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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２０３４４：２００４《个体防护装备　鞋的测试方法》。本标准根据ＩＳＯ２０３４４：２００４

重新起草。

本标准与ＩＳＯ２０３４４：２００４相比，存在如下差异：

———将国际标准的格式和表述转化为我国标准的格式和表述，根据汉语习惯进行了编辑性修改，有

些专业术语按国内专业习惯用语进行了修改；

———ＩＳＯ２０３４４：２００４中引用的相关国际国外标准，在本标准中尽可能转换成引用国内相关标准；

———对ＩＳＯ２０３４４：２００４文本中的错误做了如下改正：

在图４中，尺寸３０改为１０；

在５．９中，将ＥＮ１２５６８：１９９８的７．２．２．３改为７．２．３；

在表５中，对鞋号栏进行了改正；

在５．１４．２的公式中，位移犛的单位改为米（ｍ）；

在５．１５．２．２．２中，将５．１５．２．２．１改为５．１５．２．２．２．１；

在图２６中，喷洒系统的喷嘴方向改为对着刷；

在图２９中，尺寸分别改为８０、２４２、１４０；

在６．１１．６．１公式中，分子加上×犞０，分母的犃改为犃１×犃２；

在６．１２．２．３中，将ｋｇ／ｍ
２ 改为ｋｇ／ｍ

３。

在８．７．１．２中，将（５３０±５００）ｇ改为（５３０±５０）ｇ

———删除了ＩＳＯ前言和ＥＮ前言。

———在范围中，增加了适用范围。

———凡ＩＳＯ２０３４４：２００４文中涉及到的国外鞋号，本标准均删除或转为相应国际鞋号，简称为鞋号。

———删除了ＩＳＯ２０３４４：２００４第４章中的“为了检查是否符合 ＥＮＩＳＯ２０３４５、ＥＮＩＳＯ２０３４６、

ＥＮＩＳＯ２０３４７以及与任何特定工作相关的鞋类标准（如，ＥＮＩＳＯ１７２４９防链锯切割鞋）中规

定的要求”和最后两段内容。

———本标准将ＩＳＯ２０３４４：２００４的５．２．２中“测力范围为０～６００Ｎ”改为“精度为１级”，５．２．４中

“几处宽度”改为“至少三处宽度”。

———将ＩＳＯ２０３４４：２００４的５．４．１．１中“顶端应与夹持装置表面在±１７′范围内平行”改为“顶端应

与夹持装置表面水平”。

———５．１１电绝缘性的测定，由ＥＮ５０３２１：１９９９条款６．３翻译过来并参考国家标准 ＧＢ１２０１１—

２０００中关于电绝缘性的检测方法进行了修改，以便于操作。

———５．１２．３中，删除了对时间的测试和计算，加入了温度狋１ 和狋２ 的测量及计算，增加了“持续

３０ｍｉｎ”测试要求。

———５．１３．３中，在“用连接温度传感器的测温装置测量内底温度”后删除了“作为时间函数，用图

解法记录温度降低”。

———表６中，“喷嘴数”旁增加了“对”，“刷数量”旁增加了“双”且该栏中各行内容均为１。

———本标准的５．１５．２．５合并了ＩＳＯ２０３４４：２００４的５．１５．２．５．１和５．１５．２．５．２，取消了机械方法中

的内窥镜检查，统一采用“目测检查鞋内部，或接触和（或）用吸水纸检查是否有水透入”。

———５．１７．２．４中，将“压电石英力传感器”改为“压力传感器”。

———在６．１１测试中用活性炭粉末代替ＳＰＥ系统来吸附滤液中的其他干扰物质，并对６．１１．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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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３的下一层次的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在６．１１．３．３中增加了精确度要求；在６．１１．４．２中

增加了“如果 ｐＨ 值还达不到则应减少样品量”。删除了６．１１．７，将其部分内容并入

６．１１．６．３中。

———将ＩＳＯ２０３４４：２００４的６．１２．５．３ａ）“整夜浸泡”改为“浸泡至少１２ｈ”。

———删除了ＩＳＯ２０３４４：２００４中７．３．２．１的注。

———７．３．６评价方法中取消了与相同材料的参考块比较。

———根据本标准编制情况增加了参考文献的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ＣＳＢＴＳ／ＴＣ１１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武汉）、广

州职安健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天祥（广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钜威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金湖县国

祥工贸有限公司、温州市来利斯（鞋业）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程钧、张元虎、佘启元、刘钜源、黄宁、黎钦华、林宇海、朱国侯、胡利星。

Ⅳ

犌犅／犜２０９９１—２００７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6
1
0
0
8
4
0
4
0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6
1
0
-
0
5
5
4
-
1
0
7
4
-
0
3
7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个体防护装备　鞋的测试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个体防护装备中鞋的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安全鞋、防护鞋和职业鞋，也适用于其他用于个体防护的鞋类。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３０８　滚动轴承　钢球（ＧＢ／Ｔ３０８—２００２，ｎｅｑＩＳＯ３２９０：１９９８）

ＧＢ／Ｔ５２８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ＧＢ／Ｔ５２８—１９９８，ｅｑｖＩＳＯ３７：

１９９４）

ＧＢ／Ｔ５２９　 硫 化 橡 胶 或 热 塑 性 橡 胶 撕 裂 强 度 的 测 定 （裤 形、直 角 形 和 新 月 形 试 样）

（ｅｑｖＧＢ／Ｔ５２９—１９９９，ＩＳＯ３４１：１９９４）

ＧＢ／Ｔ１６９０　硫化橡胶耐液体试验方法（ＧＢ／Ｔ１６９０—１９９２，ｎｅｑＩＳＯ１８１７：１９８５）

ＧＢ／Ｔ２４１１　塑料邵氏硬度试验方法

ＧＢ／Ｔ５７２３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试验用试样和制品尺寸的测定（ＧＢ／Ｔ５７２３—１９９３，

ｅｑｖＩＳＯ４６４８：１９９１）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ＧＢ／Ｔ６６８２—１９９２，ｎｅｑ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

ＧＢ／Ｔ９８６７　硫化橡胶耐磨性能的测定（ＧＢ／Ｔ９８６７—１９８８，ｎｅｑＩＳＯ４６４９：１９８５）

ＧＢ２１１４６—２００７　个体防护装备　职业鞋（ＩＳＯ２０３４７：２００４，ＭＯＤ）

ＧＢ２１１４７—２００７　个体防护装备　防护鞋（ＩＳＯ２０３４６：２００４，ＭＯＤ）

ＧＢ２１１４８—２００７　个体防护装备　安全鞋（ＩＳＯ２０３４５：２００４，ＭＯＤ）

ＨＧ／Ｔ２５８１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耐撕裂性能的测定（ＨＧ／Ｔ２５８１—１９９４，ｎｅｑＩＳＯ４６７４：１９７７）

ＱＢ／Ｔ２７１０　皮革　物理和机械试验　抗张强度和伸长率的测定（ＱＢ／Ｔ２７１０—２００５，ＩＳＯ３３７６：

２００２，ＭＯＤ）

ＱＢ／Ｔ２７１１　皮革　物理和机械试验　撕裂力的测定：双边撕裂（ＱＢ／Ｔ２７１１—２００５，ＩＳＯ３３７７２：

２００２，ＭＯＤ）

ＱＢ／Ｔ２７１６　皮革　化学试验样品的准备（ＱＢ／Ｔ２７１６—２００５，ＩＳＯ４０４４：１９７７，ＭＯＤ）

ＱＢ／Ｔ２７２４　皮革　化学试验　ｐＨ的测定（ＱＢ／Ｔ２７２４—２００５，ＩＳＯ４０４５：１９７７，ＭＯＤ）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２１１４６—２００７、ＧＢ２１１４７—２００７和ＧＢ２１１４８—２００７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４　取样和调节

被测样品的最少数量以及从每个样品上取得的试样最少数量应与表１一致。

为确保基本安全要求，试样应从成鞋上取下。如果不能从鞋上获得足够大的试样，则可以用生产该

部分所用的材料样品代替，并且应在测试报告中注明。

如果样品要求三个鞋号，测试中应包括鞋的最大、最小和中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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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测试方法中另有说明，所有试样测试前应在（２３±２）℃和相对湿度（５０±５）％的标准环境中调

节至少４８ｈ；从停止环境调节到测试开始之间的时间间隔最长不应超过１０ｍｉｎ。

表１　样品和试样的最少数量

鞋部件

测试的性能

Ｂ：基本要求

Ａ：附加要求

条款号 样品数量
从每个鞋号样品

中取得的试样数量

只在成鞋上

测试

成鞋

特定的工效学特征 Ｂ ５．１ ３个鞋号每号取３双 １双 是

鞋帮与外底和鞋底中间层结合强度 Ｂ ５．２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只 １个 是

保护包头内部长度 Ｂ ５．３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双 １双 是

抗冲击性 Ｂ ５．４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双 １双 是

耐压力性 Ｂ ５．５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双 １双 是

金属保护包头或金属防刺穿垫耐腐

蚀性
Ｂ ５．６ 不同鞋号２只 １个

Ⅰ类不是

Ⅱ类是

防漏性 Ｂ ５．７ 不同鞋号２只 １个 是

防刺穿垫尺寸符合性和抗刺穿性 Ａ ５．８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双 １双 是

防刺穿垫耐折性 Ａ ５．９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双 １双 不是

电阻 Ａ ５．１０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双 １双 是

电绝缘性 Ａ ５．１１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双 １双 是

隔热性 Ａ ５．１２ 不同鞋号２只 １个 是

防寒性 Ａ ５．１３ 不同鞋号２只 １个 是

鞋座区域能量吸收 Ａ ５．１４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双 １双 是

防水性 Ａ ５．１５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双 １双 是

跖骨保护装置抗冲击性 Ａ ５．１６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双 １双 是

踝保护 Ａ ５．１７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双 １双 是

鞋帮、

衬里

和鞋

舌

厚度 Ｂ ６．１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只 ３个 是

鞋帮高度 Ｂ ６．２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只 ３个 是

撕裂强度 Ｂ ６．３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只 ３个 是

拉伸性能 Ｂ ６．４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只 ３个 是

耐折性 Ｂ ６．５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只 １个 是

水蒸气渗透性 Ｂ ６．６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只 １个 是

水蒸气吸收性 Ｂ ６．７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只 １个 是

水蒸气系数 Ｂ ６．８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只 １个 是

ｐＨ值 Ｂ ６．９ １只 ２个 不是

水解 Ｂ ６．１０ ３个鞋号每号取１只 １个 是

六价铬含量 Ｂ ６．１１ １只 ２个 不是

衬里耐磨性 Ｂ ６．１２ ３只 ４个 不是

透水性和吸水性 Ａ ６．１３ ３只 １个 不是

抗切割性 Ａ ６．１４ ３只 ４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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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鞋部件

测试的性能

Ｂ：基本要求

Ａ：附加要求

条款号 样品数量
从每个鞋号样品

中取得的试样数量

只在成鞋上

测试

内底

和鞋

垫

内底厚度 Ｂ ７．１ ３只ａ １个 不是

ｐＨ值 Ｂ ６．９ １只 ２个 不是

吸水性和水解吸性 Ｂ ７．２ ３只ａ １个 不是

内底耐磨性 Ｂ ７．３ ３只ａ １个 不是

六价铬含量 Ｂ ６．１１ １只 ２个 不是

鞋垫耐磨性 Ｂ ６．１２ ３只 ４个 不是

外底

厚度 Ｂ ８．１ ３个号每号取１只 １个 是

撕裂强度 Ｂ ８．２ ３个号每号取１只 １个 是

耐磨性 Ｂ ８．３ ３个号每号取１只 １个 是

耐折性 Ｂ ８．４ ３个号每号取１只 １个 是

水解 Ｂ ８．５ ３个号每号取１只 １个 是

耐油性 Ｂ ８．６ ３个号每号取１只 １个 是

耐热接触性 Ｂ ８．７ ３个号每号取１只 １个 是

　　ａ　如果样品来自鞋，用３个不同鞋号。

５　成鞋的测试方法

５．１　特定的工效学特征

应在３个鞋号合适的穿着者脚上进行试穿，通过检查鞋来评价特定的工效学特征。

在试穿期间，穿着正确合适的鞋的穿着者将模仿通常会做的动作。

这些动作是：

———以大约６ｋｍ／ｈ的速度走５ｍｉｎ；

———上和下１７级楼梯１ｍｉｎ；

———跪／蹲下，见图１。

　　注：弯曲程度不是所有类型鞋都会达到（如有金属防刺穿垫的鞋）。

图１　在跪／蹲下测试中采用的姿势

　　完成所有动作后，每个穿着者应填写表２给出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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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评价工效学特征的问卷

１ 鞋里面是否没有使你感到疼痛或受到伤害的粗糙、锋利或硬块？ 是 否

２ 保护包头或保护包头边缘覆盖层是否没有引起挤压？ 是 否

３ 鞋是否没有你认为的在穿着时引起危险的特征？ 是 否

４ 系结物是否能适当的调整？（如果需要） 是 否

５

是否能正常地执行以下动作？

步行 是 否

爬楼梯 是 否

跪／蹲下 是 否

５．２　鞋帮／外底和鞋底中间层结合强度的测定

５．２．１　原理

测量使鞋帮与外底分开，或使外底的各个相邻层分开，或导致鞋帮或鞋底撕裂损坏所需力。

注：任何时候都应测试距结合边缘最近处的结合强度。如果使用皮鞋配件（如用钉子或螺丝）或缝纫连接，则不需

进行此项测试。

５．２．２　装置

拉力机，能持续记录作用力，具有（１００±２０）ｍｍ／ｍｉｎ的夹具分离速度，精度为１级。配有（２７．５±

２．５）ｍｍ宽的夹具（依据试样结构而定，见５．２．４），能牢固夹住试样。

５．２．３　试样的制备

５．２．３．１　鞋底／鞋帮结合强度：犪型结构（见图２）

从内部或外部结合区域切取试样。

在鞋底、内底或外底边缘的垂直方向沿狓狓和狔狔切割，制成宽约２５ｍｍ的试样。自帮脚线测量

鞋帮和鞋底长应约为１５ｍｍ（见图３）。除去内底。

图２　显示结合强度试样制备位置的结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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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型———传统结构，有延出边缘的胶粘或模压外底；

ｂ型———传统结构，修边整齐的外底；

ｃ型———传统结构，直接注射、硫化外底或胶粘的碟形外底；

ｄ型———内底与帮面为缝合结构，胶粘的碟形外底或直接注射或硫化外底；

ｅ型———有橡胶挡板和胶粘外底的传统结构或内底与帮面为缝合结构；

ｆ型———机器缝合或贴边使外底连接在整个底上；

ｇ型———多层鞋底，如模压底，一个模压部件或一个构造部件。

图２（续）

单位为毫米

　　１———内底（除去）；

２———帮脚线；

３———外底。

图３　试样的横截面

５．２．３．２　鞋底／鞋帮结合强度：犫、犮、犱、犲型结构（见图２）

从内部或外部结合区域切取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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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狓狓和狔狔方向切割鞋帮和鞋底，制成宽约１０ｍｍ、长不小于５０ｍｍ的试样。除去内底，在粘着

