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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邓瑾、王晓琼、殷祥刚、冯小洁、王金玉、王荣强、张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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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原料断裂强力及伸长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口化学短纤维及丝束（包括涤纶、锦纶、腈纶、氯纶、丙纶、维纶、醋酯、粘胶、铜氨

等纤维）、韧皮纤维（包括亚麻、苎麻等纤维）、动物纤维（包括洗净的羊毛、兔毛等纤维）、纤维条、化纤长

丝（包括涤纶丝、锦纶丝、氨纶丝等长丝）和棉纤维断裂强力及伸长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进出口化学短纤维及丝束（包括涤纶、锦纶、腈纶、氯纶、丙纶、维纶、醋酯、粘胶、铜氨

等纤维）、韧皮纤维（包括亚麻纤维、苎麻纤维等纤维）、动物纤维（包括洗净的羊毛、兔毛等纤维）、纤维条

的单纤维断裂强力和伸长的测定、钩接断裂强力的测定、打结断裂强力的测定、定伸长负荷值的测定，以

及化学长丝（包括涤纶丝、锦纶丝、氨纶丝等）断裂强力和伸长的测定、钩接断裂强力的测定、打结强力的

测定，棉纤维的断裂强力及伸长的测定和韧皮纤维束纤维断裂强力及伸长的测定。不适用于动物纤维

束纤维断裂强力及伸长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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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１４３３５　化学纤维　短纤维线密度试验方法

ＳＮ／Ｔ１５１２　进出口棉花检验方法　ＨＶＩ测量法

３　测试原理

在规定条件下，将试样夹持在等速伸长型（ＣＲＥ）拉伸试验仪的夹持器中，以等速伸长进行拉伸直

至断脱，从强力伸长曲线或数据显示或数据采集系统中得到试样的断裂强力、断裂伸长、定伸长强力等

拉伸性能的测量值。

４　试样预处理

４．１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温度２０℃±２℃，相对湿度６５％±４％。

４．２　预调湿用大气：温度不超过５０℃，相对湿度１０％～２５％。

４．３　将试样进行预调湿后，在４．１标准大气下放置２４ｈ以上，供断裂强力和伸长试验用。

５　试样制备

５．１　化学短纤维及丝束

从已取得的品质样品中，抽取或截取代表性纤维约５００根纤维，均匀铺放在绒板上。

５．２　韧皮纤维

将精干麻品质样品平铺于台面上，自精干麻基，稍对折处剪断，再向基部剪取１０ｃｍ，混合均匀经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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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随机抽取其内的纤维，总重约为２ｇ。

将精梳纤维试样平铺于台面上，从不同部位抽取代表性纤维，总重约为２ｇ。

５．３　动物纤维

从已取得的样品中多点、均匀地抽取质量为５０ｍｇ～１００ｍｇ具有代表性的试验试样，用手排的方

法将取得的实验试样反复整理成一端平齐的小束，握持平齐的一端纤维由长到短沿绒板底线排列２次～

３次，使纤维按长短排列均匀，排列纤维时不得使用任何介质进行处理。将试样排列的底线长度等分为

五组，各组随机取规定试验根数的五分之一作为试样，取各组纤维的中间部位作为试样的测试部位。

５．４　纤维条

从已取得的品质样品合并成一混合样，从混合样中随机抽取代表性纤维约５００根纤维，均匀铺放在

绒板上。

５．５　化学长丝

对于有支撑卷装，取２０个卷装作为实验室样品；对于无支撑卷装，为了试样能顺利地转移到拉伸试

验仪上，可用规定的缕纱测长仪制成丝缕，取２０个丝缕作为实验室样品。

５．６　棉纤维

按ＳＮ／Ｔ１５１２执行。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单纤维断裂强力和伸长的测定

６．１．１　仪器及工具

６．１．１．１　等速伸长（ＣＲＥ）试验仪：等速伸长试验仪应具有指示或记录加于试样上使其拉伸直至断脱

的最大力及相应的试样伸长率的装置。在仪器满量程的任意点，指示或记录断裂力的误差应不超过

±１％，指示或记录夹钳间距的误差应不超过±１ｍｍ。

６．１．１．２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如果进行湿样测试，在温度２０℃±２℃，要用增加了最大浓度为０．１％的

