻应变片的构造、电阻应变片的种类、

电阻应变片的粘贴方法、电阻应变仪工作原理、桥路组成类别、温度补偿技术、一片多

补技术的工作原理），其他方法测量应变（位移方法测量应变、频率法、光测法、光纤

光栅应变计）。 

（三）试验传感设备 

识记：荷载传感器、线位移传感器、线位移传感器、光纤位移传感器、温度传感器、

测振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领会：荷载传感器、线位移传感器、线位移传感器、光纤位移传感器、温度传感器、

测振传感器的使用和操作。 

简单应用：学会在给定条件单桩承载力特征值的计算。 

（四）数据采集系统 

识记：数据采集系统的组成和分类。 

领会：数据采集过程。  

（五）裂缝测量 

识记并领会：裂缝观测的内容，裂缝观测的方法。 

简单应用：裂缝观测仪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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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重点：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惠斯登电桥桥路设计和桥臂系数的推导；应变片选

取原则及质量鉴别方法，掌握应变片的粘贴技术，并能够独立完成操作；静态电阻应变

仪的操作规程；桥路的构成、1/4 桥、半桥和全桥的各种补偿桥路方法和接线方式以及

各种接线方式的桥臂系数。 

难点：静态电阻应变仪测量应变的基本原理；数据处理的原则。 

第 5章  常见结构试验类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掌握对 7种不同类型的结构试验的概念、原理、方法。重点掌

握单调加载的静力试验和伪静力试验。 

二、课程内容 

（1）单调加载静力试验   

（2）伪静力试验 

（3）拟动力试验 

（4）结构动力特性试验 

（5）结构动力响应试验 

（6）结构疲劳试验 

（7）桥梁结构原位荷载试验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单调加载静力试验   

识记：荷载图式的选择与设计。 

领会：荷载制度；试验装置。 

（二）伪静力试验   

识记：滞回曲线，结构荷载，结构刚度，骨架曲线，延性系数，退化率，能量耗散；

伪静力试验的特点与不足。 

领会：单向反复加载制度；双向反复加载制度。 

简单应用：试验装置的设计。 

（三）拟动力试验   

识记：拟动力试验的概念、特点与局限性。   

领会：拟动力试验的加载装置、试验步骤；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 

（四）结构动力特性试验   

识记并领会：振动的分类、频率、振型、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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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构动力响应试验   

领会：周期性动力响应试验；非周期性动力响应试验。 

（六）结构疲劳试验   

识记：疲劳测试项目，疲劳测试荷载，疲劳测试程序，疲劳试件安装要求。 

（七）桥梁结构原位荷载试验   

识记：荷载工况，荷载级别。 

领会：静载试验测点设置；动载试验测点设置。 

简单应用：应用与设计。 

（八）风动试验   

识记：风动试验的定义。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伪静力试验原理及方法；拟动力试验原理及方法；掌握单调加载静力试

验方法。 

难点：针对不同的实验目的选取相应的实验方法。 

第 6章  结构试验数据处理技术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试验数据处理，误差理论，过失误差的剔除，误差的传递，

了解试验结果的拟合与回归分析。 

二、课程内容 

（1）概述 

（2）数据整理与换算   

（3）误差分析 

（4）数据表达   

（5）学术论文写作格式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数据处理的概念，数据处理的内容和步骤。 

（二）数据整理与换算 

识记：数据整理与换算的概念、数字修约以及规则。 

（三）误差分析 

识记：统计分析的概念；误差的分类。 

领会：误差的计算，误差的传递，误差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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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了解误差的计算。 

（四）数据表达   

领会：试验数据的表达的形式。 

（五）学术论文写作格式（无考核要求）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重点：能够重点实验数据的整理与换算；数据误差分析方法。 

难点：线性回归数据表达方法。 

第 7章  既有结构物的无损检测（无考核要求） 

Ⅳ  实验课 

1、实验课的目标 

实验课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整理、分析和解释实验数据的能力，培养独立撰写科

学实验报告的能力，通过实验，使学生初步掌握电测技术和无损检测技术，培养正确处

理实验数据的能力，运用所学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实验课的内容与要求 

实验课共有四个实验项目，总计 8学时，在实验室内完成。 

实验一：电阻应变片粘贴技术。要求学生掌握应变片选取原则及质量鉴别方法，掌

握应变片的粘贴技术，并能够独立完成操作。 

实验二：电桥桥路的构成和桥路连接方法。要求学生掌握静态应变仪操作步骤、方

法及其要求。掌握四种不同桥路的连接方法及使用要求和条件。 

实验三：位移传感器的标定。要求学生了解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掌握传感器的

标定方法。 

实验四：简支钢桁架非破坏试验。要求学生熟悉桁架的内力计算，学习静态应变测

试软件的使用，能够独立完成数据采集及结果处理。 

Ⅳ 参考教材和主要参考资料 

（一）参考教材： 

[1] 宋彧主编. 《土木工程试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8. 

