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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诺之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通天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皮革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浙江)、中国计量大学、东莞市惟思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新霞、陈宗良、孙霞、吴陆明、兰莉、金尚中、段晓霞、田庆国、章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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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 材质鉴别 显微镜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皮革材质的显微镜鉴别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皮革及其制品的材质鉴别,再生革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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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889 皮革 物理和机械试验 表面涂层厚度的测定

QB/T2262 皮革工业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皮革 leather
天然纤维结构大致完整的生皮,经过鞣制成为不易腐烂的材料。
注1:改写QB/T2622—1996,定义4.1。

注2:皮上的毛一般已被除去,但也可能有意地不除去。

注3:皮革可由剖成数层的生皮或皮片制成。剖层可在鞣制前或鞣制后进行。

注4:皮革的使用面可能有涂饰、移膜等表面修饰,也可能没有。

3.2
粒面 grain
动物皮经过加工去掉毛和表皮后的最外层。
注:依据动物种类的不同,附于粒面的毛孔的形状、尺寸、排列方式以及表面的纹理等均有差异。

3.3
粒面(皮)革 grainleather
头层(皮)革 topleather
带有粒面(层)的皮革。
注:粒面革(头层革)包括全粒面革、轻磨面革、修饰面革和正绒面革等。

3.4
剖层(皮)革 splitleather
由网状层(肉面层)纤维构成,且不带粒面层的皮革。

3.5
再生革 leatherfibreboard
将鞣制后的皮革以物理或化学的方法粉碎或分解至小块、颗粒、粉末等形状,然后以此为主要原料

采用压合、胶粘、贴合等工艺制成的具有类似皮革的片状或板状材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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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理

依据不同种类动物皮革的组织结构特征差异,通过显微镜观察皮革表面和纵截面组织纤维的显微

结构,鉴别皮革材质。

5 设备与材料

5.1 光学显微镜:上光源,放大倍数至少20倍,具有拍摄或图片显示功能。

5.2 刀片或冷冻组织切片机,或类似组织切片机。

5.3 丙酮、乙醇或适当溶剂。

5.4 参考样品或图谱(参见附录A)。
注:除附录A外,也可根据已知的动物毛皮按本标准建立图谱,作为参考样品及图谱。如有标准样品,优先使用标

准样品。

6 取样及试样制备

6.1 取样部位

应在具有明显动物组织结构特征的部位切取试样。

6.2 试样制备

裁取合适大小试样3块。
试样A:用于观察表面,必要时可用丙酮、乙醇或适当溶剂清除试样表面的涂层;
试样B:用于观察纵截面组织结构,切割过程中应确保刀片的切边垂直于试样表面;
试样C(必要时):用于测定涂层厚度。

7 鉴别过程

将试样A表面向上平放于显微镜下,对其表面进行观察;将试样B纵截面向上平放于显微镜下,对
其纵截面组织结构进行观察。结合表面和纵截面的特征,与参考样品或图谱(参见附录A)进行比对鉴

别分析,从而确认皮革材质。
注1:鉴别时,注意皮革纵截面结构与再生革及常见的合成材料的区别(参见附录B)。
注2:皮革粒面的毛孔排列是鉴别皮革种类最重要的特征信息。

对于涂层或移膜层较厚的试样,还可按GB/T22889的规定测定试样C的涂层或移膜层的厚度及

其占总厚度的百分比,按照8.2的要求出具鉴别结果。

8 结果鉴别与表示

8.1 结果鉴别

8.1.1 根据试样组织结构特征、粒面结构形态和纵截面结构形态等特征,鉴别皮革的动物种类。

8.1.2 当试样A在显微镜下可清楚观察到粒面,或试样B可观察到致密的粒面层特征时,可鉴别为粒

面(皮)革,否则为剖层(皮)革。

8.1.3 当试样的主要纤维为皮革纤维,但组织结构出现非天然皮革纤维(参见B.1)的排列规则时,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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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再生革。

8.2 结果表示

8.2.1 按QB/T2262中的分类和命名给出皮革的规范名称,动物名称后加“革”或“皮革”,如:牛皮革、
牛头层(皮)革、牛剖层(皮)革。

8.2.2 若表面涂饰层或移膜厚度超过试样总厚度的1/3,可不再鉴别皮革部分的动物种类,结果直接出

具“超厚涂饰革”或“超厚移膜革”;必要时给出涂层或移膜层厚度及其占总厚度的百分比。

9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如下内容:

a) 本标准编号;

b) 样品来源及描述;

c) 样品图片,必要时,可附相关图片,如表面结构或纵截面图片;

d) 鉴别结果;

e) 鉴别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常现象;

f) 与本标准规定的方法的任何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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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见动物皮革的表面和纵截面结构