非离子型润湿剂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６．１．１．３　镊子、绒板等。

６．１．２　试验条件

６．１．２．１　夹持长度

用初始长度为２０ｍｍ，如果试样的长度太短不能用２０ｍｍ的初始长度，则可以用１０ｍｍ的初始的

长度，在这种情况下结果的精度降低１）。

１）　如校准夹持长度的钢尺精度为０．５ｍｍ，计量校准得到的不确定度狌（犔）＝
０．５

槡３
＝０．２８９ｍｍ，则使用２０ｍｍ和

１０ｍｍ初始长度由此引起的相对不确定度分别为０．０１４４和０．０２８９。

６．１．２．２　拉伸速度

６．１．２．２．１　化学短纤维：

２

犛犖／犜２６７１—２０１０

版权所有 · 禁止翻制、电子发售



ａ）　当试样的平均断裂伸长小于８％时，拉伸速度为每分钟５０％名义隔距长度；

ｂ）　当试样的平均断裂伸长大于或等于８％，小于５０％时，拉伸速度为每分钟１００％名义隔距

长度；

ｃ）　当试样的平均断裂伸长大于或等于５０％时，拉伸速度为每分钟２００％名义隔距长度。

６．１．２．２．２　韧皮纤维和动物纤维断裂时间均为（２０±３）ｓ。

６．１．２．３　预加张力

按下表１执行。

表１　单纤维断裂强力和伸长测定预加张力

品　　种
线密度

ｄｔｅｘ

预加张力（干样）

ｃＮ／ｔｅｘ

预加张力（湿样）

ｃＮ／ｔｅｘ

化学短纤维

人造纤维素纤维 — ０．６±０．０６ ０．２５±０．０３

聚酯纤维
＜２ ２．０±０．２ １．０±０．１

≥２ １．０±０．１ ０．５±０．０５

其他短纤维 — １．０±０．１ ０．５±０．０５

韧皮纤维 １ｇ

动物纤维
羊毛 ９ｍＮ／ｔｅｘ（约１００ｍｇ／ｄｅｎ）

兔毛 一般细毛用０．１ｃＮ，粗毛用０．５ｃＮ

　　注：对于不适合以上标准预张力的某些纤维，可按附录Ａ求取。在所有情况下，预加张力都按名义线密度计算。

一个更大的预加张力，例如为消除卷曲，可以有利益双方的协议规定。

６．１．２．４　测试数量

仲裁检验时在概率水平９５％和强力允许偏差±５％条件下，按式（１）计算试验根数。

狀＝
狋２×犆犞

２

犈２
…………………………（１）

　　式中：

狀　———试验根数；

狋 ———狋分布的临界值１．９６；

犆犞———断裂强力变异系数（％）；

犈 ———允许偏差率（取犈＝±５％）。

一般情况下，化学短纤维至少５０根，韧皮纤维２５０根，兔毛１００根，羊毛３００根，除非利益双方有其

他规定。

６．１．３　试验步骤

６．１．３．１　用镊子随机取出一根纤维，再用６．１．２．３规定的预加张力夹持纤维一端，将纤维引至夹持钳

口中间部位，保证纤维沿轴线伸直，然后进行拉伸试验，得出试样干态断裂时的断裂强力、断裂伸长、定

强力伸长、定伸长强力、初始模量和断裂功等拉伸性能的测量值。

６．１．３．２　测试时夹头的状态应使纤维断裂在钳口（纤维断裂时看不出断裂端）或在夹头中滑移的数量

不超过试验根数的２０％，若超过则应检查夹持器有否异常，并予以修理或调换后重新试验，若不超过

２０％，则将断在夹钳内或在夹头中滑移的试样所得的结果剔除并予以记录。

３

犛犖／犜２６７１—２０１０

版权所有 · 禁止翻制、电子发售



６．１．３．３　如果要求湿态试验时，首先将测试样浸没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２ｍｉｎ。张开下夹持器，将