层插入热刀，将鞋帮从鞋底分离约１０ｍｍ长（见图４）。

注：当从狓狓到内底上表面的距离不少于８ｍｍ时，可以视为ｃ或ｄ型结构。

５．２．３．３　中间层结合强度：犳和犵型结构（见图２）

从内部或外部结合区域切取试样。

在狓狓方向沿帮脚线切除鞋帮，如果有内底也要除掉。在狔狔方向，平行并包括鞋底边缘切下一

条，制成约１５ｍｍ宽、至少５０ｍｍ长的试样。在粘着层插入热刀，将鞋底层分离约１０ｍｍ长（见图４）。

５．２．４　结合强度的测定

测试前，用一个已校准的钢尺测量试样至少三处宽度并计算平均值，精确到毫米，再按下述方法之

一测试至少３０ｍｍ长的结合强度。

ａ）　鞋底／鞋帮结合强度（ａ型结构）：将试样夹入拉力机的夹具，用一个夹具夹住鞋底的短边（见图

５），并记录以（１００±２０）ｍｍ／ｍｉｎ速度分离时的力位移曲线图（见图６）。

ｂ）　鞋底／鞋帮结合强度（ｂ、ｃ、ｄ、ｅ型结构）和鞋底中间层结合强度（ｆ和ｇ型结构）：在夹具内夹住

试样分开的两端，并记录夹具以（１００±２０）ｍｍ／ｍｉｎ速度分离时的力位移曲线图（见图６）。

单位为毫米

图４　制备的试样

　　１———夹住鞋底边缘的夹具；

２———鞋帮；

３———鞋底。

图５　显示试样位置的夹具

５．２．５　计算和结果表示

从图６确定单位为牛顿的平均剥离力并除以平均宽度（按５．２．４计算）得到结合强度，单位为

Ｎ／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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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剥离力，单位为牛顿（Ｎ）；

２———平均值；

３———位移。

图６　力位移曲线图示例

５．３　保护包头内部长度的测定

５．３．１　试样的制备

从一双未测试过的鞋内小心地取出保护包头并除去贴在上面的所有其他物质，或取一双新的相同

的保护包头。

注：试样不必预调节。

５．３．２　测试轴线的确定

将左保护包头的后边缘对准一个基准线并画出其外形轮廓，同样画出右保护包头的外形轮廓。两

包头足尖端和基准线处轮廓重叠（见图７）。

标出左右保护包头轮廓线与基准线相交的４个点Ａ、Ｂ、Ｃ和Ｄ。从ＡＢ和ＣＤ的中点画基准线的垂

线，即保护包头的测试轴线。

５．３．３　测试步骤

将保护包头开口朝下放在一平面上，在保护包头搁置面上方３ｍｍ～１０ｍｍ距离内并平行于该面，

用一合适量具沿测试轴线测量足尖到后边缘的内部长度犾（见图８），犾是能测量的最大长度。

　　１———测试轴线；

２———右保护包头；

３———左保护包头。

图７　测试轴线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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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测试轴线；

犾———内部长度。

图８　保护包头内部长度的测量

５．４　抗冲击性的测定

５．４．１　装置

５．４．１．１　冲击测试仪

带有一个质量（２０±０．２）ｋｇ的冲击锤，适合从事先设定的高度在垂直引导下自由落下以提供冲击

能量。应有机械装置在第一次冲击后抓住冲击锤，使试样只遭受一次冲击。

冲击锤（见图９）应由长至少６０ｍｍ的楔形体组成，两楔面相交成９０°±１°，楔面相交的顶端应成半

径为（３±０．１）ｍｍ的圆角。测试期间，顶端应与夹持装置表面水平。

仪器基座质量应至少为６００ｋｇ，并应固定一个尺寸至少４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４０ｍｍ金属块。

仪器应单独置于足够结实、足够硬的、平坦和水平的地面上。

单位为毫米

图９　冲击锤

８

犌犅／犜２０９９１—２００７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6
1
0
0
8
4
0
4
0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6
1
0
-
0
5
5
4
-
1
0
7
4
-
0
3
7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５．４．１．２　夹持装置

由厚度至少１９ｍｍ、面积１５０ｍｍ×ｌ５０ｍｍ、硬度至少６０ＨＲＣ的光滑钢板构成，钢板上带有固定

叉，测试时用于夹住鞋包头端内底／鞋垫的前部，以确保在冲击测试过程中不限制鞋头的任何横向扩展

（见图１０）。固定叉应深入鞋前端，通过调节螺钉压紧在内底上，并与底板平行。夹持螺钉（Ｍ８）应用

（３±１）Ｎ·ｍ的扭矩固定。

单位为毫米

　　１———夹持螺钉；

２———调节螺钉；

３———冲击锤；

４———雕塑粘土圆柱体；

５———固定叉；

６———底板；

７———厚度为１０ｍｍ。

注：本图的尺寸仅作参考。较小的鞋头可以用相同比例的较小固定叉。

图１０　鞋夹持装置的示例

５．４．１．３　圆柱体

直径（２５±２）ｍｍ的雕塑黏土，用于不大于２５０号鞋时，高度为（２０±２）ｍｍ；用于大于２５０号鞋时，

高度为（２５±２）ｍｍ。圆柱体的平端面应用铝箔覆盖，以防止粘附到试样或测试设备上。

５．４．１．４　千分表

带有半径（３．０±０．２）ｍｍ的半球形测足和半径（１５±２）ｍｍ的半球形砧座，施力不超过２５０ｍ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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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　步骤

５．４．２．１　测试轴线的确定（见图１１）

将鞋放在一水平面上并靠着一垂直面，该垂直面在内侧与鞋底边缘接触于犃和犅 两点。再设置两

个垂直面与第一个垂直面成直角，并在犡和犢 点接触鞋底，此两点分别是足尖点和后跟点。画线连接

犡和犢 点即为鞋前部的测试轴线。

图１１　鞋的测试轴线

５．４．２．２　试样的制备

在距保护包头后边缘３０ｍｍ处切下鞋头，然后与保护包头后边缘齐平除去整个鞋帮部件。不要拆

除包头区域的鞋帮和衬里。如果鞋装有一个活动鞋垫，测试时应在原位。

注：试样不必预调节。

５．４．２．３　测试步骤

按照图１２所示将圆柱体（５．４．１．３）放于试样内部末端，再将试样放在冲击测试仪（５．４．１．１）上，使

冲击锤正好冲击它。锤应伸出到保护包头的后部和前部。调节夹持装置（５．４．１．２）。

使冲击锤从适当高度落至测试轴线上，对安全鞋达到（２００±４）Ｊ的冲击能量或对防护鞋达到

（１００±２）Ｊ的冲击能量。

用千分表（５．４．１．４）测量圆柱体受压后的最低高度，精确到０．５ｍｍ。此值即冲击后的间距。

５．５　耐压力性的测定

５．５．１　装置

５．５．１．１　压力测试机

在以（５±２）ｍｍ／ｍｉｎ速度移动的压板间能给试样施加至少２０ｋＮ的力（允许误差±１％）。压板在

施加作用力时应保持平行且硬度至少为６０ＨＲＣ。力的测量不应受到反常的施力影响。

５．５．１．２　圆柱体

同５．４．１．３。

５．５．１．３　千分表

同５．４．１．４。

５．５．１．４　夹持装置

同５．４．１．２。

５．５．２　步骤

５．５．２．１　测试轴线的确定

按照５．４．２．１方法确定测试轴线。

５．５．２．２　试样的制备

按照５．４．２．２方法制备试样。

注：试样不必预调节。

５．５．３　测试步骤

按照图１２所示将圆柱体（５．５．１．２）放于试样内部末端。试样置于夹持装置（５．５．１．４）上并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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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再将夹持装置和试样放在压力测试机（５．５．１．１）的压板之间，对安全鞋施加（１５±０．１）ｋＮ的力或对

防护鞋施加（１０±０．１）ｋＮ的力（见图１３）。

卸去力，取出圆柱体，用千分表（５．５．１．３）测量圆柱体受压后的最低高度，精确到０．５ｍｍ。此值即

耐压力后的间距。

　　１———保护包头；

２———雕塑黏土圆柱体；

狓狔———测试轴线。

图１２　抗冲击或耐压力测试时圆柱体的位置

　　１———上压板；

２———雕塑黏土圆柱体；

３———夹持装置；

４———下压板。

图１３　耐压力测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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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耐腐蚀性的测定

５．６．１　Ⅱ类鞋的金属保护包头或金属防刺穿垫耐腐蚀性的测定

５．６．１．１　试样的制备

用整只鞋作为试样。

注：试样不必预调节。

５．６．１．２　测试溶液

用质量分数为１％的氯化钠溶液。

５．６．１．３　步骤

将足量的测试溶液倒入试样内直至１５０ｍｍ深。为减少挥发，覆盖鞋顶部，可用聚乙烯覆盖。

放置７ｄ，然后倒掉测试溶液。从鞋中取出保护包头或防刺穿垫并检查任何腐蚀痕迹。如有腐蚀，

测量每个腐蚀痕迹的面积（ｍｍ２），并记录这样面积的数量。

５．６．２　Ⅰ类鞋的金属保护包头耐腐蚀性的测定

５．６．２．１　试样的制备

从鞋中取出保护包头或用一只完全相同的新包头。

注：试样不必预调节。

５．６．２．２　测试溶液

用质量分数为１％的氯化钠溶液。

５．６．２．３　步骤

５．６．２．３．１　初始检查

目测检查保护包头的内外部表面是否有腐蚀痕迹。如果发现涂层表面有异常，应清除该处涂层以

协助检查。但该包头不能再用于腐蚀测试。

测量每处腐蚀面积尺寸，记录这样面积的数量。如果刷涂层时使用了支撑夹具，检查时可以忽略夹

具接触点周围直径８ｍｍ的圆形区域。

５．６．２．３．２　腐蚀测试

清除保护包头表面可能存在的油脂。

在一个盘内装入约２００ｍＬ测试溶液，并用一片玻璃覆盖且留一个小口。将两张宽至少１００ｍｍ、

长１５０ｍｍ白色滤纸的一端浸入测试溶液，滤纸被溶液渗透，它们另一端放在玻璃上。

保护包头卷边朝下放在一张滤纸的未浸泡端上，让整个卷边和湿滤纸接触。另一张滤纸覆盖在保

护包头上表面，让保护包头前端和上表面尽可能大的区域与滤纸接触（见图１４）。测试期间应确保滤纸

被溶液渗透。４８ｈ后，移开滤纸，检查保护包头是否有腐蚀痕迹。测量每处腐蚀的面积（ｍｍ２），记录这

样面积的数量。

　　１———滤纸；

２———保护包头；

３———玻璃板；

４———氯化钠溶液。

图１４　保护包头耐腐蚀性测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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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３　除全橡胶鞋外其他鞋的金属防刺穿垫耐腐蚀性的测定

５．６．３．１　试样的制备

从鞋中取出防刺穿垫或用一只完全相同的新垫。

注：试样不必预调节。

５．６．３．２　测试溶液

用质量分数为１％的氯化钠溶液。

５．６．３．３　步骤

５．６．３．３．１　初始检查

目测检查防刺穿垫表面是否有腐蚀痕迹。测量每处腐蚀面积尺寸，记录这样面积的数量。

５．６．３．３．２　腐蚀测试

按照５．６．２．３．２方法测试，但仅用一张滤纸。将滤纸一端放入测试溶液，另一端放在玻璃上，再将

防刺穿垫放在滤纸上。

５．７　防漏性的测定

５．７．１　装置

由水槽和压缩空气供应装置组成。

５．７．２　试样的制备

取整只鞋作为试样。

５．７．３　步骤

在（２３±２）℃的温度下进行测试。

将试样顶部密封，如用橡胶圈，通过适当的连接可以输入压缩空气。将试样浸入水槽至边缘并施加

（１０±１）ｋＰａ的连续内部压力３０ｓ。测试期间观察试样并确定是否有连续气泡产生，以指示空气泄漏

与否。

５．８　防刺穿垫尺寸符合性和鞋底抗刺穿性的测定

５．８．１　防刺穿垫尺寸符合性

测量鞋底内部长度犔，画出图１５中的阴影区域１和２。

切开鞋，测量垫边缘和楦底边缘留下的曲线之间距离犡和犢（见图１５），精确到０．５ｍｍ。

　　１———楦底边缘留下的曲线；

２———可选择的防刺穿垫形状；

３———防刺穿垫；

４———后跟区域；

５———阴影区域１；

６———阴影区域２。

犔———鞋底内部长度。

图１５　防刺穿垫尺寸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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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２　鞋底抗刺穿性的测定

５．８．２．１　装置

５．８．２．１．１　测试设备

能测量压力至少２０００Ｎ，装有一块带测试钉（５．８．２．１．２）的压板，及一块带有直径２５ｍｍ开口的

平行底板。开口的轴线应与测试钉重合（见图１６）。

５．８．２．１．２　测试钉

直径（４．５０±０．０５）ｍｍ，有一个截平的尖端，形状和尺寸如图１７所示。测试钉尖端应有至少

６０ＨＲＣ的硬度。

应经常检查测试钉的形状，如果与图１７尺寸有偏差，则应更换测试钉。

５．８．２．２　试样的制备

除去鞋帮，用鞋底部作为试样。

对于能吸水的鞋底材料（如皮革），将鞋底浸入（２３±２）℃去离子水中（１６±１）ｈ后进行测试。

注：非吸水的试样不必预处理。

５．８．２．３　测试步骤

试样置于底板上，使测试钉能穿透底部。以（１０±３）ｍｍ／ｍｉｎ的速度对着鞋底施压测试钉直到尖端

完全穿透，同时测量最大力。

测试分别在鞋底４个不同点处进行（至少有一个点在后跟区域），任何两个穿透点之间至少相距

３０ｍｍ，穿透点到内底边缘的距离至少为１０ｍｍ。对于有花纹鞋底，在花纹间进行测试。四个测试点中

的两个应距楦底边缘对应的曲线１０ｍｍ～１５ｍｍ。记录最小值作为测试结果。

单位为毫米

　　１———压板；

２———测试钉；

３———试样的鞋底部件；

４———底板。

图１６　抗刺穿性测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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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截平的尖端。

图１７　抗刺穿性测试钉

５．９　防刺穿垫耐折性的测定

５．９．１　耐折机

有一个通过规定距离、按照规定速度移动防刺穿垫自由端的往复导杆及由两块４ｍｍ厚、邵尔Ａ

硬度为（７５±５）的弹性内夹层和两块宽至少１３０ｍｍ的金属外夹板组成的夹持装置。

在零位置，导杆从距离夹板（７０±１）ｍｍ处开始运动（见图１８）。为适应所有尺寸的防刺穿垫，屈挠

线可以向后跟方向移动达１０ｍｍ（见图１９阴影区域）。

单位为毫米

　　１———屈挠导杆；

２———夹板；

３———弹性夹层；

４———防刺穿垫（零位置）。

图１８　防刺穿垫的耐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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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屈挠线；

