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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对 FZ/T 70006-1999《针织物拉伸弹性回复率试验方法》进行了修订，本标准代替

FZ/T 70006- 1999

本标准与FZ/T 70006-199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试验用标准大气要求由原来的一级标准大气改为二级标准大气;

— 一规定了测试仪器应满足的要求;

—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 修改了附录B的定力值、反复拉伸次数;

— 试样的块数由原来的5块改为3块。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针织品分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针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秀琴、邢志贵、张丽梅。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ZB W60 001-1989,FZ/T 7000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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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物拉伸弹性回复率试验方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定伸长和定力法测定针织物的拉伸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 用于各 种针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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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9纺织品的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

术语 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标 准

弹性变形

材料在除去外力后，可回复的变形，对于针织物用拉伸弹性回复率表示。

3.2

塑性变形

材料在规定的条件下，变形后除去外力，不能恢复的变形。用塑性变形率表示。

定伸 长力

材料被拉 伸至规 定伸长率时相对应 的力。

3.4

定力伸长 率

材料受规定拉伸力作用时产生的伸长率。

4 原理

    使用专用仪器设备拉伸试样，使其长度发生变形，释负后根据其变形大小，计算弹性变形和塑性

变形。

5 仪器 和工具

5. 1测试仪器应满足下列要求(采用CRE型拉伸试验仪):

5.1.1 夹距长度:100 mm士1 mm.

5. 1.2 夹持器移动的恒定速度为100 mm/min，回程速度为50 mm/min，精确度为士2%

5. 1. 3 强力示值最大误差不超过I%，伸长示值最大误差不超过1 %0

5.1.4 仪器应能够设置预加张力。

5. 1.5 夹持试样的夹持器应防止试样拉伸时在钳口滑移

5. 1.6 仪器具备定力保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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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剪刀、钢尺(精确到1 mm)各一把。

6 调湿 和试 验用标准大气

6. 1 调湿和试验采用GB 6529规定的二级标准大气。

6.2 预调湿后，样品应放置在调湿用大气条件下吸湿平衡，通常棉及混纺织物调湿24 h，纯化纤织物

调湿 4h。

7 样 品和试 样

7. 1 样品须距布端1. 5 m以上处裁取。

7.2 试样应具有代表性，距布边10 cm以上处裁剪，要求表面平整，不得有影响试验结果的疵点

7.3 根据需要确定试验项目，每项试验裁剪直向和横向试样各3块，试样有效尺寸为 100 mm X

50 mmo

7.4 试样排列按照附录A给出的方法，一般情况采用乙法(平行法)裁剪，仲裁时可采用甲法(阶梯形)

裁剪，并使其长度方向一边与样品的纵行线圈(或横列线圈)相平行。

程序

8. 1 仪器的校正和准备

    调整好夹持器隔距 检查钳口准确的对正和平行，以保证施加的力不产生角度偏移

8.2 拉伸力和伸长率的测定

8.2. 1 定伸长 力的测定

    将试样长度方向的两端平整地紧固在夹持器内，开动仪器，施加1 N的预加张力，然后拉伸到预定

伸长值(见附录B)时止。停置1 min，仪器自动记录拉伸力值，测试结果以3块试样数据的平均值表示，

按GB/T 817。修约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8.2.2 定力伸长率的测定

    将试样长度的两端平整地紧固在夹持器内，开动仪器，施加1N的预加张力，当达到预定力值时，停

置1 min，仪器自动记录拉伸长度，测试结果以3块试样数据的平均值表示，按GB/T 8170修约到小数

点后一位。定力伸长率按式(1)计算

定力伸长率一孕X工。。%
                          」J们

(1)

    式 中:

    乙。— 试样加预加张力后的长度〔原始长度)，单位为毫米(mm) ;

    L— 拉伸长度，单位为毫米(mm).

