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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768gKK增 强材料 机 织物试验方法》分为 5个 部分 :

——第 1部 分 :厚度的测定 ;
——第 2部 分 :经、纬密度的测定 ;
——第 3部 分 :宽度和长度的测定 ;   ⋯
——第 4部 分 :弯曲硬挺度的测定 ;
——第 5部 分 :玻璃纤维拉伸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测定。

本部分为 GB/T7689的 第 3部 分。

本部分按照 GB/T1.1— zO09给 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GB/T7689.3⊥ zO01《增强材料 机 织物试验方法 第 3部 分 :宽度和长度的测定》;与

GB/T7689.3— zO01的 主要差异如下 :
——删除了

“
引用标准

”一章(见 2001年 版的第 2章 );

——增加了
“
宽度

”
的定义(见 3。D;

——增加
“
张力对长度测量结果的影响

”
的说明(见 4.2);

——增加了
“
精密度

”一章(见第 8章 )。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 ISo5025:1997《 增强制品 机 织物 宽 度和长度的测定》。

本部分与 IS05025:1997的 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
—— 由于 ISo1886已 经废止 ,所以删除了关于批产品抽样的形式和数量的规定 ,章标题修改为

“
试

样 和 调 湿
”
(第 5章 ,IS05025∶ 1997的 第 5章 );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
——为与现有标准系列一致,将标准名称改为《增强材料 机 织物试验方法 第 3部 分:宽度和长

度的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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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丹、郝郑涛、王玉梅、师卓、许敏、徐琪。

GB/T7689.3— zO01的 历 次 版 本 发 布 情 况 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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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 围

本部分规定了增强纤维制成的机织物宽度和长度的测定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以卷状形式提

2 原 理

用刻度尺

3 术 语和

下列

增强材料 机 织物试验方法

第 3部 分 :宽度和长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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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米(m)为 单位。

c血 进行 2次 测量,取平均值,

l

3.1

4

4.1

宽

最

仪 器

测 丑

长度应

机织物的 50cm的 机织物 ,测

量误差不应超过

4.2 测 呈装置

该测量设备能够满足

整、无滑动地连续运转。

使用的测量设备,应能使织物平

根据卷装长度 ,在计数器上配各直尺或 受的。

卷状织物的张力可影响织物长度的测量结果 ,测量设备校准时应考虑张力的影响,在织物产品规范

中写明。

5 试 样和调湿

取一卷机织物作为试样。无需调湿处理。

6 操 作

6.1 宽 度

用测量仪器(4。D测 量织物宽度 ,沿着机织物长度方向至少间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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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确 到 0.1cm。

测量应在整卷织物的外层端部进行。若机织物有明显的损坏或变形 ,应展开足够长的织物 ,以确保

测量具有代表性。

织物产品规范或测试委托方可以要求在同卷织物其他部位增加测量。

经利益相关方同意 ,也可以测量整个宽度 ,即包括毛边的宽度。

6.2 长 度

用测量装置(4.2)测 量织物长度 ,精确到 1m。 如果需要 ,为了达到测量精度为 1%的 要求 ,可精确

到几分之一米。

也可以从转盘计数器上读出被测织物的长度。

7 结 果

7.1 宽 度            ·

以两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机织物的宽度 ,用厘米(cm)表 示 ,精确到 0.1cm。

若对同卷织物进行了更多次的测量 ,则产品规范或测试委托方应指明测量结果如何处理。

7.2 长 度

将实测的卷长作为机织物的长度 ,精确到 1m或 几分之一米(见 6.2)。

8 精 密度

由于没有得到不同实验室的数据 ,本试验方法的精密度本知。一旦获得不同实验室的数据 ,后续版

本中将增加精密度表述。

9 试 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述内容 :

o 说 明依据本部分 ;

ω 被 测机织物的详细说明;

o 长 度和宽度 ;

o 本 部分中没有规定的任何操作细节和可能影响测试结果的任何情况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