２———屈挠带；

３———切割线；

４———基线。

图１９　防刺穿垫的屈挠线

５．９．２　屈挠线的确定

平放防刺穿垫，使其内边缘靠着一直线，此直线在脚掌及后跟区域与垫相切。在脚掌的切点上画垂

线，这条线就是垫被夹住的屈挠线（见图１９）。

５．９．３　试样的制备

在距屈挠线（５．９．２）９０ｍｍ处切下防刺穿垫的后跟部分。

５．９．４　测试步骤

按图１８所示，将导杆移至距零位置垂直高度为３３ｍｍ处，以（１６±１）次／ｓ速度屈挠试样。通过导

向装置确保每次屈挠后试样返回到零位置。连续屈挠１×１０６ 次，取下试样，目测检查。

５．１０　电阻的测定

５．１０．１　原理

在干燥的环境（５．１０．３．３ａ））中调节后测量导电鞋的电阻。

在干燥的环境中调节后和在潮湿的环境（５．１０．３．３ａ）和ｂ））中调节后测量防静电鞋的电阻。

５．１０．２　装置

５．１０．２．１　测试仪器

当施加（１００±２）Ｖ直流电压时，能测量电阻到±２．５％的精度。

５．１０．２．２　内电极

由总质量４ｋｇ、直径５ｍｍ的不锈钢珠组成。钢珠应符合ＧＢ／Ｔ３０８要求。应采取措施防止或除

去钢珠和铜板的氧化，因为氧化可能影响它们的导电性。

５．１０．２．３　外电极

由一块铜接触板组成，使用前用乙醇清洗。

５．１０．２．４　测量导电涂层电阻的装置

由三个导电金属探针组成，探针半径为（３±０．２）ｍｍ，安装在一块底板上。两个探针相距

（４５±２）ｍｍ并由一根金属带连接。第三个探针与另两个探针连线的中点相距（１８０±５）ｍｍ且与它们

绝缘。

５．１０．３　试样调节的制备

５．１０．３．１　制备

如果鞋装有活动垫，测试时应保留。用乙醇清洗鞋底表面以除去所有脱模剂的痕迹，用蒸馏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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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２３±２）℃环境中干燥。鞋底表面不应摩擦或磨损，也不应使用对鞋底有伤害或使鞋底膨胀的有机

材料清洗。

５．１０．３．２　湿调节的特殊制备

对在潮湿条件（５．１０．３．３）下调节的试样，在鞋底上涂一层面积为２００ｍｍ×５０ｍｍ的导电涂层

（５．１０．２．４），涂层面包括后跟和鞋前掌。干燥后测量涂层的电阻值小于１×１０３Ω。

将鞋内装满干净钢珠并放在装置（５．１０．２．４）的金属探针上，使外底前掌区域由两个相距４５ｍｍ的

探针支撑，后跟区域由第三个探针支撑，用测试仪器（５．１０．２．１）测量前段探针和第三个探针之间的电

阻值。

５．１０．３．３　调节

根据被测试鞋的功能，按下列条件之一对制备好的试样进行调节。

ａ）　干燥条件，（２０±２）℃、相对湿度（３０±５）％。（放置７ｄ）

ｂ）　潮湿条件，（２０±２）℃、相对湿度（８５±５）％。（放置７ｄ）

如果测试不能在调节的环境中进行，则应在试样移出该环境后５ｍｉｎ内完成测试。

５．１０．４　步骤

用总质量４ｋｇ的干净钢珠装满试样，如有必要，可用一块绝缘材料增加鞋帮高度。将装满钢珠的

样品放在铜板上，在铜板和钢珠之间施加（１００±２）Ｖ直流测试电压，时间１ｍｉｎ并计算电阻值。

鞋底的能量消耗不应超过３Ｗ。如果因为考虑３Ｗ 的限制而降低电压，则应在测试报告上记录实

际电压值。

５．１１　电绝缘性的测定

５．１１．１　装置（见图２０）

　　１———垂直间距犺；

２———鞋帮的最小高度；

３———交流电源；

４———接地电极；

５———水；

６———钢珠。

图２０　电绝缘性测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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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１．１　外电极

自来水。

５．１１．１．２　内电极

直径（３．５±０．６）ｍｍ的不锈钢珠，应符合ＧＢ／Ｔ３０８要求。应采取措施防止或除去钢珠的氧化，因

为氧化可能影响导电性。

５．１１．１．３　变压器

应选用大于０．５ｋＶ·Ａ（５００Ｖ·Ａ）的变压器。

５．１１．１．４　电压表

准确度１．５级以内。

５．１１．１．５　毫安表

准确度１．０级以内，其使用值应为仪表量程的１５％～８５％。

５．１１．１．６　测量系统电阻值

不超过２８×１０４Ω。

５．１１．２　试样的制备

取整只鞋作为试样。

５．１１．３　测试步骤

测试应在１５℃～３５℃、相对湿度４５％～７５％的环境中进行。

在一个装有自来水的槽内进行测试。将鞋内装满钢珠，钢珠高度应与鞋外部水平面高度一致。该

高度应在表３给出的对应鞋帮最小高度的垂直间距犺处（见图２０）。鞋内钢珠应与输出的高压端连接，

槽内鞋外部的水应与地连接。

按鞋的级别依据表４进行泄漏电流测试和耐压测试。

表３　到达钢珠的间距

级　　别 间距（犺）／ｍｍ

００ ３０

０ ４０

　　注：间距的允许公差为±３ｍｍ。

表４　泄漏电流和耐压测试电压

鞋的级别 测试电压／ｋＶ
泄漏电流／ｍＡ

低帮鞋 高腰靴 半筒靴 高筒靴

耐压测试

电压／ｋＶ

００ ２．５ １ １．５ ２ ３ ５

０ ５ ２ ２．５ ４ ５ １０

５．１１．３．１　泄漏电流测试

在一个低值处开始施加交流电压并以约１０００Ｖ／ｓ的速度逐渐增加到表４规定的测试电压或失败

发生。测试时间不应少于１ｍｉｎ。记录泄漏电流值。

测试期间任何时候的泄漏电流不应超过表４中的相应值。

测试结束应迅速降压至零位，但不得突然切断电源。

５．１１．３．２　耐压测试

应逐渐施加交流电压到表４规定的耐压测试值然后立即降压，但不得突然切断电源。电压变化速

度应约为１０００Ｖ／ｓ。

如果没有击穿发生，则认为测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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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　隔热性的测定

５．１２．１　装置（见图２１）

　　１———温度测量点；

２———砂浴（砂高３０ｍｍ）；

３———装满不锈钢珠的鞋；

４———加热盘。

图２１　隔热性测试装置

５．１２．１．１　砂浴

盛砂的砂浴尺寸应为（４０±２）ｃｍ×（４０±２）ｃｍ，高至少５ｃｍ（见图２１）。砂体积（５０００±２５０）ｃｍ３，

粒径０．３ｍｍ～１．０ｍｍ。

在鞋接触板（前掌和后跟）的地方应能测量板的温度并依据测试温度可以调节。由鞋的特性决定加

热板的温度犜ｈｐ是１５０℃还是２５０℃（偏差±５℃）。加热系统的功率应至少（２５００±２５０）Ｗ。

５．１２．１．２　传热介质

由直径５ｍｍ、总质量４ｋｇ的不锈钢珠组成。不锈钢珠应符合ＧＢ／Ｔ３０８要求。

５．１２．１．３　精度为±０．５℃的温度传感器

焊接在一个厚（２±０．１）ｍｍ、直径（１５±１）ｍｍ的铜盘上。

５．１２．１．４　测温装置

带有一个温度补偿器，适合与５．１２．１．３一起使用。

５．１２．２　试样的制备

用整只鞋作为试样。将温度传感器固定在内底上。应直接在鞋底前部接触加热板的区域上方测量

鞋内温度。把钢珠放入鞋内。如果鞋内有活动鞋垫，测试时应保留。如果鞋帮高度不够装下所有钢珠，

用套圈增高鞋帮。

５．１２．３　测试步骤

调节试样内底温度恒定至（２３±２）℃并在（２３±２）℃环境中进行测试。

预热砂浴至少２ｈ，依据鞋的特性调节加热板温度至犜ｈｐ，测试期间保持该温度。

读取试样鞋内温度为狋１，精确到０．５℃，然后将试样放在加热板上来回移动，使之与加热盘之间得

到最好接触。

在鞋周围加入砂至合适的高度，然后确保砂表面是均匀平坦的。

用连接温度传感器的测温装置测量内底温度作为时间函数，记录温度增加。

持续３０ｍｉｎ后读取鞋内温度为狋２，精确到０．５℃。检查并记录能影响鞋功能的严重损坏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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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　狋２－狋１。

●　能严重影响鞋功能的损坏记录（如鞋帮和鞋底开始分离）。

５．１３　防寒性的测定

５．１３．１　装置

５．１３．１．１　低温箱

内部空气温度能调节到（－１７±２）℃（见图２２）。

５．１３．１．２　传热介质

同５．１２．１．２。

５．１３．１．３　温度传感器

同５．１２．１．３。

５．１３．１．４　测温装置

同５．１２．１．４。

５．１３．１．５　铜板

长（３５０±５）ｍｍ，宽（１５０±１）ｍｍ，厚（５±０．１）ｍｍ，位置如图２２所示。

单位为毫米

　　１———延长孔；

２———隔热盖；

３———温度测量点；

４———铜板；

５———测试座；

６———低温箱。

图２２　防寒性测试装置

５．１３．２　试样的制备

用整只鞋作为试样。按照５．１２．２方法制备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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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３　测试步骤

调节试样外底温度恒定至（２３±２）℃。

调节低温箱温度为（－１７±２）℃并在测试期间保持该温度。将试样放在低温箱内的测试座上，调整

高度使鞋顶端与开口水平，用隔热盖封住。用连接温度传感器的测温装置测量内底温度。

计算试样放在低温箱内３０ｍｉｎ后的温度降低值，精确到０．５℃。

５．１４　鞋座区域能量吸收的测定

５．１４．１　装置

５．１４．１．１　测试设备

能测量压力至６０００Ｎ，可以记录力位移曲线。

５．１４．１．２　测试压头

为聚乙烯制成的标准鞋楦后部。鞋楦在与底边缘垂直并和后部轴线成９０°的平面上被切开（见图

２３）。压头尺寸与鞋的关系见表５。

表５　取决于鞋号的测试压头尺寸

鞋　　号

尺寸／ｍｍ

犔

±２

犾

±２

犠

±２

犲

±１

≤２２５ ６５ ３２．５ ５２．２５ ２

２３０～２４０ ６７．５ ３３．７ ５７ ２

２４５～２５０ ７０．５ ３５ ５８．７５ ２

２５５～２６５ ７２．５ ３６．２ ６０．５ ３

２７０～２８０ ７５．５ ３７．７ ６２．２５ ３

≥２８５ ７７．５ ３８．５ ６４ ３

图２３　能量吸收测试的测试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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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２　步骤

将带后跟的鞋放在钢制基座上，在后跟区域中心以 （１０±３）ｍｍ／ｍｉｎ速度对着底部按压测试压头，

直至获得５０００Ｎ的力。

绘出每次测试的压力位移曲线并确定能量吸收值犈，单位为Ｊ，精确到１Ｊ，按式（１）计算。

犈＝∫
５０００Ｎ

５０Ｎ

犉ｄ犛 …………………………（１）

　　式中：

犉———施加的压力，单位为牛（Ｎ）；

犛———位移，单位为米（ｍ）。

５．１５　成鞋防水性的测定

５．１５．１　水槽测试

５．１５．１．１　原理

穿着一双鞋以正常步速在充满水至规定深度的表面上行走，检查确定水透入的范围。

５．１５．１．２　测试者

选择穿鞋舒适的测试者。

５．１５．１．３　装置

一个卧式不漏水槽，并应满足下列要求（见图２４）：

ａ）　一个移动平台靠近每端，高度和面积足以使测试者走上去并在水面上方转身；

ｂ）　足够长，使测试者能在平台之间的水中走１０个正常步幅；

ｃ）　宽约０．６ｍ；

ｄ）　使水能被排走的插栓。

注：可以用一个管道输送水使槽迅速被充满至合适的深度。

单位为米

　　１———插栓；

２———移动平台。

图２４　槽

５．１５．１．４　步骤

槽内水排空，放置转身平台，使测试者以正常步幅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得到１１步（即每只脚接触槽地

面５次）。给槽注水至（３０±３）ｍｍ的深度。

确保鞋完全干燥。在普通袜子上穿上干燥的鞋，用绑腿或防护装置盖住顶端，然后站在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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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水中行走１００个槽长，转身时用平台。非常小心确保没有水溅至鞋顶端上。如有必要，为避免溅

水，以比正常慢的步速行走，但最好不要慢于每秒１步。

走完１００个槽长后，离开槽，小心脱下鞋，目测检查内部同时触摸是否有水透入的痕迹。对每个鞋

或靴，如果有透入发生，记录透入的位置及图形的扩展（图２５显示图形的合适形状）。

用另两双鞋重复此测试。

　　１———内底；

２———鞋帮。

　帮与底的接缝

　透入的开始面积

　透入的扩展面积

图２５　鞋图形的合适形状，附有记录透入的例子

５．１５．２　机器测试

５．１５．２．１　原理

在一定深度水中，成鞋经受旋转湿式刷的机械作用。检查确定水透入的范围。

５．１５．２．２　装置

５．１５．２．２．１　天平

精确到０．１ｇ。

５．１５．２．２．２　防水测试仪（见图２６）

有一个或多个测试位置，每个位置有５．１５．２．２．２．１～５．１５．２．２．２．６中描述的特征。

５．１５．２．２．２．１　试样架

由一端装有固定卡、另一端装有滑动卡的矩形金属板构成，使固定的试样适于测试（见图２７）。

５．１５．２．２．２．２　两个旋转刷系统

两个刷分别位于试样两边，无论鞋号怎样，通过调整距离犔（见图２６）分离刷，并在超过试样全长的

范围内来回运动。犔为鞋宽加上８０ｍｍ。

每个刷的水平运动通过旋转运动完成，在每个水平循环结束的时候改变方向。每个刷的旋转方向

同相应的来或回运动一样，见图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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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来回运动；

２———喷洒系统；

３———刷；

４———试样架；

５———水槽。

图２６　防水测试仪

　　１———滑动卡；

２———固定卡。

图２７　试样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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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固定试样架。

图２８　刷的水平和旋转运动

５．１５．２．２．２．３　喷洒系统

每个刷有一个喷嘴相距５０ｍｍ的喷洒系统（见图２６和图３１）和一个测量水流的流量计，通过喷洒

系统刷被弄湿。

５．１５．２．２．２．４　刷特征

———用标准螺旋面刷。每个刷有一个直径８０ｍｍ、长１４０ｍｍ的中柱和１０层每层１１束的刷毛，见

图２９。

———每层１１束刷毛分别错开，形成螺旋构象，见图３０。

５．１５．２．２．２．５　刷毛特征

———材料：聚酰胺。

———直径：０．４ｍｍ。

———长度：（８１±２）ｍｍ。

———中柱上的束直径：５ｍｍ。

５．１５．２．２．２．６　不漏水槽

整个装置放在不漏水槽中，槽上安装了一个恒定水位装置。

单位为毫米

　　１———１０层束，相距１０ｍｍ，从一束到另一束之间错开形成螺旋构象（见图３０）；

２———中柱。

图２９　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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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中柱周长＝８０π＝２５１ｍｍ；束之间的水平距离（犈）为２５１ｍｍ／１１＝２２．８ｍｍ；犐＝７ｍｍ；犔＝１０ｍｍ。

图３０　刷束分布

　　１———喷嘴；

２———试样；

３———水深；

４———刷１；

５———试样架；

６———刷２。

图３１　测试仪的正面图

５．１５．２．３　测试参数

———刷的转速：（８５±５）ｒ／ｍｉｎ。

———刷的水平速度：（２０±２）次／ｍｉｎ（一个完整地来回运动为１次）。

———水流速度：（０．５０±０．１）犔／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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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２．４　步骤