湿试样在预加张力下安装在上夹持器内，用装满水的玻璃容器再次润湿试样１０ｓ然后移去玻璃容器，

合上下夹持器，抬高装水的玻璃容器使夹好的试样和下夹持器浸入水中，并开始测试。确保水的表面不

接触上夹持器。

６．１．４　结果计算

按式（２）计算平均断裂强力。

犉＝
１

狀∑
狀

犻＝１

犉犻 …………………………（２）

　　式中：

犉犻———第犻根试样的断裂强力测试值，单位为厘牛（ｃＮ）；

狀 ———测试根数；

犉 ———狀根试样的平均断裂强力，单位为厘牛（ｃＮ）。

如果要求，按ＧＢ／Ｔ１４３３５测定线密度，并按式（３）计算平均断裂强度。

σｅ＝
犉
犜ｔ

…………………………（３）

　　式中：

σｅ———平均断裂强度，单位为厘牛每分特（ｃＮ／ｄｔｅｘ）；

犉 ———平均断裂强力，单位为厘牛（ｃＮ）；

犜ｔ———实测线密度，单位为分特（ｄｔｅｘ）。

按式（４）计算平均断裂伸长率。

ε＝
１

狀∑
狀

犻＝１

ε犻 …………………………（４）

　　式中：

ε ———狀根试样的平均断裂伸长率，％；

狀———测试根数；

ε犻———第犻根试样的实测断裂伸长率，％；

按式（５）和式（６）计算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标准偏差及变异系数。

犛＝
∑
狀

犻＝１

（狓犻－狓－）
２

狀－槡 １
…………………………（５）

犆犞＝
犛

狓－
×１００ …………………………（６）

　　式中：

犛　———标准偏差；

犆犞 ———变异系数，％；

狓犻 ———各次测试数值；

狓－ ———全部测试值的算术平均值；

狀 ———测试根数。

６．１．５　数值修约

断裂强力、断裂强度，变异系数计算到小数点后三位，按ＧＢ／Ｔ８１７０修约到小数点后两位。伸长率

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修约到小数点后一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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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单纤维钩接断裂强力的测定

６．２．１　试验条件

同６．１．２，但预加张力加倍。

６．２．２　试验步骤

从待测试样中随机用镊子取出两根纤维按图１所示形状相互钩接，其上端用镊子夹持，下端用张力

钳夹持，将已钩接好的纤维放置于夹持器中，钩接处为夹持长度的二分之一处，纤维两端的距离约２ｍｍ，

然后按６．１．３．１和６．１．３．２进行拉伸试验，得出试样断裂时的负荷值。在钩接处以外断裂者不计。

图１　单纤维钩接断裂强力试验

６．２．３　结果计算

按式（７）计算平均钩接断裂强力。

犉犵＝
１

狀∑
狀

犻＝１

犉犵犻 …………………………（７）

　　式中：

犉犵犻———钩接断裂强力测试值，单位为厘牛（ｃＮ）；

狀 ———测试根数；

犉犵———平均钩接断裂强力，单位为厘牛（ｃＮ）。

如果要求，按ＧＢ／Ｔ１４３３５测定线密度，按式（８）计算平均钩接断裂强度。

σ犵ｔ＝
犉犵
犜ｔ×２

…………………………（８）

　　式中：

犉犵 ———平均钩接断裂强力，单位为厘牛（ｃＮ）；

犜ｔ ———实测线密度，单位为分特（ｄｔｅｘ）；

σ犵ｔ ———平均钩接断裂强度，单位为厘牛每分特（ｃＮ／ｄｔｅｘ）。

６．２．４　数值修约

钩接断裂强力、钩接断裂强度计算到小数点后三位，按ＧＢ／Ｔ８１７０修约到小数点后两位。

６．３　单纤维打结断裂强力的测定

６．３．１　试验条件

同６．１．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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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　试验步骤