A.1 绵羊皮革

A.1.1 组织结构特征

毛孔细小,毛囊口与粒面倾斜且呈不规则扁圆形,排成长列,分布均匀,无乳头突起,粒面光滑细致。
粒面层内胶原纤维束细,编织疏松。在粒面层和网状层交界处有大量脂腺组织,呈明显分界线,位于毛

根底部。

A.1.2 粒面结构形态

绵羊皮革的粒面结构形态见图A.1。

图 A.1 绵羊皮革的粒面结构形态图

A.1.3 纵截面结构形态

绵羊皮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见图A.2。

图 A.2 绵羊皮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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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山羊皮革

A.2.1 组织结构特征

毛囊口呈扁圆形,略粗大,多以3个~5个为一组,呈一字形或略弯曲排列,成覆瓦形粒纹,粒面细

致。粒面层与网状层的分界线不明显。粒面层内胶原纤维束较细,编织紧密;网状层胶原纤维束比粒面

层较粗,纤维编织较紧密。

A.2.2 粒面结构形态

山羊皮革的粒面结构形态见图A.3。

图 A.3 山羊皮革的粒面结构形态图

A.2.3 纵截面结构形态

山羊皮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见图A.4。

图 A.4 山羊皮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图

A.3 牛皮革

A.3.1 组织结构特征

黄牛皮革毛孔细小,毛囊口呈圆形,多而细密,大小基本一致,呈不规则点状排列,粒面平滑细致;粒
面层较薄,胶原纤维束细小,编织较紧密;网状层胶原纤维束粗壮,下层编织较疏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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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粒面结构形态

黄牛皮革的粒面结构形态见图A.5。

图 A.5 黄牛皮革的粒面结构形态图

A.3.3 纵截面结构形态

黄牛皮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见图A.6。

图 A.6 黄牛皮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图

A.4 猪皮革

A.4.1 组织结构特征

毛孔近似圆形,大小基本一致,乳头突起明显,毛孔排列疏松且粗大,多为三根一组呈“品”字形排

列,粒面粗糙,断面可见贯穿真皮层的粗毛孔,毛囊呈倾斜地贯穿整个革身。

A.4.2 粒面结构形态

猪皮革的粒面结构形态见图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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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7 猪皮革的粒面结构形态图

A.4.3 纵截面结构形态

猪皮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见图A.8。

图 A.8 猪皮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图

A.5 鹿皮革

A.5.1 组织结构特征

针毛毛孔多以三根为一组,成“一”字形排列,绒毛毛孔紧紧围绕针毛毛孔周围,与针毛毛孔分界明

显。粒面层与网状层分界明显,粒面层较厚,层中纤维束细,趋于水平走向,网状层中纤维束较粗,纵横

交错,编织比较疏松。

A.5.2 粒面结构形态

鹿皮革的粒面结构形态见图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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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9 鹿皮革的粒面结构形态图

A.5.3 纵截面结构形态

鹿皮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见图A.10。

图 A.10 鹿皮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图

A.6 袋鼠皮革

A.6.1 组织结构特征

毛孔细且密,近椭圆形,大小基本一致,成簇成排。纤维束细,编织紧密,粒面层较厚,与网状层分界

不明显。

A.6.2 粒面结构形态

袋鼠皮革的粒面结构形态见图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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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1 袋鼠皮革的粒面结构形态图

A.6.3 纵截面结构形态

袋鼠皮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见图A.12。

图 A.12 袋鼠皮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图

A.7 牛剖层皮革

A.7.1 组织结构特征

纤维束粗壮,编织疏松,截面上的纤维粗细基本一致。

A.7.2 纵截面结构形态

牛剖层的纵截面结构形态见图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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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3 牛剖层皮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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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三种合成材料的纵截面结构形态

B.1 再生革

再生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见图B.1。

图B.1 再生革的纵截面结构形态

B.2 聚氯乙烯合成材料

聚氯乙烯合成材料的纵截面结构形态见图B.2。

图B.2 聚氯乙烯合成材料的纵截面结构形态

B.3 聚氨酯合成材料

聚氨酯合成材料的纵截面结构形态见图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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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 聚氨酯合成材料的纵截面结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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