称取试样，精确至０．１ｇ，记录为犕１。将试样固定在试样架上，封住鞋顶部（如用一个橡胶圈），避免

水溅入。将装有试样的试样架固定在机器内（见图３１）。

调整两个刷系统间的水平距离使鞋的整个帮面被刷毛接触。槽内注水至水平面在试样架上表面上

方（２０±２）ｍｍ处。应调节恒定水位装置以维持这个深度。

按表６确定喷洒参数。依据鞋的类型打开喷嘴数，调节供水以维持恒定水位。

测试时间可定为：１ｍｉｎ，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或６０ｍｉｎ。

启动电机的水平移动。

表６　喷洒参数

鞋的类型 喷嘴数／对 刷数量／双

式样Ａ　低帮鞋 １ １

式样Ｂ　高腰靴 １ １

式样Ｃ　半筒靴 ２ １

式样Ｄ　高筒靴 ３ １

式样Ｅ　长筒靴 ３ １

５．１５．２．５　水透入的检查

在每个规定的测试时间末端，停止机器，取出带有试样的试样架。取出试样，迅速干燥试样表面。

从鞋顶部小心移走隔离物，目测检查鞋内部，或接触和（或）用吸水纸检查是否有水透入。

５．１５．２．６　水吸收

在每个规定的测试时间末端，试样干燥和水透入检查后，称重，精确到０．１ｇ，分别记录结果为犕２，

犕３，等等。

５．１５．２．７　结果表示

记录是否有水透入。

计算水吸收犠ａ，单位为ｇ

犠ａ＝犕２－犕１；犕３－犕１；等等

５．１６　跖骨保护装置抗冲击性的测定

５．１６．１　装置

５．１６．１．１　冲击仪

带有一个质量（２０±０．２）ｋｇ的冲击锤，适合从事先设定的高度在垂直引导下自由落下，提供按势能

计算的规定的冲击能量。

冲击锤应由至少６０ｍｍ长，两楔面相交成９０°±１°和最小硬度６０ＨＲＣ的楔形体组成。楔面相交

的顶端是半径为（３±０．１）ｍｍ的圆角。测试期间，顶端应与夹持装置表面平行（见图９）。

仪器基座质量应至少为６００ｋｇ，并应安装一个尺寸至少４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４０ｍｍ金属块。

仪器应单独置于足够结实、足够硬的、平坦和水平的地面上。

５．１６．１．２　夹持装置

由最小硬度６０ＨＲＣ、厚至少１９ｍｍ的光滑钢板构成，钢板上带有夹紧鞋后跟和连接区域的装置

（见图３２）。

５．１６．１．３　千分表

带有半径（３．０±０．２）ｍｍ的半球形测足，能施加不超过２５０ｍＮ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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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基座；

２———螺钉；

３———凸台；

４———夹持板。

图３２　夹持装置

５．１６．１．４　测试蜡模

模拟鞋内部和冲击时用于测量跖骨区域的变形。此蜡模应由５．１６．１．４．１或５．１６．１．４．２中描述的

其中一个方法制成。

５．１６．１．４．１　使用鞋楦制作蜡模

包括两个阶段操作，第一步是鞋楦模具的形成，第二步是由该模具制成一个测试蜡模。

阶段１：用一个鞋号小于试样鞋的楦，填补楦上所有 Ｖ形切口和孔眼，然后用热塑性材料（例如，

０．４ｍｍ厚未增塑过的ＰＶＣ板）在帮表面上形成一个外壳。冷却时，在楦底边缘修剪多余材料并移走。

同样地，在底表面形成一个外壳并在楦底边缘上方５ｍｍ～１０ｍｍ范围内修整形成一个边缘。利用合

适的胶带连接两外壳，使帮面壳装在底面壳形成的边缘内，用胶带粘接。切割连接壳制成前端和后跟端

模具（见图３３）。

阶段２：将两模具立在容器内，使模具顶面水平并用砂支撑（见图３４）。以５∶１的质量比把固体石

蜡（熔点为５０℃～５３℃）和蜂蜡混合放进合适的容器中，并放入烘箱加热到大约８５℃。取出容器搅拌混

合物直至混合冷却到大约６０℃再注入两模具内。在熔化的蜡中插入一圈薄带子使其随后很容易从鞋

中取出，要确保带子未透过前端模具的外表面（见图３４）。冷却后，从模具中取出蜡模。

注：小心，模具能用于制造许多蜡模。

８２

犌犅／犜２０９９１—２００７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6
1
0
0
8
4
0
4
0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6
1
0
-
0
5
5
4
-
1
0
7
4
-
0
3
7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１———顶端外壳重叠的边缘；

２———切割。

图３３　连接起来的壳显示分离切割

　　１———帮助从试样中移走的带子；

２———装满蜡的模具；

３———后跟端模具；

４———足趾端模具；

５———装砂的容器。

图３４　用砂支撑和装满蜡的模具

５．１６．１．４．２　使用鞋制作蜡模

包括三个阶段操作，第一步是鞋内部塑模石膏铸件的制作，接着为５．１６．１．４．１中描述的模具和铸

件的制作。在塑模石膏模具制作过程中需要另一只将要破坏的鞋。

阶段１：在与试样鞋同号的鞋内部涂上凡士林或防粘剂。绑好扣紧系统同时将塑模石膏和水的混

合物从开口顶端注入，放至凝固，然后用切除方法脱开鞋，再将模具放在约８０℃的烘箱中干燥。

阶段２：继续５．１６．１．４．１中阶段１，用塑模石膏铸件代替鞋楦。

继续５．１６．１．４．１中阶段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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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２　试样的制备

用整只鞋作为试样。

５．１６．３　步骤

在蜡模上标记５．３．２中定义的测试轴线，再将蜡模插入试样并束紧扣紧系统。用夹持装置

（５．１６．１．２）将试样夹持在冲击仪（５．１６．１．１）的底板上并位于冲击锤冲击处，冲击锤应与按照５．４．２．１

方法确定的测试轴线成９０°。冲击锤应按表７规定的距鞋头前端的距离冲击试样一次（见图３５）。

表７　冲击的距离

鞋号 从鞋头前端到冲击点的距离ａ／ｍｍ

≤２２５ ９０

２３０～２４０ ９５

２４５～２５０ １００

２５５～２６５ １０５

２７０～２８０ １１０

≥２８５ １１５

　　ａ　由鞋头前端沿测试轴线测量的距离。

　　在试样前部下方放一楔形体以防止冲击过程中鞋变形。

让冲击锤从适当的高度（从冲击点垂直测量）落在试样上，提供（１００±２）Ｊ的冲击能量。

　　１———冲击点；

２———来自表７的尺寸；

３———楔形体。

图３５　冲击点

５．１６．４　测试结果

冲击后，小心地从鞋中取出蜡模并放在一平坦支架上，使其保持在试样内的同样水平方向。

在按照５．４．２．１确定的轴线上，靠近最大变形处的平面上，用千分表（５．１６．１．３）测量垂直高度。

５．１７　并入鞋帮的踝保护材料缓冲能量的测定

５．１７．１　原理

从鞋帮踝保护区域取下的试样经受一次冲击测试同时测量传递力。

５．１７．２　装置

５．１７．２．１　冲击仪

装置应包括一个在垂直下落过程中冲击测试砧座的（５０００±１０）ｇ的冲击锤。在整个操作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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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的冲击锤的重力中心应在砧座中心的正上方。

为了保证１０Ｊ的动能，下落高度应约为０．２ｍ。

５．１７．２．２　冲击锤

下落的冲击锤面应用８０ｍｍ×４０ｍｍ尺寸、磨光的钢制成，所有边缘成（５±１）ｍｍ半径的圆弧。

５．１７．２．３　砧座

单位为毫米

　　１———力传感器；

２———实心基座。

图３６　砧座和基座

　　由磨光的钢制成的砧座总长（１７５±２５）ｍｍ，并构成一个半径２５ｍｍ的圆柱体，其上部是一个半径

２５ｍｍ的半球形。砧座应在垂直位置并通过一个压电测压元件附在至少６００ｋｇ的实体上。元件应能

完全预压和校准（见图３６）。

５．１７．２．４　测力仪

安装砧座使冲击测试期间在砧座和装置的冲击基座之间的整个力通过压力传感器与它的量测轴成

一直线。力传感器应有不少于１２０ｋＮ的校准范围和小于０．１ｋＮ的较低限值。力传感器的输出应被

载荷放大器处理并用合适的仪器记录峰值力。

５．１７．２．５　样板

样板应用适合的柔软材料制备（例如：织物、羊毛、纸，等等），使用时能保持其形状和尺寸。

样板应为圆形，尺寸见表８。用适当地标记或割一个小孔指示中点。

５．１７．２．６　取样

从三双鞋（大、中和小号）的每双中取下至少二个样品（内部和外部），使之能完成至少６次冲击测

试，３个在内部的踝保护上、３个在外部的踝保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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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７．３　试样的制备

选取的试样鞋穿在一个尺码合适的测试者脚上。测试者自由地站在一垂直位置中，另一个测试者

在其鞋帮上标记脚踝位置，指出踝骨最显著的部分。然后一个尺寸适合（见表８）的样板放在踝保护装

置上，样板的中心与鞋帮上标记的中心相对应。

在鞋帮上的样板周围画出规定的测试区域，并通过切割它完成包含所有材料层的样品，确保标记的

样板形状周围有一个至少１．０ｃｍ的附加边缘。

注：不强制要求附加边缘完全包围样品。如果必要，附加边缘能用来把材料层彼此连接，测试者能在冲击区域的边

缘附近操作冲击测试。

一双鞋的四个踝保护装置不必是统一形状，但至少应符合表８给出的圆形尺寸。

表８　踝保护装置的最小尺寸

鞋　　号 最小直径／ｍｍ

≤２５０ ≥５６

２５５～２７０ ≥６０

≥２８０ ≥６４

５．１７．４　调节

测试前，样品和试样应在（２３±２）℃和相对湿度（５０±５）％的环境中至少调节２４ｈ。

５．１７．５　步骤

测试应在（２３±２）℃和相对湿度（５０±５）％的标准环境中进行。

试样外表面朝上放置在砧座上，测试区域的一部分覆盖砧座的中点。为避免影响测试结果，可以通

过覆盖一层稀薄适宜的网或带有直径２０ｍｍ～２５ｍｍ中心孔的织物，将试样固定在被选择的位置。该

辅助装置依靠５Ｎ～１０Ｎ的弹性带拉开，它能很容易被力测量系统本身控制。

然后释放冲击锤，记录传递力及试样的损坏或破损量。

试样在每点仅被测试一次。

５．１７．６　结果表示

记录平均力和获得的最高值。内部、外部结构不同时，必须从鞋的内部和外部踝保护装置分别记

录。应记录试样的任何破损。

６　鞋帮、衬里和鞋舌的测试方法

６．１　鞋帮厚度的测定

按照ＧＢ／Ｔ５７２３方法测定厚度，用扁平测足直径１０ｍｍ和压力１Ｎ的厚度计。鞋帮厚度应包括

任何有关联的织物层。

６．２　鞋帮高度的测量

６．２．１　试样的制备

用整只鞋作为试样。标记鞋的纵向轴线狓狔，见图１１。

注：如果其他测试必须在鞋上操作，前部可以先分开（例如，鞋头的冲击测试）。

６．２．２　测量

鞋帮高度（ｍｍ）是内底／鞋垫（也就是后跟腹部犎ｂ 和后跟后部犅ｈ 之间）上最低点和帮上最高点的

垂直距离（见图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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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鞋帮；

２———内底／鞋垫；

３———外底；

４———内底的最低点；

５———鞋帮的高度。

图３７　鞋帮高度的测量

６．３　鞋帮、衬里和（或）鞋舌撕裂强度的测定

按照下述方法之一测定撕裂强度：

———ＱＢ／Ｔ２７１１适合于皮革；

———ＨＧ／Ｔ２５８１单撕法适合于涂覆织物和纺织品。

对于涂覆织物和纺织品，用尽可能大的试样。宽应在２５ｍｍ～５０ｍｍ且长在５０ｍｍ～２００ｍｍ之

间，有一条长２０ｍｍ的切口位于正中处并且平行于长边使之形成一个裤型试样。以１００ｍｍ／ｍｉｎ的横

向恒定速度进行测试。对于针织物和无纺布，使用从鞋上获得的最大试样。

６．４　鞋帮材料拉伸性能的测定

６．４．１　剖层皮革抗张强度的测定

按照ＱＢ／Ｔ２７１０方法测试，用犾＝９０ｍｍ，犫１＝２５ｍｍ的试样。

６．４．２　橡胶扯断强力的测定

６．４．２．１　拉力机

具有恒定的拉伸速度，能指示或最好能记录试样断裂时所施加的最大力，精度为１级。拉力机两夹

具的中点应处于拉力轴线上，夹口线应与拉力线垂直且夹持面在同一平面上。夹具应能夹紧试样而不

使试样打滑、不能割破或削弱试样，夹持面应比试样宽。

６．４．２．２　试样的制备

从鞋帮上裁取宽２５ｍｍ、有效长度为７５ｍｍ的试样三个。当鞋帮高度不允许试样被裁成７５ｍｍ

的有效长度时，可采用２５ｍｍ的有效长度。试样应包括任何辅助织物层。

６．４．２．３　测试步骤

将试样依次夹入拉力机夹具，记录夹具以（１００±１０）ｍｍ／ｍｉｎ速度分离至试样断裂时的力，即扯断强力。

６．４．２．４　结果表示

计算三个试样的算术平均值为橡胶鞋帮的扯断强力，单位为Ｎ，记录所用试样尺寸。

６．４．３　聚合材料拉伸性能的测定

按照ＧＢ／Ｔ５２８方法测试，采用１型哑铃状试样，测定１００％定伸应力和扯断伸长率，试样方向沿鞋

帮向上，测试前除去织物层。

６．５　鞋帮耐折性的测定

６．５．１　橡胶耐折性

６．５．１．１　屈挠机

有一个可调的固定部件，固定部件上装有夹具，使试样一端保持在固定位置上，另有一个相似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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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部件夹紧试样的另一端。移动部件应沿两夹具间的中心线方向并在同一水平面上来回运动，其行程

可调，以使两夹具最近距离为（１３±１）ｍｍ，最远距离为（５７±１）ｍｍ。

屈挠机应能提供每分钟３４０次至４００次的屈挠。夹具应牢固地夹紧试样。

６．５．１．２　试样的制备

按图３８所示尺寸，从鞋帮最薄处裁取试样。试样应包括任何织物层。

单位为毫米

图３８　试样尺寸

６．５．１．３　测试步骤

在（２３±２）℃环境中进行测试。

沿长轴方向对称折叠试样，使橡胶面朝外。在折叠状态将试样锥形端插入固定夹具，当两夹具分离

最远时，试样的中心线位于两夹具中间。两折叠锥形端应与各自夹具边缘排列整齐。为方便起见，可在

试样锥形端标记夹持处，使试样在夹具上正确排列，上紧夹具，将试样另一端插入移动夹具中夹紧。试

样不应受到张力。屈挠期间装置和试样的排列见图３９。

　　１———固定夹具；

２———定位销的中心（大约直径０．６ｍｍ）；

３——— 试样的锥形端；

４———试样的中心线；

５———移动夹具；

犇———两夹具间距。

图３９　屈挠期间装置和试样的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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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所需的屈挠次数，用一个由移动夹具带动的行程计数器记录完成的屈挠次数。移动夹具完成