从待测试样中随机取出一根纤维，用镊子打成如图２所示小结，将纤维置于夹持器中，小结应在夹

持长度的二分之一处，然后按６．１．３．１和６．１．３．２进行拉伸试验，得出试样断裂时的负荷值。

图２　单纤维打结断裂强力试验

６．３．３　结果计算

按式（９）计算平均打结断裂强力。

犉ｄ＝
∑犉ｄ犻
狀

…………………………（９）

　　式中：

犉ｄ犻———打结断裂强力，单位为厘牛（ｃＮ）；

狀 ———测试根数；

犉ｄ———平均打结断裂强力，单位为厘牛（ｃＮ）。

按式（１０）计算平均打结断裂强度。

σｄｔ＝
犉ｄ
犜ｔ

…………………………（１０）

　　式中：

犉ｄ———平均打结断裂强力，单位为厘牛（ｃＮ）；

犜ｔ———实测线密度，单位为分特（ｄｔｅｘ）；

σｄｔ ———平均打结断裂强度，单位为厘牛每分特（ｃＮ／ｄｔｅｘ）。

６．３．４　数值修约

打结断裂强力、打结断裂强度计算到小数点后三位，按ＧＢ／Ｔ８１７０修约到小数点后两位。

６．４　单纤维定伸长负荷值的测定

６．４．１　试验条件

同６．１．２。

６．４．２　试验步骤

按６．１．３．１和６．１．３．２方法进行拉伸试验，仪器自动记录出负荷伸长曲线，按图３所示方法得出

定伸长负荷值（图中所示为试样夹持距离为２０ｍｍ时，１０％定伸长犲所对应的强力犳）。若强伸仪上有

专门测定定伸长负荷或能预置该项目程序的，则可直接得出任意定伸长负荷值。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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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犲伸长时对应的负荷值犳

６．４．３　结果计算

按式（１１）计算平均定伸长负荷值。

犉ｅ＝
１

狀∑
狀

犻＝１

犉ｅ犻 …………………………（１１）

　　式中：

犉ｅ犻———定伸长负荷测试值，单位为厘牛（ｃＮ）；

狀 ———测试根数；

犉ｅ———平均定伸长负荷值，单位为厘牛（ｃＮ）。

按式（１２）计算平均定伸长强度。

σｅ＝
犉ｅ
犜ｔ

…………………………（１２）

　　式中：

犉ｅ———平均定伸长负荷值，单位为厘牛（ｃＮ）；

犜ｔ———实测线密度，单位为分特（ｄｔｅｘ）；

σｅ ———平均定伸长强度，单位为厘牛每分特（ｃＮ／ｄｔｅｘ）。

６．４．４　数值修约

定伸长负荷值、定伸长强度，计算到小数点后三位，按ＧＢ／Ｔ８１７０修约到小数点后两位。

６．５　化纤长丝断裂强力和伸长的测定

６．５．１　仪器及工具

６．５．１．１　等速伸长型试验仪（犆犚犈）

装载试样可以手动或使用自动装载装置。能绘出强力伸长曲线的自动记录仪或数据收集系统。

数据收集系统的数据采集速率应足够高，以满足实际强力和指示强力之间的最大允许差异小于实际强

力的１％和实际伸长与指示伸长之间的最大允许差异小于０．５ｍｍ的要求。

６．５．１．２　其他试验工具

其他试验工具包括：

ａ）　缕纱测长器：用于实验室样品制备成试验绞丝；

ｂ）　纱框或类似的装置：用于零张力下支撑试验绞丝，使长丝顺利地转移到拉伸试验仪上；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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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旋转筒子架：用于支撑实验室样品，使试样易于在低张力下转移；

