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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7690《增强材料 纱线试验方法》分为6部分:
———第1部分:线密度的测定;
———第2部分:捻度的测定;
———第3部分:玻璃纤维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测定;
———第4部分:硬挺度的测定;
———第5部分:玻璃纤维纤维直径的测定;
———第6部分:捻度平衡指数的测定。
本部分为GB/T7690的第5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7690.5—2001《增强材料 纱线试验方法 第5部分:玻璃纤维纤维直径的测

定》,与GB/T7690.5—2001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将 “范围”中注1的内容变更为正文(见第1章,2001年版的第1章中的注1);
———删除了“引用标准”和“定义”两个章节(见2001年版的第2章和第3章);
———显微镜的最小放大倍数由“500倍”修改为“400倍”(见2.2.1,2001年版的4.2.1);
———增加了去除纤维中浸润剂的方法(见2.3.1)。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888:2006《纺织玻璃 定长纤维和连续纤维 平均直径的测

定》,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
本部分由全国玻璃纤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5)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国家玻璃纤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唐健、李建军、陈尚、方允伟、师卓、陈建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7690.5—1989,GB/T7690.5—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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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材料 纱线试验方法
第5部分:玻璃纤维纤维直径的测定

1 范围

GB/T7690的本部分规定了玻璃纤维产品中纤维平均直径(即实际直径的平均值)的两种测试方

法,即纵向法和横截面法。

本方法适用于玻璃纤维制品中的定长纤维或连续纤维。

不得将平均直径与公称直径相混淆,公称直径是用来命名纱线和其构成材料的,是与平均直径相关

的修约成整数的数值。

2 方法A:纵向法

2.1 原理

将纤维和单丝浸入一种与其折射率不同的液体介质中,在显微镜下观察其纵向轮廓线并测量直径。

2.2 仪器

2.2.1 显微镜,配备以下装置:
———内装测微计的目镜,目镜与物镜的总放大倍数至少为400倍,最好能达到1000倍。显微镜的

分辨率应能满足测量值至少能精确到0.5μm(见注);
———可横向移动和转动的载物台;
———照明系统。
注:该系统可用显微投影仪代替或配合,在显微投影仪上面可用透明的标尺(弧形尺更好)测量试样。

推荐的显微镜是采用平面偏光,并配有科勒光源照明系统和阿贝聚光镜。为了读数更准确也可安

装一个绿色滤光片。

2.2.2 测微计标尺,用于光学系统的校准,最小分度值为0.01mm。

2.2.3 载玻片(厚度1.10mm~1.35mm)和盖玻片(厚度0.16mm~0.19mm),盖玻片的厚度应定

期校验。

2.2.4 液体介质,折射率与被测纤维的折射率不同(但不要相差太大)。苄醇、水杨酸甲酯、1∶2的甘

油和水的混合物都是适合的介质。

2.2.5 刀片或剪刀。

2.2.6 马弗炉,温度能控制在(625±25)℃。

2.3 操作

2.3.1 除去被测纱线的浸润剂不是必须的。然而如果纱线中的纤维在液体介质中不能分散时,应在

625℃的马弗炉(2.2.6)中灼烧纱线以去除纤维表面的浸润剂。

2.3.2 安装配有相应光学系统和可移动载物台的显微镜(2.2.1)。用测微计标尺(2.2.2)校准光学

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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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按如下方法制备试样:

用锋利的刀片或剪刀(2.2.5)切取长度不超过25mm的纤维作为试样。

将试样放置在载玻片(2.2.3)上。

将纤维分开,使它们不再是紧密的一束,但仍基本保持相互平行。

用玻璃棒蘸取一滴液体介质在载玻片上,浸渍试样并覆盖上盖玻片。

2.3.4 将载玻片放在载物台上,调节试样的位置至纤维边缘轮廓清晰,调整载玻片的位置,使目镜内测

微计刻度尺与一根纤维垂直。

2.3.5 将测微计从纤维的一个边移到另一个边,记录移动距离。

当使用显微投影仪(见2.2.1中的注)测量时,只需利用透明标尺刻度测量纤维的一边到另一边的

距离。

2.3.6 移动载玻片,随机选择纤维,直至获得25个读数。

3 方法B:横截面法

3.1 原理

在显微镜下观察被固化树脂包裹的纱束的横截面,测量纱束中给定数量的纤维直径。

3.2 仪器

3.2.1 显微镜,配备以下装置:
———内装测微计的目镜,目镜与物镜的总放大倍数至少为400倍,最好能达到1000倍。显微镜的

分辨率应能满足测量值至少能精确到0.5μm(见注);
———可横向移动和转动的载物台;
———照明系统。
注:该系统可用显微投影仪代替或配合,在显微投影仪上面可用透明的标尺(弧形尺更好)测量试样。

推荐的显微镜是采用平面偏光,并配有科勒光源照明系统和阿贝聚光镜。为了读数更准确也可安

装一个绿色滤光片。

3.2.2 测微计标尺,作为光学系统的校准,其最小分度值为0.01mm。

3.2.3 浸渍系统,快速固化的聚酯或环氧树脂。

3.2.4 模具(示意图见图1)。

3.2.5 锯,适合于切割试样。

3.2.6 抛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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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1———试样固定器(金属的);

2———树脂;

3———纱线/小平板;

4———模具(橡胶或硅胶)。

图1 试样模塑装置示例

3.3 操作

3.3.1 预备操作

安装配有相应光学系统和可移动载物台的显微镜(3.2.1)。用测微计标尺(3.2.2)校准光学系统。

3.3.2 试样制备

用少量树脂(3.2.3)将一段待测纤维直径的纱束粘结到用合适材料制作的小薄片上,使树脂固化。
将该薄片放入模具(3.2.4)中,使其竖立。将准备好的树脂注入模具中并使其固化。
用抛光装置(3.2.6)将模塑体的上表面抛光,直至获得非常平坦、光滑的表面。
脱去模具,用锯(3.2.5)从模塑体上部截取一个薄盘状(约4mm厚)试样,用来在显微镜下进行

测试。

3.3.3 试样的定位和对中

为便于试样在视场中定位,可先降低放大倍数,例如150倍。当试样已定位,再将放大倍数调高并

完全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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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纤维的端部将呈现出一个亮的圆盘。
调节照明减少每个亮面周围的漫射光面积至最小。保持足够的亮度以容易读取刻度。
将这些亮的圆盘调至测微分度计标尺上。

3.3.4 测量

移动载物台使测微分度计的一个刻度与一个圆盘相切,并记录刻度数,估读精确至半个刻度,相当

于该圆盘直径。
注:测量时可能出现椭圆面。这些椭圆面是由于试样中纤维不全是平行排列切割时出现斜切造成的。测量椭圆面

中的短轴长度,可代表连续纤维的直径。

随机地测取25个圆盘。测量时稍稍移动载物台,使每次测量时测微分度计的一个刻度与一个圆盘

相切。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不能测取25个值,则沿另一个轴线测量,避免同一根纤维被测量两次,直至完成

25次测量。

4 结果表示

计算25个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根据光学系统的放大系数,将该算术平均值换算成以微米(μm)为
单位的数值。结果修约至0.5μm。

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说明按本部分及所选用的方法(A或B);

b) 识别被测纱线的必要详情;

c) 如果适用,给出去除浸润剂带来的影响的说明;

d) 所用的放大倍数;

e) 25个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f) 本部分中未提到的任何操作细节和可能影响结果的任何因素;

g)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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