一次来回移动计为一次屈挠。连续屈挠１２５０００次后，取下试样，检查并记录是否有裂纹。

６．５．２　聚合材料耐折性

６．５．２．１　耐折装置（见图４０）

　　１———静夹具；

２———动夹具；

３———试样。

图４０　耐折装置

　　由若干对Ｖ形夹具组成，每对夹具的轴线在同一直线上。每个Ｖ形夹具的夹角为（４０±１）°，其顶

端是半径为（６．４±０．５）ｍｍ的圆弧形。每对夹具中的一个能进行往复运动，常温条件下的往复频率为

（５±０．５）Ｈｚ，－５℃低温时的往复频率为（１．５±０．２）Ｈｚ。每对夹具在分开时相距（２８．５±２．５）ｍｍ，靠

近时相距（９．５±１．０）ｍｍ。动夹具的行程为（１９±１．５）ｍｍ。

６．５．２．２　试样的制备

从鞋帮最薄处裁取边长为（６４±１）ｍｍ的方形试样。试样应在（２３±２）℃环境中调节２４ｈ。产品完

成后至少过７ｄ才能进行测试。

６．５．２．３　测试步骤

低温箱内温度调到（－５±２）℃。

将试样放入低温箱并立即装入处于分开位置的一对夹具上。在每对夹具中，试样胶面朝外并处于

对称状态，试样侧边缘平行于夹具的轴线。检查每个夹具的两半部分内边缘是否成一直线。用同样方

法安装其他试样。

用手同时转动各夹具，检查每个试样是否都形成一条对称地横跨试样的、向内的皱折，该皱折被四

条向外的皱折形成的菱形所包围。必要时用手协助形成这类皱折。

装好试样１０ｍｉｎ后即开始测试，连续屈挠１５００００次后，取下试样，检查并记录是否有裂纹。

６．６　水蒸气渗透性的测定

６．６．１　原理

试样固定在一个装有一定量固体干燥剂的测试瓶的开口上。在一个调节的环境中，将测试瓶放入

较强气流中。转动测试瓶，使瓶内干燥剂不断运动，从而带动瓶内的空气持续受到扰动。称量测试瓶，

测定通过试样被干燥剂吸收的水蒸气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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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２　装置

６．６．２．１　测试瓶

配有一个圆形开口的螺旋盖，开口的直径和瓶颈相同（约３０ｍｍ）（见图４１）。

６．６．２．２　支架

为圆盘形式，靠电机以（７５±５）ｒ／ｍｉｎ转速旋转。测试瓶放在此圆盘上，瓶轴线与盘轴线平行且相

距６７ｍｍ（见图４２）。

６．６．２．３　风扇

安装在瓶口前面，由三个扁平扇叶互成１２０°组成。扇叶面应通过圆盘轴的延长线。扇叶尺寸约为

９０ｍｍ×７５ｍｍ，靠近瓶口的每片扇叶９０ｍｍ长边与瓶口距离不超过１５ｍｍ（见图４３）。电机应驱动风

扇以（１４００±１００）ｒ／ｍｉｎ转速旋转，装置应用在（２３±２）℃、相对湿度（５０±５）％的调节环境中。

单位为毫米

图４１　用于水蒸气渗透性测试的瓶

单位为毫米

图４２　在水蒸气渗透性测试中用的瓶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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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４３　水蒸气渗透性测试装置示意图

６．６．２．４　硅胶干燥剂

硅胶干燥前要用２ｍｍ目径的筛子过筛除去小颗粒和灰尘，并在（１２５±５）℃通风的烘箱内刚刚干

燥至少１６ｈ，然后在密封容器内冷却至室温。

硅胶干燥时不能超过１３０℃的规定温度，以免影响硅胶的吸水性。烘箱内的空气流通不一定要用

扇子，但烘箱不宜密封；宜保持烘箱内外空气能持续对流。硅胶使用时不能比试样温度高。

６．６．２．５　天平

能精确到０．００１ｇ。

６．６．２．６　秒表

记录时间。

６．６．２．７　量具

能测量瓶颈的内直径，精确到０．１ｍｍ。

６．６．２．８　预折装置

包括下列各项：

上夹具，由一对平板组成。一个平板为梯形ＡＢＣＤ（见图４４）形状但在犇 点有２ｍｍ半径的尖圆

角，有一突出边犈犉放置折叠试样。另一平板应为ＥＧＨＣＦ形状。两块板应用螺钉固定在一起，如图４５

所示，使得试样一端夹在两板间。固定两平板的螺钉Ｋ也作挡块用，防止试样一端插入夹具后部太远。

在平板间靠近犃犅边缘有一个挡块防止两平板在犃犅 附近会合，因而确保它们在犉附近紧紧夹住试样。

电机应带动上夹具围绕水平轴往复运动。

在图４４ 所示位置 犈犉 边缘是水平的，并且末端 犉 是最高点。夹具向下转动 ２２．５°，以

（１００±５）次／ｍｉｎ速度返回。用计数器记录循环次数。

下夹具，固定并和上夹具在同一垂直面。它应由一对板组成，能用螺钉固定在一起夹住试样的另一

端。当上夹具转至犈犉处于水平位置时（图４４），则下夹具平板上边缘应在ＥＦ边缘下方２５ｍｍ处。

６．６．３　试样的制备

６．６．３．１　预折

切取７０ｍｍ×４５ｍｍ尺寸的试样。

开动电机至ＥＦ边水平。试样粒面朝内对折，按图４５ａ）所示夹入上夹具。试样一端靠着挡块，折叠

线顶住突出边缘。如图４５ｂ）所示将试样自由角向外、向下移动，使原本在夹具中朝内的面在它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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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外。将试样拉下，让未夹住的两个角合在一起；（如图４５ｃ）所示）将它们夹入下夹具，使两夹具间的对

折部分垂直，用不太大的力使试样正好拉紧。

开动机器，进行２００００次曲折。

关闭机器，从夹具中取出试样。

单位为毫米

图４４　上夹具

　　１———外面；

２———里面；

３———上夹具（见图４４）；

４———下夹具。

图４５　夹具中试样的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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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３．２　切取试样

以折痕聚集处为中心，切取３４ｍｍ直径的圆形试样。

６．６．４　测试步骤

在一个测试瓶内装入半瓶刚干燥过的冷硅胶。用螺旋盖将试样安装在瓶上，试样对着脚的一面朝

外。将测试瓶放在装置的支架上然后开动机器。

在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测量第二个测试瓶的瓶颈内直径犱（精确到０．１ｍｍ），计算平均直径，单位

为毫米。如果密封试样和瓶颈之间的连接处是必需的，加热第二个测试瓶，给瓶颈的扁平端表面涂一层

薄薄的蜡。

１６ｈ～２４ｈ后停止机器，取下第一个测试瓶。在第二个测试瓶内装入半瓶刚干燥过的的冷硅胶，立

即从第一个测试瓶上取下试样，放到第二个测试瓶上（同一面朝外）。如果瓶口涂了蜡，将瓶加温到

（５０±５）℃，再装入硅胶、安装试样。

尽快称量带有试样和硅胶的第二个测试瓶质量 犕１，同时记下时间。将测试瓶放入装置再开动

机器。

７ｈ～１６ｈ后停止机器，重新称量测试瓶质量犕２，精确到０．１ｇ，再次记下时间，精确到分钟。

６．６．５　计算和结果表示

按式（２）计算水蒸气渗透率犠３（单位为ｍｇ／（ｃｍ
２·ｈ））。

犠３ ＝
犕
犃狋
＝
犕

π狉
２狋

…………………………（２）

　　式中：

犕———犕２－犕１，单位为毫克（ｍｇ）；

犕１———装有试样和硅胶的瓶的初始质量，单位为毫克（ｍｇ）；

犕２———装有试样和硅胶的瓶的最终质量，单位为毫克（ｍｇ）；

犃———π狉
２，试样表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ｃｍ２）；

狉———试样表面半径，单位为厘米（ｃｍ）；

狋———第一次和第二次称量之间相距的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６．７　水蒸气吸收性的测定

６．７．１　原理

测试期间，不透水材料和试样一起固定在金属容器的开口上，容器内装有５０ｍＬ水。通过测试前

后试样的质量变化来确定水蒸气吸收率。

６．７．２　装置

６．７．２．１　容积１００犿犔的圆形金属容器和一个上环

不透水材料和试样夹在上环和容器之间（见图４６）。容器和环的内直径应为３．５ｃｍ，对应约１０ｃｍ２

的测试面积。上环应用三个带有蝶形螺母的铰接螺钉或通过其它合适的方法固定在容器上。

６．７．２．２　天平

能精确到０．００１ｇ。

６．７．２．３　秒表

记录时间。

６．７．３　试样的制备

切取直径４．３ｃｍ的试样。

６．７．４　测试步骤

在（２３±２）℃和相对湿度（５０±５）％的调节环境中进行测试。

称量调节过的试样并记录其质量犿１。在容器内装入５０ｍＬ水，将试样对着脚的一面朝下放在容

器上，不透水垫和上环放在试样上，旋紧螺母。应确保没有水溅到试样下方。８ｈ后取下试样，立即称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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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记录其质量犿２。

单位为毫米

　　１———顶部；

２———底部；

３———密封；

４———试样。

图４６　水蒸气吸收性的测定装置

６．７．５　计算和结果表示

按式（３）计算水蒸气吸收率。

犠１ ＝
犿２－犿１
犃

…………………………（３）

　　式中：

犠１———水蒸气吸收率，单位为毫克每平方厘米（ｍｇ／ｃｍ
２）；

犿１———试样初始质量，单位为毫克（ｍｇ）；

犿２———试样最终质量，单位为毫克（ｍｇ）；

犃———测试表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ｃｍ２）。

结果精确到０．１ｍｇ／ｃｍ
２。

６．８　水蒸气系数的测定

按式（４）计算水蒸气系数。

犠２ ＝８犺·犠３＋犠１ …………………………（４）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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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犠２———水蒸气系数，单位为毫克每平方厘米（ｍｇ／ｃｍ
２）；

犠３———水蒸气渗透率（见６．６．５），单位为毫克每平方厘米小时（ｍｇ／（ｃｍ
２·ｈ））；

犠１———水蒸气吸收率（见６．７．５），单位为毫克每平方厘米（ｍｇ／ｃｍ
２）。

结果精确到０．１ｍｇ／ｃｍ
２。

６．９　狆犎值的测定

按照ＱＢ／Ｔ２７２４方法测定皮革（鞋帮、衬里、鞋舌、内底或鞋垫）的ｐＨ值。

６．１０　鞋帮耐水解的测定

按照６．５．２．２方法在聚氨酯鞋帮上制备试样，将试样置于（７０±２）℃的饱和水蒸气环境中７ｄ，再在

（２３±２）℃环境中调节２４ｈ，然后按照６．５．２．３方法测试，连续屈挠１５００００次，取下试样，检查并记录

是否有裂纹。试样应包括任何辅助织物层。

６．１１　六价铬含量的测定

６．１１．１　原理

本方法提供皮革中六价铬的测定。

溶解的六价铬从ｐＨ７．５～８．０的样品和影响检测的物质中滤出，如果必要，通过固相萃取法移走影

响检测的物质。溶液中的六价铬将１，５二苯基碳酰二肼氧化为１，５二苯卡巴腙以提供红色／紫色含铬

的合成物，能在５４０ｎｍ处被光度计量化。

按照所述方法获得的结果严格取决于萃取条件。用其他萃取过程（萃取溶液、ｐＨ、萃取时间，等等）

获得的结果和本标准所述过程产生的结果是不可比的。

６．１１．２　化学试剂

所有使用的试剂应有至少分析级纯度。

６．１１．２．１　萃取溶液

２２．８ｇ磷酸氢二钾（Ｋ２ＨＰＯ４·３Ｈ２Ｏ）溶于１０００ｍＬ蒸馏水中，用磷酸（６．１１．２．３）调节ｐＨ值至

７．９～８．１。用氩气或氮气除去溶液中的氧。

６．１１．２．２　二苯基碳酰二肼溶液

１．０ｇ１，５二苯基碳酰二肼［ＣＯ（ＮＨＮＨＣ６Ｈ５）２］溶于１００ｍＬ丙酮中并用一滴冰醋酸使之成酸性。

溶液应保存在棕色玻璃瓶中。４℃时保存期为１４ｄ。

６．１１．２．３　磷酸溶液

７００ｍＬ磷酸，犱＝１．７１ｇ／ｍＬ，加蒸馏水到１０００ｍＬ。

６．１１．２．４　六价铬贮备溶液

２．８２９ｇ重铬酸钾（Ｋ２Ｃｒ２Ｏ７）（６．１１．２．８）溶于水并在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蒸馏水稀释到标线。

１ｍＬ此溶液含１ｍｇ铬。

６．１１．２．５　六价铬标准溶液

用移液管吸取１ｍＬ溶液（６．１１．２．４）到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并用蒸馏水稀释至标线。１ｍＬ此溶液

含１μｇ铬。

６．１１．２．６　氩气或氮气

除去氧气。

６．１１．２．７　蒸馏水

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要求。

６．１１．２．８　重铬酸钾（犓２犆狉２犗７）

于（１０２±２）℃干燥（１６±２）ｈ。

６．１１．２．９　活性碳粉末

吸附滤液中的干扰物质。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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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３　装置

６．１１．３．１　合适的机械振荡器

（５０～１５０）ｒ／ｍｉｎ。

６．１１．３．２　锥形烧瓶

２５０ｍＬ，带塞子。

６．１１．３．３　带玻璃电极的狆犎计

精确到０．１ｐＨ单位。

６．１１．３．４　０．４５μ犿孔径的薄膜滤器

配有通风管和流量计，薄膜由聚四氟乙烯（ＰＴＦＥ）或尼龙制成。

６．１１．３．５　容量瓶

容积２５ｍＬ，１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

６．１１．３．６　移液管

标称容积０．２ｍＬ，０．５ｍＬ，１．０ｍＬ，２．０ｍＬ，５．０ｍＬ，１０ｍＬ，２０ｍＬ和２５ｍＬ。

６．１１．３．７　分光光度计或滤色光度计

包含波长５４０ｎｍ。

６．１１．３．８　光度计的吸收池

石英，２ｃｍ长或任何其他合适的吸收池长度。

６．１１．４　步骤

６．１１．４．１　样品的制备

按照ＱＢ／Ｔ２７１６—２００５方法磨碎皮革。

６．１１．４．２　分析溶液的制备

称取（２±０．０１）ｇ皮革，精确到０．００１ｇ。移取１００ｍＬ脱气溶液（６．１１．２．１）到２５０ｍＬ锥形烧瓶中

并加入皮革，塞住烧瓶。通过在机械振荡器中摇晃（１８０±５）ｍｉｎ皮革粉末被萃取。振荡装置的安装应

使皮革粉末按稳定的圆周运动搅动而没有粘附到烧瓶壁。应避免太快的运动。

萃取３ｈ后检查溶液ｐＨ值。溶液ｐＨ值应在７．５～８．０之间。如果溶液ｐＨ值不在此范围内则应

重新取样并再次开始整个过程，如果ｐＨ值还达不到则应减少样品量。

萃取完成后立即将瓶中物通过薄膜滤器过滤。

６．１１．４．３　萃取过程获得的溶液中六价铬的测定

从６．１１．４．２获得的滤液中移取１０ｍＬ，加入不超过０．２ｇ的活性碳粉末，摇晃几秒后再用薄膜滤

器过滤，滤液搜集在２５ｍＬ容量瓶中。用萃取溶液（６．１１．２．１）补到容量瓶标线处。此溶液标记为Ｓ１。

移取１０ｍＬ溶液Ｓ１ 到２５ｍＬ容量瓶中。用萃取溶液（６．１１．２．１）稀释到容量瓶容积的３／４。加入

０．５ｍＬ二苯基碳酰二肼溶液（６．１１．２．２）然后加入０．５ｍＬ磷酸（６．１１．２．３），再用萃取溶液（６．１１．２．１）

补到容量瓶标线处并混合均匀。放置（１５±５）ｍｉｎ。在２ｃｍ吸收池中对比空白溶液（６．１１．４．４）于

５４０ｎｍ处测量溶液的吸光度。获得的记录为犈１。

再移取１０ｍＬ溶液Ｓ１ 到２５ｍＬ容量瓶中并按上述方法处理但没有加入二苯基碳酰二肼溶液

（６．１１．２．２）。如前所述同样测量该溶液的吸光度并记录为犈２。

６．１１．４．４　空白溶液

在２５ｍＬ容量瓶中装入３／４容积的萃取溶液（６．１１．２．１），加入０．５ｍＬ二苯基碳酰二肼溶液

（６．１１．２．２）和０．５ｍＬ磷酸（６．１１．２．３），再用萃取溶液（６．１１．２．１）补到标线处并混合均匀。该溶液应

储存在暗处。按分析溶液的处理方法同样地处理空白溶液。

６．１１．４．５　校准

用标准溶液（６．１１．２．５）制备校准溶液。这些溶液的铬浓度应覆盖预期的测量范围。在２５ｍＬ容

量瓶中制备校准溶液。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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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空白和六价铬标准溶液（６．１１．２．５）制备的至少４种浓度绘制适当的校准曲线。用移液管移取标

