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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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是 GB/T7689的 第 4部 分 。

本部分按照 GB/T1.1— ⒛09给 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GB/T7689。 4-2001《 增强材料 机 织物试验方法 第 4部 分 :硬 挺度 的测定》,与

GB/T7689。 4-2001的 主要差异如下 :
——明确了标准不适用的对象(见第 1章 ,2001年 版的第 1章 );
— — “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

”

中 删 除 了 GB/T18374-2001,增 加 了 IS0291和 IS03374(见 第 2章 ,

zO01年 版的第 2章 );
——删除了

“
定义

”一章(见 zO01年 版的第 3章 );
——在原理后增加了注,说明原理的技术来源(见第 3章 中的注);
——调温调湿增加对质量变化的限制(见第 5章 ,zO01年 版的 7.2);
——“

试验报告
”
中增加了需要给出的信息匚见第 9章 的 ω项、D项 和 j)项彐。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 ISo4604:zO11《 增强织物 普 通弯曲硬挺度的测定 固 定角弯曲计

法》。                      ,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 — GB/T2918亠 lg98塑 料 试 样 状 态 调 节 和 试 验 的 标 准 环 境 (IS0291:1997,IDT);

— —
GB/T9914.3— ⒛ 13 增 强 制 品 试 验 方 法  第 3部 分 :单 位 面 积 质 量 的 测 定 (ISo33狃 :zO00,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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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部 分 :弯 曲硬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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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健、马丹、方允伟、陈尚、陈建明、黄英。

GB/T7689。 4— zO01的 历 次 版 本 发 布 情 况 为 :

———GB/T7689。 ⒌—1989。

亠刖 亠一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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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材料 机 织物试验方法

第 4部 分 :弯 曲硬挺度的测定

1 范 围

GB/T7689的 本部分规定了用固 织物弯曲硬挺度的方法。

本方法不适用于柔软的

2 规 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

ISo2 atmospheres for

conditioni

ISO riducts-Mats

and Fab

3 原 理

将一

试样伸出

向移动试样 ,使

与平台的延长面

成 狃。5°的

根据

注:本 测试方 ;第 81页 和 Journal of the

textile insti

仪器

4.1 固 定角弯曲计 ,其构成如图 1所 示 。

在水平平台 P上 有一个滑尺 s,在 滑尺的上表面有以毫米为单位的刻度。

滑尺下表面有一层高摩擦的抗静电材料 ,如橡胶片。水平平台 P的 上表面要打磨光滑 ,当滑尺 S

向前移动时能够带动试样一起向前移动。

滑尺的宽度应为 25mm,长 度至少为 300mm,质 量应为每厘米长度 10g± 2g。

当水平平台 P的 前缘与滑尺 S的 前缘重合时,滑尺 s的 零刻度线和仪器的基准线 D重 合。两条刻

在仪器透明侧壁上的标识线 L1和 L2,与 水平平台 P的 前缘相交 ,同时组成与水平平台 P的 延长面成

狃。5°的平面。                                    ∶ Ⅱ

仪器的测量范围由它的尺寸决定,仪器的尺寸应能足以测量试样伸出部分的长度。

4.2 摸 板 ,其 尺 寸 为 250mm× 25mm。

4.3 适 当的裁剪工具。                          P

曲、扭转倾向的或

的应用是宓不可少的。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碎

丨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testing)

tern11nat1

度和单位面积质量,计算普通弯曲硬挺度。

下 两 个 公 开 出 版 的 报 告 ,Shirley Institute Memors第

1930),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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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D— —水平平台上的基准线 ;

L1—

—

标 识 线 ;

L2—

—

标 识 线 ;

P— —水平平台;   ∷

s— —滑尺。

图 1 固 定角弯曲计

5 调 湿和试验环境

试样应该按 IS0291规 定的温度为 23℃ ±2℃ ,相对湿度为(50± 10)%的 标准环境条件下调湿至

少 6h,直 至在 2h间 隔内每个试样的质量变化不超过初始质量的 0.25%。

试验应在相同的环境中进行 。

6 试 样

从被测织物上裁取宽 25mm,长 250mm的 矩形试样。                  ∶

试样的长边平行于织物的经纱方向(称为经向试样)和垂直于织物的经纱方向(称为纬向试样)各裁

取 6个 试样 ,每个试样都要标记织物的正反面。          ∴

尽可能地使所有的经向试样都不含有相同的经纱 ,或纬向试样都不含有相同的纬纱。

不应在织边、布端或有折痕和折叠的部分裁取试样 ,织物和试样应尽可能少地操作。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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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操 作

7.1 把 弯曲计(4。D放 在水平的桌面上 ,把试样放在水平平台 P上 ,使其⊥端和水平平台的前缘重合。

把滑尺 S放 在试样上 ,使滑尺的零点和基准线 D对 齐。缓慢地向前推动滑尺 ,使试样伸出平台的边缘 ,

试样在 自重作用下向下弯曲,继续向前推动滑尺直到试样的前端到达标识线 L1和 L2组 成的平面。

若试样扭转 ,应使前端的中点和标识线对齐。

读出与准基准线 D重 合的滑尺 S的 读数 ,该读数即为试样的伸出长度 ,以毫米(mm)表 示。

注 1:在 读数前,对滑尺的位置微调使得滑尺的刻度线与基准线平行。

注2:按 下述的方法放置弯曲计对操作是有帮助的,滑尺的零点对着操作者,并使其处于能方便读数的高度。在仪

器的一侧放置或粘贴一面镜子,可以方便地观察试样前端与标识线L1和 L2组 成的平面接触的情况。

7.2 按 照同样的操作测试另外两个相同方向、相同表:面的试样 。重复操作测试 同一方向、另一表面的

试样。

7.3 重 复 7.1和 7.2测 试另∵方向的试样。

8 结 果表示

分别按经向和纬向计算正反两个表面试样伸出长度的平均值 L。

用上述平均值 ,分别按式(1)计 算经向和纬向正反两个表面的普通弯曲硬挺度 G:

G=唰 队
㈢

3 ⋯

⋯ ⋯ ⋯ ⋯ ⋯
(1)

式中:

G— —普通弯曲硬挺度 ,单位为毫牛米(mN· m);

卩A—
—单位面积质量 ,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按 ISo3374测 试 ;

L— —伸出长度平均值 ,单位为米(m)。      ;

9 试 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

D 说 明依据本部分 ;

ω 识 别所有被测织物的必要详情 ,包括织物结构 ;

0 调 湿和试验的温湿度 ;

o 调 湿时间,如不同于规定 ;

Θ 经 向和纬向试样数量 ,如不同于规定 ;

D 织 物经向正面和反面的弯曲硬挺度 ;

⒆ 织 物纬向正面和反面的弯曲硬挺度 ;                     冖

ω 本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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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试 验 日期 ;

j) 其 他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