（二）主要参考资料： 

[1] 姚振刚主编.《建筑结构试验》，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10. 

[2]易伟建，张望喜主编. 《建筑结构实验（第五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0.8. 

[3] 王天稳主编. 《土木工程结构试验》，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1. 


	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升的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各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概念及规律的主要内容（如土木工程试验的特点及任务、分类，试件尺寸、形状、数量的设计，结构试验荷载的概述、结构静力荷载、结构动力荷载、结构反力设备，试验测试技术的概述，试验传感设备等），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会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概念及规律的内涵及外延，理解有关概念的确切含义及适用条件(如加载方案的设计、观测方案的设计、试验组织安全设计、应变测量、数据采集系统、裂缝量测等)，能够鉴别关于概念的似是而非的说法;理解相关知识的区别和联系，并能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结构试验测试技术，掌握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应变片选取原则及质量鉴别方法，掌握应变片的粘贴技术，并能够独立完成操作，简单地进行单调加载静力试验、伪静力试验、拟动力试验、结构动力特性试验、结构动力响应试验、结构疲劳试验，熟知试验步骤，撰写试验报告。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掌握电阻应变片粘贴技术、电桥桥路的构成和桥路连接方法、位移传感器的标定，设计钢桁架的观测方案，根据设计方案布置观测仪器；熟悉建筑结构静力试验的全部过程，培养试验基本技能，从而在面对土木工程的复杂问题时可以采用工程试验方法进行研究，创新性地利用工程试验理论提出解决方案，并能够合理地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试验设备与技术手段解决土木工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通过课内实验培养学生分工协作共同解决复杂问题的团队合作能力。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1章  绪论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土木工程试验任务、意义和发展状况，使学生掌握伪静力试验和拟动力试验的区别，明确本课程的内容、要求和学习方法。
	二、课程内容
	（1）土木工程试验的特点及任务
	（2）土木工程试验的分类
	（3）土木工程试验的发展状况
	（4）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和学习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土木工程试验的特点及任务
	识记：结构试验的特点及任务。
	（二） 土木工程试验的分类
	识记和领会：结构试验的分类，理解伪静力试验和拟动力试验的区别。
	（三） 结构试验的发展状况
	识记：结构试验的发展状况。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重点：结构试验课程的任务、意义和结构试验的分类以及我国近年来结构试验的发展。
	第2章  结构试验设计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为本课程的重点章节之一，主要应熟悉和掌握结构试验方案设计。
	二、课程内容
	（1）概述
	（2）设计的程序
	（3）前期的工作
	（4）试件尺寸、形状、数量的设计
	（5）加载方案的设计
	（6）观测方案的设计
	（7）结构试验的技术性文件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结构试验设计的基本原则和结构试验的影响因素。
	（二）设计的程序
	识记： PPIS循环四阶段的内容
	（三）前期的工作
	识记：确定研究路线。
	（四）试验构件设计
	识记：构件设计包含的内容和构造要求。
	领会：科研性试验试件数目的确定方法。
	（五）试验荷载方案设计
	识记：荷载设计的一般要求。
	简单应用：试验加载装置设计。
	（六）试验观测方案设计
	（七）结构试验的技术文件
	识记：结构试验的技术性文件包含的内容： 试验大纲、试验记录和试验报告。
	领会：试验报告的撰写内容。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第3章  土木工程试验荷载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也为本课程的重点章节之一，进行结构试验时，应在试验结构上再现要求的荷载，即试验荷载。试验荷载分为静力荷载、动力荷载以及荷载反力设备3部分内容，主要掌握荷载的原理、方法、特点等。
	二、课程内容
	（1）概述
	（2）静力荷载
	（3）动力荷载
	（4）荷载反力设备
	（5）试验荷载及加载装置图片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荷载的选用原则，荷载的分类，选择试验荷载和加载方法的要求，荷载系统。
	领会：产生荷载的方法与加载设备，试验荷载和加载方法。
	（二）静力荷载
	识记：一般重物荷载，机械力荷载，液压荷载，车辆静态荷载，气压荷载。
	（三）动力荷载
	识记：电磁荷载，冲击加载，离心力加载，直线位移惯性力加载，人力激振加载，随机荷载，爆炸荷载，车辆动态荷载。
	（四）荷载反力设备
	识记：支墩与支座，分配梁，荷载架，结构试验台座。
	领会：现场试验的荷载装置