准溶液的指定容积到２５ｍＬ容量瓶中，每个瓶加入０．５ｍＬ二苯基碳酰二肼溶液（６．１１．２．２）和０．５ｍＬ

磷酸（６．１１．２．３）。用萃取溶液（６．１１．２．１）补到容量瓶标线处，混合均匀并放置（１５±５）ｍｉｎ。

在与样品相同的光度计吸收池中对比６．１１．４．４获得的空白溶液于５４０ｎｍ处测量溶液的吸光度。

用六价铬质量浓度（μｇ／ｍＬ）对应测量的吸光度作图。六价铬质量浓度为狓轴，吸光度为狔轴。

６．１１．５　回收率的测定

６．１１．５．１　基质的影响

回收率的测量对提供有关可能的基质影响的信息是重要的，这能影响结果。

６．１１．４．２中得到的１０ｍＬ滤液与适当体积的六价铬标准溶液一起配制使萃取的六价铬的含量大

约增加一倍（±２５％），配制的溶液不得超过１１ｍＬ。此溶液如样品一样地处理（见６．１１．４．３）。

溶液的吸光度应在校准曲线的范围内，否则用较少部分重复过程。回收率应大于８０％。

６．１１．５．２　活性炭的影响

与皮革六价铬含量相当的一定量溶液６．１１．２．５被移入１００ｍＬ 容量瓶中并用萃取溶液

（６．１１．２．１）加到标线处。

按照皮革萃取方法同样地处理该溶液。按照皮革萃取那样确定该溶液的含量并与计算的含量比

较。如果皮革样品中无六价铬检出，溶液的质量浓度应为６μｇ／１００ｍＬ。回收率应大于９０％。如果回

收率等于或低于９０％则活性炭材料不适合本步骤且必须被取代。

注１：如果额外的六价铬不能被检出，这可能表示皮革含有还原剂。在一些情形中，如果依照６．１１．５．２回收率比

９０％高，而且在深思熟虑后，这可能导致该皮革没有六价铬结论（在检出限下）。

注２：回收率是一个指示，指出操作过程或基质是否影响结果。通常回收率超过８０％。

６．１１．６　计算和结果表示

６．１１．６．１　六价铬含量按式（５）计算

犠Ｃ
ｒ
ＶＩ＝

（犈１－犈２）×犞０×犞１×犞２×１０
３

５０×犃１×犃２×犿×犉
…………………………（５）

　　式中：

犠Ｃ
ｒ
ＶＩ———皮革中溶解的六价铬，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ｋｇ）；

犈１———含有ＤＰＣ样品溶液的吸光度；

犈２———没有ＤＰＣ样品溶液的吸光度；

犉———校准曲线的斜率（狔／狓）单位为毫升每微克（ｍＬ／μｇ）；

犃１———从皮革萃取液取走的部分，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皮革的初始质量，单位为克（ｇ）；

犞０———萃取溶液容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１———犃１ 部分被加入的容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犃２———从溶液Ｓ１ 取得的部分，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２———来自Ｓ１ 部分被加入的容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６．１１．６．２　回收率（依据６．１１．５．１）按式（６）计算。

犚犘 ＝ ［（犈３－犈１）×１００］／（犿２×犉） …………………………（６）

　　式中：

犚犘———回收率，单位为％；

犿２———额外的六价铬，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犉———校准曲线的斜率，单位为毫升每微克（ｍＬ／μｇ）；

犈３———加入六价铬后的吸光度；

犈１———加入六价铬前的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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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６．３　结果表示

如果六价铬的含量低于１０ｍｇ／ｋｇ，依据完成的分析，六价铬未发现。

如果六价铬的含量等于或高于１０ｍｇ／ｋｇ，分析结果意味着提交的皮革含六价铬。然后给出六价络

含量（单位为ｍｇ／ｋｇ），精确到０．１ｍｇ。

记录低于８０％或高于１０５％时的回收率，及来自过程的任何偏离的细节。

６．１２　衬里和鞋垫耐磨性的测定

６．１２．１　原理

在已知压力下，圆形试样以相互垂直的两个简谐运动合成的李萨如（Ｌｉｓｓａｊｏｕｓ）图形方式在标准磨

料上进行循环平面运动。以试样在规定的循环次数内不应产生任何破洞来评估耐磨性。

６．１２．２　装置

６．１２．２．１　磨擦机

符合下列要求：

———每个外轴的转速：（４７．５±５）ｒ／ｍｉｎ；

———外轴与内轴的传动比：３２∶３０；

———李萨如（Ｌｉｓｓａｊｏｕｓ）图形尺寸：（６０±１）ｍｍ；

———李萨如（Ｌｉｓｓａｊｏｕｓ）图形的对称性：曲线应平行并且均匀间隔；

———试样架嵌入件的表面直径：（２８．６５±０．２５）ｍｍ；

———试样架、圆轴、砝码的总质量：（７９５±７）ｇ；

———板和磨擦台的平行度：±０．０５ｍｍ；

———圆周平行度：±０．０５ｍｍ；

———磨擦座的直径为：（１２５±５）ｍｍ。

试样架和磨擦台应为平面并且整个表面都是平行的。驱动磨擦机的电机应与一个计数器及开关相

连，以显示外轴的转数并且当计数器达到预置次数后，机器应停止。

６．１２．２．２　标准磨料

交错精纺的平纹织物，符合表９要求。

标准磨料应装在磨擦台的毡上，毡应是单位面积质量为（７５０±５０）ｇ／ｍ
２、厚（３±０．５）ｍｍ的纺织

毛毡。

注：毛毡两面都损坏、或弄脏、或已完成约１００ｈ测试时，需换新的。

表９　标准磨料

指　　标 经　　纱 纬　　纱

纱线密度 Ｒ６３ｔｅｘ／２ Ｒ７４ｔｅｘ／２

每厘米纱数 １７ １２

单捻，每米转数 ５４０±２０‘Ｚ’ ５００±２０‘Ｚ’

双捻，每米转数 ４５０±２０‘Ｓ’ ３５０±２０‘Ｓ’

纤维直径／μｍ ２７．５±２．０ ２９．０±２．０

织物的单位面积质量，最小值／（ｇ／ｍ
２） １９５

含油量／％ ０．９±０．２

６．１２．２．３　背垫

用于单位面积质量小于５００ｇ／ｍ
２ 的试样，由厚（３±１）ｍｍ、密度（３０±１）ｋｇ／ｍ

３、压痕硬度（５．８±

０．８）ｋＰａ的海绵（ｐｏｌｔｅｔｈｅｒ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ｆｏａｍ）构成，切成与试样相同大小。每次测试时背垫都应更新。

６．１２．２．４　织物冲压机或压切机

用于制备装入支架的试样，直径３８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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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２．５　砝码

质量（２．５±０．５）ｋｇ、直径（１２０±１０）ｍｍ。

６．１２．２．６　天平

能精确称量到０．００１ｇ。

６．１２．３　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应为（２３±２）℃和（５０±５）％ 的相对湿度。

６．１２．４　试样和材料的制备

用织物冲压机（６．１２．２．４）从衬里上切下四个圆形试样，两个用于干式测试、两个用于湿式测试。将

试样和材料暴露在标准测试环境中至少２４ｈ。

６．１２．５　步骤

６．１２．５．１　一般要求

检查顶板和磨擦台是否平行。通过圆轴轴承插入一个千分表并用手转动传动轴来移动顶板。千分

表指针应在磨擦台的整个表面上方±０．０５ｍｍ范围内移动。如果磨擦机的试样架和砝码用圆轴连接，

对每个空试样架进行组装并将它们放在磨擦台的适当位置上然后插入圆轴。用测隙规检查试样架嵌入

件表面和磨擦台之间是否有空隙。空隙不应大于０．０５ｍｍ。左右摇晃圆轴，再用测隙规检查。为避免

损坏磨擦台和金属嵌入件，在金属嵌入件和未覆盖的磨擦台接触时，不可开动机器。

６．１２．５．２　安装试样

取下一个试样架的外环及金属嵌入件，将试样插入外环中心使被磨擦面通过环孔显现。

对于单位面积质量小于５００ｇ／ｍ
２ 的试样，插入一个和试样直径相同的海绵圆片（６．１２．２．３）。每次

测试应用新背垫。小心地将金属嵌入件放入外环，使其凸起表面紧邻试样。在背垫上通过转动螺钉来

组装试样架，同时在一个坚硬的平面上紧紧按压试样表面以防起皱。检查确实没有皱纹产生，对余下试

样重复此安装过程。

６．１２．５．３　湿式测试的磨料和衬垫的制备

按以下方法之一完全弄湿织物磨料和毛毡衬垫

ａ）　浸泡至少１２ｈ；

ｂ）　在水中充分搅拌；

ｃ）　用高压喷水器喷湿。

排除多余水分，按６．１２．５．４方法安装。

磨擦到６４００次时，用３０ｍＬ水泼浇磨料和毛毡同时用指尖轻轻刮擦以便再次弄湿。将砝码

（６．１２．２．５）放在织物上停留几秒钟，压出多余水分。

６．１２．５．４　安装磨料

每个磨擦台上安装一块新的标准磨料（６．１２．２．２），磨料下面放一块相同尺寸的毛毡。在磨料表面

放上砝码（６．１２．２．５）压平标准磨料，然后放置固定框并均匀地绷紧。确信标准磨料被牢固定位，没有任

何褶皱。

６．１２．５．５　安装试样架

在磨擦机上安装试样架。每次拆下支架检查试样后，重新安装前都要再次拉紧试样架。如果测试

期间发生起球，不应中断。

６．１２．６　评价方法

持续进行测试直到试样上出现破洞或者干式测试完成２５６００次（湿式测试１２８００次）来回磨擦。

如果织物有绒面，只需考查底层织物上的洞。用肉眼进行评价。

６．１３　鞋帮透水性和吸水性的测定

６．１３．１　原理

材料被部分浸入水中并模拟穿着状态在机器上屈挠。进行以下测量：

ａ）　测试开始６０ｍｉｎ后，由于吸水导致试样质量增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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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测试６０ｍｉｎ后穿过试样的水的质量。

６．１３．２　装置

６．１３．２．１　测试装置组成

６．１３．２．１．１　两个圆筒

直径３０ｍｍ，用不导电的刚性材料制成，安装时轴线保持水平且同轴。一个圆筒应固定，另一个可

以沿轴线方向移动。

６．１３．２．１．２　电机

用速度为５０周期／ｍｉｎ的曲柄运动驱动活动圆筒沿轴线前后移动。当活动圆筒与固定圆筒的距离

达到最大时，两个圆筒相邻面的距离应为４０ｍｍ。

６．１３．２．１．３　槽

装有蒸馏水，用以浸泡试样的一部分。

６．１３．２．１．４　金属板

用弹簧支撑，停放在吸水布卷上，施加１Ｎ～２Ｎ载荷力。

６．１３．２．２　环形夹具

围绕圆筒的相邻端夹住试样的长边，使试样形成一个两端被圆筒封闭的槽。

６．１３．２．３　吸水布

用于吸收渗透到试样内的水。当材料是新的时，吸水性不是最佳，因此第一次使用前应清洗。

注：合适的吸水布由质量密度约３００ｇ／ｍ
２、尺寸约１２０ｍｍ×４０ｍｍ的矩形棉毛巾布类纺织物组成。

６．１３．２．４　天平

精确到０．００１ｇ。

６．１３．２．５　计时器

能测量到１ｍｉｎ。

６．１３．３　试样的制备

从鞋帮上取下７５ｍｍ×６０ｍｍ的矩形试样。在试样外表面放上１８０号砂纸，再在砂纸上放一个硬

板并在其上加１０Ｎ载荷，来回移动砂纸１０次，每次１００ｍｍ。

吸水布使用前按条款４的规定进行调节。

６．１３．４　步骤

调节装置使试样压缩７．５％。

称取试样，精确到０．００１ｇ，记录质量犿１。

安装试样在装置中，使试样外表面与水接触，要求如下：

使两圆筒之间距离最大，围绕圆筒相邻两端包裹试样，使之形成一个槽，由试样短边形成的槽的上

边缘是水平的且在同一平面上。为消除褶皱，在每个圆筒上用环形夹具夹住试样，使试样在圆筒间保持

微小张力，试样在每个圆筒上重叠的长度几乎相同（约１０ｍｍ）。两环形夹具的内边缘应尽可能位于圆

筒相邻端的平面上，这样槽的长度与圆筒间试样的自由长度相同。

称量吸水布（６．１３．２．３），记录其质量犘１，将布卷成一个４０ｍｍ长的圆筒，立即放到试样槽内。将

板（６．１３．２．１．４）搁在布上。

增加槽内水位至圆筒顶部下方１０ｍｍ处。开动电机，６０ｍｉｎ后停止电机。拿走金属板，取出吸水

布并擦干槽内任何多余水分。重新称量布，记录质量为犘２。

从圆筒上取下试样，吸干附着的水分并重新称量，记录质量为犿２。

６．１３．５　计算和结果表示

６．１３．５．１　透水性

按式（７）计算透水量犠Ｐ，单位为ｇ。

犠Ｐ＝犘２－犘１ …………………………（７）

　　式中：

犘１———吸水布初始质量，单位为克（ｇ）；

犘２———吸水布最终质量，单位为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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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式（８）计算吸水率犠ａ。

犠ａ＝
犿２－犿１
犿１

×１００ …………………………（８）

　　式中：

犿１———试样初始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试样最终质量，单位为克（ｇ）。

６．１４　鞋帮抗切割性的测定

注：本测试不能用于由非常硬的材料如锁子甲制成的部件上。

６．１４．１　原理

样品被一计数旋转的圆刀片切割，刀片在规定负荷下往复运动。

６．１４．２　装置

装置（见图４７、图４８）组成：

单位为毫米

　　 １———电机和电子检测箱；

２———轮和转动杆；

３———滑动系统；

４———杆；

５———试样装置；

６———圆刀片；

７———齿条；

８———支撑板；

９———计数器；

１０———试样；

１１———绝缘支架；

１２———导电橡胶；

１３———铝箔；

１４———滤纸；

１５———上部；

ａ———刀片的往复运动。

图４７　鞋帮抗切割性的测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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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一个圆形旋转刀片水平往复运动的测试台。水平运动长５０ｍｍ并且刀片旋转方向与其滚动