8.3 拉伸弹性伸长回复率和塑性变形率的测定

8.3. 1 定伸长(率)拉伸弹性回复率和塑性变形率的测定

8.3.1.1 定伸长(率)一次拉伸弹性回复率和塑性变形率的测定

    将试样长度方向的两端平整地紧固在夹持器内，开动仪器，施加 1 N的预加张力，拉伸到预定伸长

率时，停置1 min，以回程速度回到起点，停置3 min，再加上1 N预加张力，自动记录此时试样长度，测

试结果以3块试样试验数据的平均值表示，按GB/T 817。修约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8.3. 1-2 定伸长(率)反复拉伸时弹性回复率和塑性变形率的测定

    按8.3.1.1的操作程序反复拉伸数次(见附录B)，自动记录最后一次试样长度，测试结果以3块试

样试验数据的平均值表示，按GB/T 817。修约至小数点后一位数。

8.3.2 定力拉伸弹性回复率和塑性变形率的测定

8.3.2. 1 定力一次拉伸弹性回复率和塑性变形率的测定

    将试样长度方向的两端平整地紧固在夹持器内，开动仪器，施加1 N的预加张力，当施加到预定力



FZ/T 70006-2004

值时(见附录B)，停置1 min，再以回程速度回到起点，停置3 min，加上1 N预加张力，自动记录此时试

样长度，测试结果以3块试样试验数据的平均值表示，按GB/T 8170修约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8.3.2.2 定力反复拉伸时弹性回复率和塑性变形率的测定

    按8.3.2.1的操作程序，反复拉伸数次(见附录B)后，自动记录最后一次试样长度，测定结果以

3块试样测试数据的平均值表示，按GB/T 817。修约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计算见式((2)和式((3):
么

-L

L

一L拉伸弹性回复率= X 100% (2)

塑性变形率= L0'-L0 X 1000aL} (3)

    式 中 :

    Lo— 试样加预加张力后的长度(原始长度)，单位为毫米(mm) ;

    L, I— 经拉伸试验后再加上预加张力时试样长度(塑性变形量在内)，单位为毫米(mm) ;

    岛1— 拉伸后(定伸长率或定力值)试样总长度，单位为毫米(mm).

8.4 应力松弛率的测定

    按8.2.1的操作程序停置预定时间(见附录B)，自动记录拉伸力值，测试结果以3块试样数据的平

均值表示，按GB/T 817。修约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计算见式((4):

                                应力松弛率=
虱 一 T, ，__。/
  二二一 入 1VV为 .............................. ̀ 4 /
    1}

式 中:

To— 试样拉伸到预定伸长时的力值，单位为牛(N);

T,— 放置预定时间后的力值，单位为牛(N),

试 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资料:

a) 本标准编号;

b) 样品名称、编号、规格;

c) 试样型式、状态、数量;

d) 采用的调湿和试验用大气;

e) 使用仪器的型号;

f) 夹距长度、拉伸速度、预加张力;

9) 注明各测试项目的试验参数(如:定伸长、定力、反复拉伸次数及上下延时时间);

h) 各项测试指标的平均值;

i) 试验H期;

J) 任何偏离本试验方法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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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 附录)

试 样 裁 剪 例 图

A. 1 甲法— 阶梯形裁样法

川 一
剑一十-一汁

‘一“‘。‘’口口口:二:一
T— 直向 ;

W— 横 向

图A. 1 阶梯法试样裁剪例图

A. 2 乙法— 平行裁样法

坦
板
侧

邓

1/10幅嗽

T— 直 向;

W一一横向。

图 A.2 平行 法试样裁 剪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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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 附录)

定伸长(率)、定力、反复拉伸次数及松弛停留时间

B. 1 定伸长(率)根据不同品种，线圈纵行方向或横列方向可选择10写,30%,50%等拉伸数值。

B. 2 定力根据不同品种，线圈纵行方向或横列方向力值可选择试样每1 cm宽加1 N,3 N,5 N,7 N等。

B. 3 反复拉伸次数(定伸长或定力)是根据不同品种，线圈纵行方向或横列方向可选择1次、3次、5次

或10次等适当次数。

B. 4 松弛时间(定伸长或定力)是根据不同品种，线圈纵行方向或横列方向可选择 1 min, 2 min,

3 min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