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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4218《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分为以下若干部分:
———第1部分: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第2部分:厚度的测定;
———第3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第5部分:耐机械穿透性的测定(钢球顶破法);
———第6部分:吸收性的测定;
———第8部分:液体穿透时间的测定(模拟尿液);
———第10部分:落絮的测定;
———第11部分:溢流量的测定;
———第12部分:受压吸收性的测定;
———第13部分:液体多次穿透时间的测定;
———第14部分:包覆材料返湿量的测定;
———第15部分:透气性的测定;
———第16部分:抗渗水性的测定(静水压法);
———第17部分:渗水性的测定(喷淋冲击法);
———第18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抓样法);
———第101部分:抗生理盐水性能的测定(梅森瓶法)。
本部分为GB/T24218的第5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9073-5:2008《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5部分:耐机

械穿透性的测定(钢球顶破法)》。
本部分与ISO9073-5:2008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如下:
———简化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国际标准替换为相应的国家标准,删除了对ISO186和ISO10012的引用;
———删除了非织造布、等速牵引试验仪和伸长3个术语;
———将ISO9073-5:2008的6.4中关于对仪器的计量要求并入本标准5.1内,将等速牵引试验仪改

为等速伸长试验仪,增加了试验仪测力精确度的要求,图1的试验装置照片改为示意图;
———将ISO9073-5:2008的5.3和5.4并入本标准5.2中,钢球直径由(25.400±0.005)mm取整为

(25.00±0.02)mm;
———环形夹持器内径由(44.500±0.025)mm取整为(45.0±0.5)mm;
———修改了ISO9073-5:2008的6.1的取样方法;
———将ISO9073-5:2008的6.5中试验系统校验方法调整为注的内容;
———增加本标准6.8结果计算。
本部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9)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纺标(北京)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

码所。
本部分起草人:韩玉茹、郑宇英、徐路、李健。

Ⅰ

GB/T24218.5—2016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5部分:耐机械穿透性的测定

(钢球顶破法)

1 范围

GB/T24218的本部分规定了采用规定直径的钢球测定非织造布耐机械穿透性的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非织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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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529 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GB/T6529—2008,ISO139:2005,MOD)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顶破强力 burstingstrength
在规定条件下,作用于织物平面的垂直方向,使织物扩张致其破裂所需要的力。

4 原理

将试样夹持在固定基座的环形夹持器内,钢球顶杆以恒定的移动速度垂直地顶向试样,使试样变形

直至破裂,测得顶破强力。

5 仪器

5.1 等速伸长试验仪,配有钢球顶破装置(5.2),可设为压缩模式。在仪器全量程内的任意点,指示或

记录顶破强力的误差应不超过±1%。

5.2 钢球顶破装置包括抛光钢球顶杆和环形试样夹持器。抛光钢球顶杆的钢球直径为(25.00±
0.02)mm。环形试样夹持器的内径为(45.0±0.5)mm。在试验过程中,试样夹持器固定,钢球顶杆以恒

定的速度移动。(参见图1)
如果相关方同意,抛光钢球直径和环形试样夹持器内径可采用其他尺寸,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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