方向完全相反。发生的刀片最大正弦切割速度为最大１０ｃｍ／ｓ；

ｂ）　加在刀片的质量块产生（５±０．０５）Ｎ的压力；

ｃ）　圆刀片直径（４５±０．５）ｍｍ，厚（３±０．３）ｍｍ，总切割角３０°～３５°（见图４８）。刀片应为（７４０～

８００）ＨＶ硬度的钨钢。

ｄ）　放置试样的导电橡胶［（８０±３）ＩＨＲＤ］的支撑架；

ｅ）　图４７所示试样夹持框；

ｆ）　检测穿透时刻的自动装置系统；

ｇ）　周数计数器校准到０．１周。

单位为毫米

图４８　圆刀片规格

６．１４．３　试样的制备

取三只样品，然后从每个样品的防护区域切取两片试样。试样尺寸为１００ｍｍ×８０ｍｍ。

６．１４．４　比对试样

比对试样的尺寸与测试试样一样。比对试样为棉帆布，其要求如下：

织物经向和纬向：从开口端纤维纺成的棉纱

经纱线密度：１６１ｔｅｘ

复纱（双股）：ｓ捻２８０ｔ／ｍ

单纱（单股）：ｚ捻５００ｔ／ｍ

纬纱线密度：与经纱同

经纱：１８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ｍ

纬纱：１１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ｍ

经缩：２９％

纬缩：４％

经向拉伸强力：１４００Ｎ

纬向拉伸强力：１０００Ｎ

单位面积质量：５４０ｇ／ｍ
２

厚度：１．２ｍｍ

对着经向斜裁比对试样。关于棉帆布的其他规范参见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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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４．５　测试步骤

在橡胶垫上放一块约０．０１ｍｍ厚的铝箔，其上覆盖一块（６５±５）ｇ／ｍ
２ 且小于０．１ｍｍ厚的滤纸

板。该板的目的是为了在测试中固定试样并避免无法预料的穿透检测应归于某些纤维中钢纱或归于薄

针织物的缝隙。在夹持框中比对试样应不受张力放在铝箔上。

夹持框放在台子上。手臂控制刀片下降至比对样品上。

试验前如下所述检查刀片的锋利程度：在比对试样上穿透，记录周数（犆）。如果预期的性能级别小

于３，则周数应在１和４之间，如果预期的性能级别等于或大于３，则在１和２之间。如果周数少于１，应

通过在三层比对织物上或任何防割材料上的切割移动来减少刀片的锋利程度。

试样经受相同的测试，记录周数（犜）。

按照下列顺序在每个试样上进行一次测试：

１）　在比对试样上测试，记录刀片运转周数犆１；

２）　在试样上测试；

３）　在比对试样上测试，记录刀片运转周数犆２。

６．１４．６　测试结果的计算

按式（９）计算防割指数犐。

犐＝
犆１＋犆２
２

…………………………（９）

　　结果取最低值。

７　内底和鞋垫的测试方法

７．１　内底厚度的测定

在花纹区域切开鞋底，再用分度值为０．１ｍｍ的目镜测量内底厚度。

７．２　内底和鞋垫的吸水性和水解吸性的测定

７．２．１　原理

试样放置在一湿底板上，在给定压力下经受反复弯曲（如同步行时鞋内底的样子）。测定测试结束

时的吸水性和随后测试的水解吸性。

７．２．２　装置（见图４９）

７．２．２．１　黄铜滚筒（犃）

直径（１２０＋１）ｍｍ、宽（５０＋１）ｍｍ，放置于试样（Ｂ）上。

７．２．２．２　平台（犆）

有粗糙的上表面和足够的孔让表面被流经平台的水流过而保持湿润。平台的上表面（Ｃ）铺一条由

单位质量为（６０．５±２）ｇ／ｍ
２ 的５０％棉和５０％聚酰胺组成的棉纱布。

７．２．２．３　夹具（犇）

在平台（Ｄ）上的一个水平位置中夹住试样的一短边。

７．２．２．４　夹具（犈）

将试样另一短边贴在滚筒上同时该边与滚筒轴线平行。夹具被一弱弹簧控制使试样保持在微小张

力下。

７．２．２．５　供水系统

流经平台（Ｃ）且能排走多余水。

７．２．２．６　滚筒轴线移动方法

沿狓狓轴来回运动和（２０±１）次／ｍｉｎ频率下围绕试样中点正上方的一个点的（５０±２）ｍｍ的振幅。

轴的运动导致滚筒沿试样来回运动，升起一端而且弯曲它使之符合滚筒的形状。

７．２．２．７　挤压平台的装置

试样和滚筒一起加上（８０±５）Ｎ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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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８　冲刀

切取尺寸（１１０±１１）ｍｍ×（４０±１）ｍｍ的试样。

７．２．２．９　天平

精确到０．００１ｇ。

７．２．２．１０　计时器

精确到１ｓ。

７．２．２．１１　硅脂，或合适的粘合剂

　　Ａ———黄铜滚筒；

Ｂ———试样；

Ｃ———平台；

Ｄ———平台上的夹具；

Ｅ———黄铜滚筒上的夹具；

Ｆ———供水系统；

Ｇ———挤压平台的装置。

图４９　测试装置示意图

７．２．３　取样和调节

对于成鞋样品，试样宜沿纵向取自内底的前部。对于材料片，试样从两个主要方向取下，一个与另

一个成９０°。试样应为（１１０±１１）ｍｍ×（４０±１）ｍｍ。

在试样的边缘涂少许硅脂或合适的粘合剂用以防止水从侧边进入。

７．２．４　步骤

称量试样，精确到０．００１ｇ，记录为犿０。

放置棉纱布在平板上（Ｃ）。将试样放在装置上，与脚接触的试样表面和覆盖棉纱布的平台接触。

把狭窄端附在平台和滚筒上，并施加（８０±５）Ｎ的力。

打开阀让水流出同时调节平台上水流为（７．５±２．５）ｍＬ／ｍｉｎ。

开动机器，记录时间。测试进行４ｈ，在停止机器前１ｍｉｎ停止水供应。如果能证明材料被浸透则

能减少测试时间。

注：每隔１５ｍｉｎ获得的两个测量值之差不超过２０ｍｇ时，即表明材料被浸透。

取下试样并称量，精确到０．００１ｇ，记录为犿Ｆ。

悬挂在一个可控的环境中再调节（见第４章）２４ｈ，然后再称量试样，精确到０．００１ｇ，记录为犿Ｒ。

７．２．５　结果表示

７．２．５．１　吸水性

用式（１０）计算吸水性犠Ａ，单位用毫克每平方厘米（ｍｇ／ｃｍ
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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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Ａ ＝
犿Ｆ－犿０
犃

…………………………（１０）

　　式中：

犿０———是试样的初始质量，单位为毫克（ｍｇ）；

犿Ｆ———试样的最终质量，单位为毫克（ｍｇ）；

犃———试样的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ｃｍ２）。

结果精确到１ｍｇ／ｃｍ
２。

７．２．５．２　水解吸性

用式（１１）计算水解吸性犠Ｄ。

犠Ｄ ＝
犿Ｆ－犿Ｒ
犿Ｆ－犿０

×１００ …………………………（１１）

　　式中：

犿０———是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Ｆ———是试样的最终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Ｒ———是再调节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结果精确到１％。

７．３　内底耐磨性的测定

７．３．１　原理

在给定压力下，覆盖磨擦织物的湿的白色羊毛毡以一定数量的来回运动周期磨擦试样，测试在经过

调节的内底材料上进行，目测评估磨损情况。

７．３．２　装置

７．３．２．１　测试设备

由下列特征组成：

ａ）　测试架：有一个水平的、完全平坦的金属平台，一个固定试样的支架使试样８０ｍｍ暴露在外并

有使试样在磨擦方向保持轻微张力的装置；

ｂ）　抓手：质量为５００ｇ，可以拆卸且能牢固安装，带有一个１５ｍｍ×１５ｍｍ的底座、一个将毛毡垫

（７．３．２．２）附于底座的装置、一个附加的５００ｇ重物块以及一个满负载（总质量１ｋｇ）时引导抓

手在试样上保持平直的装置；

ｃ）　驱动测试架以３５ｍｍ的振幅和（４０±２）次／ｍｉｎ的频率往复运动的装置。

７．３．２．２　羊毛垫

１５ｍｍ×１５ｍｍ的白色羊毛毡，从一张白色纯羊毛毡上冲压而得，厚（５．５±０．５）ｍｍ，有下述规范：

ａ）　单位面积质量（１７５０±１００）ｇ／ｍ
２；

ｂ）　平均吸水（１．０±０．１）ｍＬ；

ｃ）　将５ｇ研碎毛毡放入１００ｍＬ蒸馏水中振荡２ｈ，由此制备的萃取液ｐＨ值应为５．５～７．０。

７．３．２．３　磨擦织物

从表９规定的织物上切取，尺寸足以覆盖毛毡并使之加在抓手上。

７．３．３　试样的制备

切取最小尺寸１２０ｍｍ×２０ｍｍ的矩形试样。

７．３．４　磨料垫的制备

羊毛垫（７．３．２．２）和磨擦织物（７．３．２．３）在（２３±２）℃、相对湿度（５０±５）％的环境中调节４８ｈ，然

后称量羊毛垫。

对于每个试样，放入四块羊毛垫和四个矩形磨擦织物于蒸馏水中，加热至沸腾再小火沸腾至它们下

沉，然后倒出热水，加入冷蒸馏水，直至羊毛垫和磨料织物温度降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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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从水中取出每个垫和磨擦织物，沿烧杯边缘挤干或擦干，使它不再滴水。使用前，垫浸水时

间不允许超过２４ｈ。

通过称量，确定垫和磨擦织物的吸水量合起来是（１．０±０．１）ｍＬ。

７．３．５　步骤

将试样紧固在仪器上，施加轻微的张力使之平整。

在抓手上装入一块湿羊毛垫，用一个矩形湿磨擦织物覆盖并固定在抓手上，如用橡皮圈或圆环，避

免任何折痕在羊毛垫表面上的织物中。距试样边缘５ｍｍ处安放抓手。将附加的５００ｇ重物块安在抓

手上。

磨擦１００次来回，抬起抓手，检查测试区域的磨擦损坏。用新的羊毛垫和磨擦织物替换，再磨擦

１００个来回。

每１００次来回更换羊毛垫和磨擦织物，当试样产生中度磨擦损坏，或４００次来回后，无论哪个首先

发生，则停止测试。

７．３．６　结果表示

目测检查试样被磨擦表面，评价磨擦损坏。

８　外底的测试方法

８．１　外底厚度的测定

８．１．１　花纹区域符合性的确定

除保护包头卷边下方区域外，经由目测检查和记录，如图５０所示的阴影应有向侧边开口的花纹。

８．１．２　外底厚度

在对应图５０的阴影区域的踏地处切开鞋底后，用０．１ｍｍ刻度的合适仪器测量厚度犱１，或花纹高

度犱２，如图５１ａ）或ｂ），图５２或图５３所示。如果鞋底有一个洞，测量犱１ 时应忽略。对于全橡胶和全聚

合材料鞋，进行一个附加测量犱３，如图５３所示。

图５０　花纹区域

图５１　直接注压、硫化和胶粘的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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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　多层外底

图５３　全橡胶和全聚合材料鞋

８．２　外底撕裂强度的测定

按照ＧＢ／Ｔ５２９方法Ａ测定非皮革外底的撕裂强度。

如果可能，试样应在鞋腰区域对着纵向轴线横向切取。

８．３　外底耐磨性的测定

按照ＧＢ／Ｔ９８６７方法（在４０ｍ磨损行程中有一个１０Ｎ的垂直作用力）测定。试样可取自鞋底的

任何地方。

８．４　外底耐折性的测定

８．４．１　刚性测试

８．４．１．１　装置

见８．５．１。

８．４．１．１．１　光滑的金属铰接板

装在一个硬基座上。

８．４．１．１．２　夹持装置

对着硬基座固定被测试鞋的前部。

８．４．１．１．３　传感器

能测量０Ｎ～５０Ｎ范围内的力，误差为±１％，装在铰接板上，距铰链３１５ｍｍ。

８．４．１．２　试样的制备

用整只鞋作为试样。宜选择中号范围，通常是２６５号。

按照５．４．１．２描述的方法标记鞋的纵向轴线。在狓处与鞋头距离狓狔三分之一的地方通过纵向轴

线画出与纵向轴线成９０°的规定的耐折线。此耐折线为犃犆（图５４）。

８．４．１．３　测试步骤

用一固体块（对应楦的前部）将鞋的前部夹在硬基座上，耐折线犃犆与底板（８．４．１．１．１）的铰链轴线

在一起，见图５４。块的后边缘应在耐折线前１０ｍｍ处（见图５５所示犃犆）。

注：当鞋的前部被固定时后跟将可能不接触板。

在距离铰链中心３１５ｍｍ处对铰接安装的平面施加（３０±０．５）Ｎ力，测量耐折角α（见图５６）。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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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１０）ｍｍ／ｍｉｎ的速度逐渐增加力到３０Ｎ。为有利于测试，可在后跟下方加润滑剂。

图５４　鞋底耐折线的位置

　　１———耐折线。

图５５　测试机构上鞋的位置

单位为毫米

　　１———耐折角α。

图５６　耐折角

８．４．１．４　选择标准

在施力期间与水平方向所成的角度低于４５°的鞋不进行８．４．２描述的耐折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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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２　耐折测试

８．４．２．１　装置

８．４．２．１．１　测试装置

如图５７所示。试样应被引导，一侧能围绕一个半径１５ｍｍ的圆轴弯折到９０°。

８．４．２．１．２　割口刀

如图５８所示。

８．４．２．１．３　测量放大镜

测量精度为０．１ｍｍ。

８．４．２．２　试样的制备

取带有内底、除去鞋帮的鞋底部作为试样。按照８．４．１．２确定耐折线。找出线犃犆的中点，然后确

定尽可能接近线犃犆中点的两邻近花纹，在这些花纹间标记鞋底的中间点（见图５９）。

８．４．２．３　步骤

确保测试装置在中间弯折位置（见图５７）再夹持试样，使耐折线犃犆与中轴平行同时被标记的切割

位置８．４．２．２在中轴的正上方。操作机器直到试样在最大弯折、延长或伸展状态。平行于耐折线犃犆

用割口刀的刀刃在８．４．２．２的标记点上做一个单一割口。割口刀应穿过外底的全部厚度并进入到内底

或同等层之内。如果有几种材料构成鞋底，应做另外的割口，但是割口必须避开在鞋底边缘１５ｍｍ的

区域内。

用测量放大镜（８．４．２．１．３）测量试样表面割口的初始长度。

从最大弯折、延长或伸展状态开始进行３００００个周期，在（１３５～１５０）次／ｍｉｎ的恒定速率下试样经

受最大变形。３００００个周期后，用测量放大镜（８．４．２．１．３）测量试样表面割口的最终长度。

割口增长为最终割口长度与初始割口长度之差。

单位为毫米

　　１———最大弯折状态的试样；

２———零弯折状态的试样；

３———固定轴承；

４———活动轴承。

图５７　外底耐折测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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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从锥形部分至顶点的刀两边的直角刃口；

２———刃口。

图５８　割口刀

　　１———割口刀；

２———试样；

３———测试机器的圆轴；

４———平行于最大应力线的单一割口；

５———最大应力（变形）犃犆线；

６———花纹；

７———纵向轴线狓狔。

图５９　鞋底切口

８．５　外底耐水解的测定

８．５．１　装置

８．５．１．１　屈挠机

有一个屈挠机械装置如图６０所示。

将试样Ａ插入屈挠臂Ｂ的一端直至挡板，用夹具Ｃ夹紧，夹具Ｃ中试样长度ＪＫ为（５０±５）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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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挠时，未被夹持的试样另一端在辊轴Ｄ、Ｅ和Ｆ的内部、外部及中间运动。绕圆轴 Ｈ 的屈挠半径为