	（五）试验荷载及加载装置图片
	简单应用：根据现场情况，选择现场试验的荷载装置。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第4章  结构试验测试技术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为本课程的重点章节之一，掌握电阻应变测量方法，了解位移和荷载等传感器的使用方法，了解其它测量仪器：掌握应变分析计算与应力计算，了解位移测量、裂缝测量、力与温度的测量、数据采集系统。
	二、课程内容
	（1）概述
	（2）应变测量
	（3）试验传感设备
	（4）数据采集系统
	（5）裂缝测量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设备仪器的分类，仪器仪表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结构试验对仪器设备的使用要求。
	（二）应变测量
	领会：电阻法（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电阻应变片的构造、电阻应变片的种类、电阻应变片的粘贴方法、电阻应变仪工作原理、桥路组成类别、温度补偿技术、一片多补技术的工作原理），其他方法测量应变（位移方法测量应变、频率法、光测法、光纤光栅应变计）。
	（三）试验传感设备
	识记：荷载传感器、线位移传感器、线位移传感器、光纤位移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测振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领会：荷载传感器、线位移传感器、线位移传感器、光纤位移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测振传感器的使用和操作。
	简单应用：学会在给定条件单桩承载力特征值的计算。
	（四）数据采集系统
	识记：数据采集系统的组成和分类。
	领会：数据采集过程。
	（五）裂缝测量
	识记并领会：裂缝观测的内容，裂缝观测的方法。
	简单应用：裂缝观测仪器的使用。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第5章  常见结构试验类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掌握对7种不同类型的结构试验的概念、原理、方法。重点掌握单调加载的静力试验和伪静力试验。
	二、课程内容
	（1）单调加载静力试验
	（2）伪静力试验
	（3）拟动力试验
	（4）结构动力特性试验
	（5）结构动力响应试验
	（6）结构疲劳试验
	（7）桥梁结构原位荷载试验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单调加载静力试验
	识记：荷载图式的选择与设计。
	领会：荷载制度；试验装置。
	（二）伪静力试验
	识记：滞回曲线，结构荷载，结构刚度，骨架曲线，延性系数，退化率，能量耗散；伪静力试验的特点与不足。
	领会：单向反复加载制度；双向反复加载制度。
	简单应用：试验装置的设计。
	（三）拟动力试验
	识记：拟动力试验的概念、特点与局限性。
	领会：拟动力试验的加载装置、试验步骤；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
	（四）结构动力特性试验
	识记并领会：振动的分类、频率、振型、阻尼。
	（五）结构动力响应试验
	领会：周期性动力响应试验；非周期性动力响应试验。
	（六）结构疲劳试验
	识记：疲劳测试项目，疲劳测试荷载，疲劳测试程序，疲劳试件安装要求。
	（七）桥梁结构原位荷载试验
	识记：荷载工况，荷载级别。
	领会：静载试验测点设置；动载试验测点设置。
	简单应用：应用与设计。
	（八）风动试验
	识记：风动试验的定义。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第6章  结构试验数据处理技术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试验数据处理，误差理论，过失误差的剔除，误差的传递，了解试验结果的拟合与回归分析。
	二、课程内容
	（1）概述
	（2）数据整理与换算
	（3）误差分析
	（4）数据表达
	（5）学术论文写作格式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数据处理的概念，数据处理的内容和步骤。
	（二）数据整理与换算
	识记：数据整理与换算的概念、数字修约以及规则。
	（三）误差分析
	识记：统计分析的概念；误差的分类。
	领会：误差的计算，误差的传递，误差的检验。
	简单应用：了解误差的计算。
	（四）数据表达
	领会：试验数据的表达的形式。
	（五）学术论文写作格式（无考核要求）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重点：能够重点实验数据的整理与换算；数据误差分析方法。
	难点：线性回归数据表达方法。
	第7章  既有结构物的无损检测（无考核要求）
	Ⅳ  实验课
	1、实验课的目标
	实验课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整理、分析和解释实验数据的能力，培养独立撰写科学实验报告的能力，通过实验，使学生初步掌握电测技术和无损检测技术，培养正确处理实验数据的能力，运用所学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实验课的内容与要求
	实验课共有四个实验项目，总计8学时，在实验室内完成。
	实验一：电阻应变片粘贴技术。要求学生掌握应变片选取原则及质量鉴别方法，掌握应变片的粘贴技术，并能够独立完成操作。
	实验二：电桥桥路的构成和桥路连接方法。要求学生掌握静态应变仪操作步骤、方法及其要求。掌握四种不同桥路的连接方法及使用要求和条件。
	实验三：位移传感器的标定。要求学生了解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掌握传感器的标定方法。
	实验四：简支钢桁架非破坏试验。要求学生熟悉桁架的内力计算，学习静态应变测试软件的使用，能够独立完成数据采集及结果处理。
	Ⅳ 参考教材和主要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