ｄ）　可伸缩筒：对于加捻长丝，为了避免在调湿或松弛过程中退捻，要有可伸缩筒；

ｅ）　容器：用于在水中浸渍试样。

６．５．２　试验条件

６．５．２．１　夹持长度与拉伸速度

按表２执行。

表２　化纤长丝断裂强力和伸长测定的夹持长度与拉伸速度

品　　种
断裂伸长率

％

夹持长度

ｍｍ

动夹持器拉伸速度

ｍｍ／ｍｉｎ

氨纶丝 — ５０±０．５ ５００

其他长丝

＜３ ５００±１．０ ５０

≥３～＜８ ５００±１．０ ２５０

≥８～＜５０ ５００±１．０ ５００

≥５０ ２５０±１．０ １０００

　　注：如有关各方同意也可以来用其他速度。

６．５．２．２　预加张力

牵伸丝、预取向丝、双收缩丝、空气变形丝为０．０５ｃＮ／ｄｔｅｘ±０．００５ｃＮ／ｄｔｅｘ。

变形丝为０．２０ｃＮ／ｄｔｅｘ±０．０２ｃＮ／ｄｔｅｘ。

氨纶丝０．１０ｃＮ／ｄｔｅｘ±０．０１ｃＮ／ｄｔｅｘ。

纤维素纤维类为０．０５ｃＮ／ｄｔｅｘ±０．００５ｃＮ／ｄｔｅｘ，测定湿态断裂强力与伸长时为干态时二分之一。

对于不适合以上标准预张力的长丝，可按附录Ａ求取后规定其他值。在所有情况下，预加张力都

按名义线密度计算。

６．５．２．３　测试数量

仲裁检验时按５．４所取的每个实验室样品各试验５个试样，其他一般情况下各试验两个试样。

６．５．３　试验步骤

６．５．３．１　手动装样

６．５．３．１．１　预加张力起动程序

把经调湿平衡的实验室样品去掉外层数十米以后，将一端夹入上夹持器的钳口中并拧紧，小心地防

止丝的捻度变化或拉伸丝。把试样的另一端夹入下夹持器的钳口中并在未拧紧端加上一个预张力砝码

或拖动丝端以施加一个规定的预张力。确保长丝定位于夹持器的钳口中心位置，拧紧下夹持器。

注：除采用静负荷加载法一一加预加张力砝码外，也可以采用弹簧或气动机构等预加张力装置。

６．５．３．１．２　松弛起动程序

把经调湿平衡的实验室样品，去掉外层数十米以后，将试样的一端夹在夹持器的一个钳口中并拧

紧，再把试样的另一端夹在第二个钳口中，并保持试样正好处在松弛状态（张力正好为零）。确保长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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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夹持器钳口的中心位置，拧紧夹持器。

注：采用松弛起动时，起始长度不是确切的５００ｍｍ（或６．５．２．１规定的任何其他长度），但当拧紧夹持器时，由于试

样是松弛的，其长度总是稍长一些。如果伸长率是按６．５．３．５式（１６）规定计算，这个附加的长度不影响试验

结果。

６．５．３．２　自动装样

把经调湿平衡的实验室样品去掉外层数十米以后，放在自动强力机的筒子架上，并把丝端装入拉伸

试验仪的夹持装置里，设定程序。夹持装置自动夹持试样，并把试样的两端夹入上、下夹持器，接着规定

的预加张力启动程序或松弛起动程序。

６．５．３．３　试验

起动拉伸试验仪，并让其在规定的条件下运行。

６．５．３．４　注意事项

操作者应查明在试验过程中不会因滑移而产生虚假的增长。废弃因打滑或在离夹持器边缘

１０ｍｍ内断裂的所有测定值，如废弃次数超过总次数的１０％，应检修或调换夹持器，并重新进行试验。

６．５．３．５　结果计算

按式（１３）计算平均断裂强力。

犉＝
１

狀∑
狀

犻＝１

犉犻 …………………………（１３）

　　式中：

犉ｉ———断裂强力测试值，单位为厘牛（ｃＮ）；

狀 ———测试根数；

犉 ———平均断裂强力，单位为厘牛（ｃＮ）。

按式（１４）计算平均断裂强度。

σｅ＝
犉
犜ｔ

…………………………（１４）

　　式中：

犉———平均断裂强力，单位为厘牛（ｃＮ）；

犜ｔ———实测线密度，单位为分特（ｄｔｅｘ）；

σｅ———平均断裂强度，单位为厘牛每分特（ｃＮ／ｄｔｅｘ）。

按式（１５）、式（１７）计算断裂伸长率、平均断裂伸长率。

ε＝
犈
犔０
×１００ …………………………（１５）

　　式中：

ε ———断裂伸长率，％；

犈 ———伸长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０———起始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在松弛启动程序情况下：

犔０＝（犔ｓ＋犇） …………………………（１６）

　　式中：

犔ｓ———起动时的夹持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 ———动夹持器从起始位置到强力等于标准预张力时的位移，单位为毫米（ｍｍ）。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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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１