（５．０±０．３）ｍｍ。

通过Ｇ点与圆轴相切的垂直切线与夹具Ｃ的邻边Ｊ的平面距离为（１１．０±１．５）ｍｍ。当试样处于

非屈挠状态时，割口刀在试样上预割口的位置应在圆轴Ｈ边缘的垂直正上方，即图６０的Ｇ点。割口与

圆轴边缘重合的公差为±０．５ｍｍ。

辊轴Ｅ、Ｆ及圆轴Ｈ的顶部在同一水平面上，辊轴Ｄ在辊轴Ｅ的垂直上方。除此之外，辊轴Ｄ、Ｅ

和Ｆ的尺寸和位置并不严格限制。辊轴Ｄ和Ｅ的适宜直径为２５ｍｍ，而辊轴Ｆ的适宜直径为１０ｍｍ

或１５ｍｍ。辊轴Ｄ和Ｅ的中心与圆轴 Ｈ的曲率中心之间在同一平面上的适宜距离为３０ｍｍ，辊轴Ｄ

和Ｅ的中心与辊轴Ｆ的中心之间在同一平面内的适宜距离为２５ｍｍ或３０ｍｍ。辊轴Ｄ的垂直位置是

可调的，使辊轴Ｄ与Ｅ的间隙能容纳不同厚度的试样。一个锁定机构确保测试期间辊轴Ｄ与Ｅ的间隙

不变。

辊轴Ｆ有两个可调套环Ｌ，其目的是保持试样未夹持端的位置，使试样与屈挠圆轴在同一平面上成

直角，并在屈挠期间保持该位置。每个套环的内、外直径之差约１０ｍｍ。

屈挠频率应为（１．０±０．１）Ｈｚ。

８．５．１．２　低温箱

能将屈挠机械装置装在箱体内，并保证箱内测试温度维持在（－５±２）℃，屈挠驱动电机应在箱

体外。

８．５．１．３　割口刀

在试样上割出初始切口，如图５９所示。割口刀刃长２ｍｍ，但通常在材料上割口长度可能稍有差

别。将割口刀装在切割夹具上比较容易保证割口在正确的位置。

８．５．２　目镜

测量割口长度，精确到０．１ｍｍ。

８．５．３　试样的制备

沿鞋底长度方向切下宽２５ｍｍ、长１５０ｍｍ的试样，除去任何花纹，小心打磨试样两边使厚度减至

（５．０±０．２）ｍｍ。将试样置于温度为（７０±２）℃的饱和水蒸气环境中７天，再在温度为（２３±２）℃的环

境中调节２４ｈ。

在离试样一端约６０ｍｍ处的外表面上刺透试样，使割口长度对称地跨在试样的中心线上。割口刀

应直接穿透试样并在试样另一面伸出１５ｍｍ。割口刀柄上可安装一个可调的套环，以控制割口刀的穿

透距离。

产品完成后至少过７ｄ才能进行测试。

８．５．４　测试步骤

低温箱内温度调至（－５±２）℃。检查机器的屈挠速率，确保机器以正确的速率运转。

将试样绕直径１５ｍｍ的圆轴弯曲４５°，用目镜测量并记录试样割口长度，精确到０．１ｍｍ。

用手转动屈挠机的驱动轮直至屈挠臂Ｂ呈水平。松开固定机器顶框的滚花旋钮，将辊轴Ｄ升至最

上位置。松开夹具板Ｃ，从机器的后部（设屈挠臂Ｂ位于前部）将试样外表面朝上插入，使试样在辊轴

Ｄ、Ｅ间穿过，然后穿过夹具Ｃ和屈挠臂Ｂ及紧靠Ｂ的端部挡板。辊轴Ｆ和屈挠臂Ｂ均有凹槽，有助于

条状试样的定位。夹具Ｃ应夹持两个试样，紧固螺钉的两个侧面各自固定一个试样到屈挠臂Ｂ上。检

查每个试样的割口是否在圆轴Ｇ边缘的垂直上方，然后旋紧夹具Ｃ，确保Ｃ与屈挠臂的边缘平行。当

仅有一个试样装在特殊夹具里时，该夹具另一边的凹槽里应放一个同样的材料，使夹具旋紧时其表面与

屈挠表面保持平行。将辊轴Ｄ下移，使之刚好接触试样，但不压紧试样。用蝶形螺母锁住辊轴Ｄ，该螺

母在同一个螺杆上靠着机器框架。

试样装好后应立即开始屈挠测试。连续屈挠１５００００次后，取出试样，将试样绕直径１５ｍｍ的圆

轴弯曲４５°，用目镜测量并记录试样割口长度，精确到０．１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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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试样、屈挠臂及辊轴的侧面图

ｂ）试样、屈挠臂及辊轴的平面图

　　１———辊轴Ｄ的调整及锁定机构（加上支承该机构的架）；

２———全屈挠位置时的屈挠臂Ｂ和试样Ａ（夹具Ｃ省略）。

Ａ———试样；

Ｂ———屈挠臂；

Ｃ———试样夹具；

Ｄ———可调上辊轴；

Ｅ———较低位置的辊轴；

Ｆ———后部辊轴；

Ｇ———切口刀插入试样处；

Ｈ———试样被弯曲的圆轴；

Ｊ———接近切口Ｇ的夹具Ｃ与圆轴 Ｈ的边缘；

Ｋ———试样末端位置；

Ｌ———辊轴Ｆ上保持试样位置的套环。

图６０　屈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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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５　结果表示

以测试前后割口的增长量表示测试结果，精确到０．１ｍｍ。

８．６　耐油性的测定

８．６．１　一般方法

８．６．１．１　试液

２，２，４三甲基戊烷（异辛烷），通用试剂。

８．６．１．２　试样的制备

从外底切取直径（１６±１）ｍｍ、厚（４±０．５）ｍｍ的两个圆柱形试样，同时测试两试样。

对于多层鞋底，如果不能从紧密层取得４ｍｍ厚的试样，可以在切下的试样中附带一部分扩展层。

８．６．１．３　测试步骤

按照ＧＢ１６９０方法检测。

在（２３±２）℃的温度下，依次称量每个试样在空气和蒸馏水中的质量，记录为犿１ 和犿２。在蒸馏水

中称量时应注意排除试样表面上的气泡。如果试样密度低于１ｇ／ｃｍ
３，则必须用坠子确保试样完全浸

没在水中，并单独称量坠子在蒸馏水中的质量犿５。用滤纸或不掉绒的布将试样弄干。

在（２３±２）℃的温度下，将试样放入装有试液（８．６．１．１）的容器中。试样应完全浸没于试液中，如果

试样密度低于试液密度，应设法使试样完全处于液面之下。容器应密封、避光。（２２±０．２５）ｈ后，取出

试样，擦干残留在试样上的试液，立即称量试样在空气和水中的质量，记录为犿３ 和犿４。

８．６．１．４　计算和结果表示

按式（１２）计算体积变化Δ犞。

Δ犞 ＝
（犿３－犿４＋犿５）－（犿１－犿２＋犿５）

犿１－犿２＋犿５
×１００％ ……………………（１２）

　　式中：

犿１———试样在空气中的初始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试样在水中的初始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３———浸泡后试样在空气中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４———浸泡后试样在水中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５———坠子在蒸馏水中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如果体积收缩超过０．５％，或者按ＧＢ／Ｔ２４１１方法测定的硬度增加超过１０个邵尔Ａ单位，则应按

８．６．２．２和８．６．２．３进一步测试。

８．６．２　外底材料收缩或变硬的方法

８．６．２．１　试液

同８．６．１．１。

８．６．２．２　试样的制备

从鞋的外底取下名义宽度２５ｍｍ和名义长度１５０ｍｍ试样一个。通过打磨或抛光使全部厚度减

到（３±０．２）ｍｍ。

８．６．２．３　测试步骤

在（２３±２）℃的温度下，将试样浸没在试液（８．６．１．１）中（２２±０．２５）ｈ。

用吸水纸除去多余试液，按照８．５．３方法割口，再按照８．５．４方法连续屈挠１５００００次，测定割口

增长。

８．７　耐热接触性的测定

８．７．１　装置

装置的一般结构见图６１。

须注意测试过程中，某些鞋底可能释放对人体有害的烟雾，因此装置必须放置在通风良好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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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砝码；

２———包括测温装置的封闭加热块；

３———开／关转换；

４———铜钻锥方形底端；

５———鞋底试样；

６———自调式试样平台；

７———铰接绝热支座。

图６１　耐热接触性装置

８．７．１．１　钻锥

圆柱形铜体，质量为（２００±２０）ｇ且底端削成边长（２５．５±０．１）ｍｍ的方形平面。应有６．５ｍｍ直径

的中间纵向空洞，空洞延长到距钻锥方形底端的外工作面４ｍｍ，用于容纳温度测量装置，钻锥的其他

尺寸见图６２。

８．７．１．２　金属加热块

质量（５３０±５０）ｇ，围绕钻锥的圆柱部分。加热块应包含一个电阻加热元件和一个可以控制预热钻

锥至最大４００℃内任何要求温度的装置（一个开／关转换是足够的）。加热块尺寸如图６２所示。

单位为毫米

　　１———金属加热块；

２———铜钻锥；

３———测温装置；

４———钻锥的方形底端。

图６２　钻锥和加热块

０６

犌犅／犜２０９９１—２００７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6
1
0
0
8
4
0
4
0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6
1
0
-
0
5
5
4
-
1
0
7
4
-
0
3
7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８．７．１．３　测量装置

用于测量钻锥方形底端附近的内部温度。

８．７．１．４　抬高和降低钻锥的装置

与加热块合在一起，在水平面和（２０±２）ｋＰａ均匀分布的压力下使钻锥表面与试样均匀接触。

８．７．１．５　自调式平台

具有合适直径搁置试样，并使压力在试样上均匀分布。

８．７．１．６　表面绝热的铰接支座

加热时钻锥表面搁在支座上，能移到旁边使钻锥放下在试样上。

８．７．１．７　圆轴

直径（１０±１）ｍｍ。

８．７．２　试样的制备

从鞋底切下宽（３０±２）ｍｍ和长７０ｍｍ（最小）试样，必要的地方，清除花纹。

测试可以在通常没有花纹的鞋腰区域进行。然而，如果清除花纹会导致磨损层的清除，则必须从鞋

腰区域取下试样。

８．７．３　步骤

接通搁在绝缘支座上带钻锥的加热块同时将试样磨损面朝上放在平台上。用一片铝箔覆盖试样以

防止加热钻锥的污染，每次测试用一片新铝箔。当钻锥温度刚超过３００℃即关闭加热块，让温度降到

（３００±５）℃，此时钻锥仍放在绝热支座上。然后将绝热支座移开，立即将钻锥放在试样正中间，使钻锥

边与试样边平行，不再接通加热块使之留在适当位置（６０±１）ｓ，然后再放回支座上。

移走铝箔，让试样冷却至少１０ｍｉｎ并按照８．７．４的描述检查加热面。

８．７．４　评价方法

目测评价试样表面在围绕圆轴弯折之前后是否有损坏，如熔融、烧焦、破裂或龟裂。记录损坏类型

和范围。对于皮革鞋底，记录烧焦和开裂是否仅限于颗粒层或是否任何损坏深入到真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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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棉帆布的其他规范

犃．１　一般要求

表Ａ．１列出了棉帆布的其他特性和规范，此处的棉帆布测试样品与６．１４中所定义的抗切割帆布

比对试样相同。

这些数值是由ＫＥＳＦ（川端康成Ｋａｗａｂａｔａ面料评价系统）的测试方法和仪器得出的。

棉纤维的聚合等级为２０００±５０。

表犃．１　棉织物纤维

ＫＥＳＦ 特性值 测试要求

测试 参数 单位 经纱 纬纱 尺寸 应力 速度

拉伸

ＬＴ

ＷＴ

ＲＴ

—

Ｊ／ｍ

％

０．９８～１．０４

１５～２５

４９～５０

０．９８～１．０４

７～８

５２～５３

２００ｍｍ×５０ｍｍ 最大张力＝

９．８１Ｎ／ｃｍ

０．０２０００ｃｍ／ｓ

弯曲
Ｂ

２ＨＢ

μＮｍ

ｍＮ

３００～３５０

４０～５０

４３０～５３０

４５～５５

１０ｍｍ×５０ｍｍ 最大曲率＝

±２．５ｃｍ－１

０．５ｃｍ－１／ｓ

剪切

Ｇ

２ＨＧ

２ＨＧ５

Ｎ／ｍｄｅｇｒｅｅ

Ｎ／ｍ

Ｎ／ｍ

２０～３０

４５～６０

４５～５５

２０～３０

４５～６０

４５～５５

２００ｍｍ×５０ｍｍ 拉力＝９．８１Ｎ

最大角度＝±８．０°

０．４７８ｄｅｇｒｅｅ

压缩

ＬＣ

ＷＣ

ＲＣ

—

Ｊ／ｍ２

％

０．４３～０．４９

０．２１～０．２５

３２～３５

２ｃｍ２

最大压力＝

５．００ｋＰａ ０．００２００ｃｍ／ｓ

表面

特性

ＭＩＵ

ＭＭＤ

ＳＭＤ

—

—

μｍ

０．２００～０．２１０

０．０３５～０．０５０

１６０～２００

０．２００～０．２１０

０．０３５～０．０５０

８０～１００

５ｍｍ×２０ｍｍ

５ｍｍ×２０ｍｍ

拉力＝５．８７Ｎ

Ｐ＝４．８１ｍＮ／２５ｍｍ２

Ｐ＝０．９６ｍＮ／５ｍｍ２

１ｍｍ／ｓ

厚度 Ｔｏ ｍｍ １．２～１．３５ ２ｃｍ２ Ｐ＝０．０５ｋＰａ ０．００２００ｃｍ／ｓ

表面

质量
Ｗ ｇ／ｍ

２ ５２０～５４０

犃．２　犓犈犛犉：川端康成犓犪狑犪犫犪狋犪面料评价系统

犃．２．１　拉伸

（拉伸循环，最大拉力限度为９．８Ｎ／ｃｍ）

ＬＴ：线性测试（测试弹性，１次拉伸）

ＷＴ：拉力能量，单位为Ｊ／ｍ

ＲＴ：回复，即回复能量百分比

犃．２．２　弯曲度

（垂直测试样品上的交替弯曲循环）

Ｂ：弯曲力

２ＨＢ：１ｃｍ－１曲率的弯曲回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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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３　剪切

（将矩形试样交替剪切变形为角度８°的平行四边形。）

Ｇ：抗剪力

２ＨＧ和２ＨＧ５：０．５与５度剪切变形的剪切回滞

犃．２．４　压缩

（厚度压缩循环，最大限度为５．０ｋＰａ。）

ＬＣ：线性测试（测试弹性，１次拉伸）

ＷＣ：压缩能量，单位为Ｊ／ｍ２

ＲＣ：回复，即回复能量百分比

犃．２．５　表面特性

（用传感器测试为２５ｍｍ２（摩擦系数）宽为５ｍｍ（粗糙度）的样品）

ＭＩＵ：摩擦系数的平均值

ＭＭＤ：摩擦系数的平均偏差

ＳＭＤ：表面粗糙度的平均值，单位为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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