狀∑
狀

犻＝１

ε犻 …………………………（１７）

　　式中：

ε———狀根试样的平均断裂伸长率，％；

狀———测试根数；

ε犻———第犻根试样的实测断裂伸长率，％。

按式（１８）和式（１９）计算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标准偏差及变异系数。

犛＝
∑
狀

犻＝１

（狓犻－狓－）
２

狀－槡 １
…………………………（１８）

犆犞＝
犛

狓－
×１００ …………………………（１９）

　　式中：

犛　 ———标准偏差；

狓犻 ———各次测试数值；

狓－ ———全部测试值的算术平均值；

狀 ———测试根数；

犆犞 ———变异系数。

６．５．３．６　数值修约

断裂强力、断裂强度、变异系数计算到小数点后三位，按ＧＢ／Ｔ８１７０修约到小数点后两位。伸长率

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修约到小数点后一位。

６．６　化纤长丝钩接断裂强力的测定

６．６．１　试验条件

同６．５．２，但预加张力加倍。

６．６．２　试验步骤

把经调湿平衡的试样去掉外层数十米以后，取出两根试样，每根长６０ｃｍ以上，按图４相互钩接，将

一根试样的两端夹入上夹持器的钳口中并拧紧，把另一根试样的两端夹入下夹持器钳口中并在未拧紧

端加上规定的预张力砝码或拖动丝端以施加一个规定的预张力。确保试样钩接处在上、下夹持器之间

的中间位置和试样定位于夹持器钳口的中心位置，拧紧下夹持器。然后按６．５．３．３和６．５．３．４进行拉

伸试验，得出试样断裂时的负荷值。在钩接处以外断裂者不计。

图４　化纤长丝钩接断裂强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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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３　结果计算

同６．２．３。

６．７　化纤长丝打结强力的测定

６．７．１　试验条件

同６．５．２。

６．７．２　试验步骤

按６．５．３规定的手动程序装样。其中：每根试样的长度在６０ｃｍ以上，并按图５规定打结，装样时

将打结处定位于上、下夹持器之间的中间位置。

犪）　“犣”捻打结法 犫）　“犛”捻打结法

图５　化纤长丝打结强力试验

６．７．３　结果计算

同６．３．３。

６．８　棉纤维断裂强力和伸长的测定

按ＳＮ／Ｔ１５１２执行。

６．９　韧皮纤维束纤维断裂强力及伸长的测定

参照附录Ｂ执行。

７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说明试验的标准和测试日期；

ｂ）　样品的全部信息；

ｃ）　试验仪的型号；

ｄ）　采用的夹持长度、拉伸速度、预加张力；

ｅ）　取样方法，测试的样品数量和由于钳口断裂和滑移而去除的纤维数量；

ｆ）　试验结果；

ｇ）　试样的预调湿、调湿和湿态处理说明；

ｈ）　由于协议或其他原因的任何偏离试验过程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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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预加张力求取方法

犃．１　对某些试样，如规定的预加张力不适用时，可由有关各方协商按下列方法确定。

犃．２　试验在等速伸长（ＣＲＥ）试验仪上进行。

犃．３　在试样呈松弛状态下进行拉伸试验，得出的强力伸长曲线如图Ａ．１所示。

在强力伸长曲线原点附近取强力变化随伸长变化最大点Ａ，作切线与伸长轴相交于犈，由犈作垂

线与强力伸长曲线相交于犉０，犉０ 所示的强力值即为所求的预加张力。

图犃．１　在负荷伸长曲线上求预加张力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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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韧皮纤维束纤维断裂强力及伸长试验方法

犅．１　仪器和工具

犅．１．１　强力试验仪技术参数

犅．１．１．１　强力测试范围：０ｇ～３０００ｇ（如Ｙ１６２型）。

犅．１．１．２　下夹持器下降速度：４ｍｍ／ｓ～２５ｍｍ／ｓ。

犅．１．１．３　下夹持器下降最大动程：０ｍｍ～５０ｍｍ。

犅．１．１．４　上下夹持器间距离：１０ｍｍ，２０ｍｍ，３０ｍｍ～１００ｍｍ。

犅．１．１．５　重锤重量：３０００ｇ。

犅．１．２　其他

犅．１．２．１　精密天平：０ｍｇ～５ｍｇ，最小分度值０．０１ｍｇ。

犅．１．２．２　纤维切段器：切割长度为４０ｍｍ。

犅．１．２．３　绒板擦：稀梳８针／ｃｍ～１０针／ｃｍ，黑绒板，秒表，玻璃板，镊子。

犅．２　试验方法

犅．２．１　试前准备

犅．２．１．１　精干麻试样准备

将已取好的试样分别平铺于台面上，自精干麻基，稍对折处剪断，再向基部剪取１０ｃｍ，混合均匀经

梳理后，随机抽取其内的纤维，总重约为２ｇ。

犅．２．１．２　精梳纤维试样准备

将已取好的试样平铺于台面上，从不同部位随机抽取总重约为２ｇ的纤维。

犅．２．１．３　试样预调湿处理

将已取好的试样置于４０℃～５０℃的低温干燥箱中，预烘１．５ｈ，取出放于标准大气下吸湿平衡２４ｈ，

使纤维中的水分达到标准平衡状态（快速试验的结果应予修正）。

犅．２．１．４　仪器准备

将仪器调节到正常状态，使上下夹持器间的距离１０ｍｍ，并控制下夹持器下降速度为３００ｍｍ／ｍｉｎ。

犅．２．２　试验步骤

犅．２．２．１　麻束整理

在以平衡过的试样中抽出约３００ｍｇ的纤维，先用右手拇指与食指握住纤维束，然后按纤维长短次

序，一端平齐地逐步转移到左手的拇指与食指之间的握持点上，如此左右手反复转移整理两次即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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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排列整齐的长纤维在下，短纤维在上，宽度约１０ｍｍ～１５ｍｍ的麻束。

犅．２．２．２　梳理

仔细地用镊子拣麻束中的并丝，杂质。用稀疏轻轻地梳理，除净麻束中的游离纤维。

犅．２．２．３　分束

将已梳理完毕的麻束按纤维长短在玻璃板上一层层地叠合在一起（６ｃｍ及以下的纤维舍去），而后

顺纤维长度方向进行分束，共１２束～１３束（其中试验用１０束）。

犅．２．２．４　切段

将麻束平直的放在切断器夹板的中间，麻束应与切刀垂直，整齐的一端露出约１０ｍｍ，将麻束理平

拉直，并进行切割，将已切好的麻束，依次放在清洁的玻璃板上，并用另一玻璃板压住，其切刀两端剩余

的纤维留做测回潮率试样用。

犅．２．２．５　称重

用镊子仔细地取出玻璃板上的麻束，依次在精密扭力天平在称量（每只麻束切割重量约为１．５ｍｇ）

并记录。

犅．２．２．６　拉伸

将已称好重量的小麻束夹进上夹持器约１０ｍｍ，然后将上夹持器挂在束纤维强力试验机的挂架

上，麻束的另一端夹入下夹持器中，夹持时应注意保持纤维伸直平行，麻束宽度约２．５ｍｍ。扳动束纤

维强力机受柄，下夹持器开始下降，直至麻束断裂，记录断裂强力值。退回小扇形至零点，取下上夹持

器，松开夹紧螺丝，清除其内的纤维束。使下夹持器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松开夹紧螺丝，取出下夹持器

内的纤维束，可供测试纤维支数用。

该项试验共做１０次，各次断裂强力值应在１７００ｇ±５００ｇ之间，超差者或每束纤维中未拉断纤维

数超过两根者均作废，用重做。

犅．３　计算方法

犅．３．１　束纤维断裂强度

苎麻束纤维断裂强度按式（Ｂ．１）计算：

珚犘ｃ＝
∑
１０

犻＝１

犘犻

１０
…………………………（Ｂ．１）

　　式中：

犘犻按式（Ｂ．２）计算：

犘犻＝
犙犻×犔

犵犻×９０００
…………………………（Ｂ．２）

　　式中：

珚犘ｃ———束纤维断裂强度，ｇ／ｄ；

犘犻 ———麻束的断裂强度，ｇ／ｄ；

犙犻 ———麻束的断裂强力，ｇ；

犵犻 ———麻束的切割重量，ｍｇ；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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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 ———麻束的切割长度，４０ｍｍ。

犅．３．２　束纤维断裂强度标准差系数

苎麻束纤维断裂强度标准差系数按式（Ｂ．３）计算：

犆犞狀－１＝
σ狀－１
珚犘ｃ
×１００ …………………………（Ｂ．３）

　　式中：

犆犞狀－１———束纤维断裂强度标准差系数，％；

σ狀－１ ———束纤维断裂强度标准差，ｇ／ｄ。

σ狀－１按式（Ｂ．４）计算：

σ狀－１＝
∑
狀

犻＝１

狆
２

犻 －狀珚犘
２

ｃ

狀－槡 １
…………………………（Ｂ．４）

　　式中：

狀———试验次数（１０次）。

犅．３．３　数字的修约

束纤维平均断裂强度及其标准差系数均保留到小数点后第二位。

犅．４　试验报告

同第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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