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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舌GB／T3903．36--2008／IS022774：2004GB／T3903的本部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22774：2004《鞋类鞋带试验方法耐磨性能》(英文版)。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a)“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b)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c)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d)删除国际标准的目录；e)对于ISO22774：2004中所引用的国际标准，本部分直接引用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标准；f)删除国际标准的附录。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本部分由全国制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福建省鞋服质量检测中心、福建泉州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莆田市标龙设备设计中心。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戚晓霞、闫宏伟、尤永谊、戴建辉、陈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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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类 鞋带试验方法 耐磨性能

1范围

GB／T 3903的本部分规定了测定鞋带反复摩擦的耐磨强度的三个试验方法。

——方法1：鞋带与鞋带的摩擦；

——方法2：鞋带与标准鞋眼的摩擦；

——方法3：鞋带与鞋眼(从鞋上剪切)的摩擦。

本部分适用于各种鞋类用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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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903的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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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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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GB／T 22049鞋类 鞋类和鞋类部件环境调节及试验用标准环境(GB／T 22049 2008，ISO

18454：2001，IDT)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GB／T 3903的本部分。

3．1

鞋带耐磨性能abrasion resistance of shoe laces

鞋带与相似鞋带或鞋眼之间进行反复摩擦时，鞋带的耐摩擦能力。

3．2

断裂时的循环次数number of cycles to failure

试样断裂时往复摩擦次数的算术平均值。

3．3

断裂类型type of failure

较短鞋带或较长鞋带的断裂，连同各自的磨损情况一并描述。

4试验原理

鞋带穿过环孔，环孔由以下形成：

——用垫圈固定一个相似的鞋带环孔(方法1)；

——鞋眼(方法2和方法3)。

环孔以精确的角度固定，鞋带与环孔的固定接触点穿过环孔。鞋带在标准张力下夹持，鞋带在线圈

中做往复运动直到断裂。

5试验设备和材料

5．1一般情况

5．1．1有一个或多个工作位的试验机器(见图1)：



GB／T3903．36--2008／IS022774：2004注：在本试验中可以使用少于六个工作位的试验机器。在这种情况下，重复试验直到六个试样都进行了试验(见8．1．6)。方法1：鞋带一鞋带摩擦．b方法2和方法3：鞋带一鞋眼摩擦＼D一60m⋯35mHl±5mmE2mm熏疆爨疆缀骚焱强疆焱锻聪躜猿疆强蠢湖．K农⋯⋯～⋯⋯1⋯⋯⋯⋯⋯⋯⋯＼＼6＼71——鞋带环孔；2——垫圈；3——拉力(2．45N±0．03N)4一一静止夹具钳；5——可移动央具钳；6——金属条；7——鞋眼；8——拉力(2．45N土0．03N)。图I鞋带摩擦的平面图5．1．2可移动夹具钳，能牢固固定：一一鞋带的两端(方法1)；一一金属条的一端(见5．1．8)(方法2和方法3)。5．1．3静止夹具钳在与可移动夹具钳同一水平面上固定，夹持鞋带一端。当静止夹具钳和可移动夹具钳相距最短时，静止夹具钳与可移动夹具钳的距离为280mm士50mm。最短距离用D表示。5．1．4在与静止夹具钳(5．1．3)同一水平面上相距35mm±5mm的地方用拉力设备将鞋带固定，施加2．45N±0．03N的力，见图1。将鞋带穿过一个滑轮后，在鞋带较低的垂直部分的末端悬挂2509±39重物来施加拉力。5．1．5可移动夹具钳(5．1．2)进行往复运动，移动距离为35mm±2mm，以60r／rain+6r／min的速率回到原始点。5．1．6计数器，当鞋带或鞋眼断裂时记录摩擦次数。5．1．7对于方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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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的垫圈，宽度为25 ram土5 mm。夹持可移动夹具钳中的鞋带环孔的两个端头(见图1)，

在拉力的作用下，环孔的端头与垫圈形成一个以垫圈为底边的等腰三角形，鞋带边之间的夹角

为52．5。±5．0。；

——为了将垫圈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使用夹角为52．5。的样板。

5．1．8对于方法2，一个宽度大约为25 m1]．|l的金属条，厚度大约为1 mm和长度大约为D2 60 mm。

金属条的一端固定在可移动夹具钳(5．1．2)中，另一端固定鞋眼。

5．2标准鞋眼

具有以下性质(方法2)：

——结构：可见(标准／扁平)类型；

——金属类型：铜；

——内孔的公称直径：4．5 mm；

——整体公称长度：5．5 mm。

5．3六个鞋眼(方法2和方法3)

5．3．1方法2

安装板：坚硬纤维板，厚度3．0 mm±O．5 mm。鞋眼固定到直径为5．0 mm+O．2 mm的孔中(剪切

带有鞋眼的纤维板使能安装到机器中)，将其固定到金属条上(图1)。

5．3．2方法3

从鞋上剪切包括鞋眼的样品，将其固定到金属条上(图1)。

6取样

6．1方法1

6．1．1剪切六个鞋带试样，长度至少为2×(D 160)mm。

如果有足够的成品鞋带，分别从独立鞋带上剪切试样。

6．1．2剪切六个鞋带，每个长度为500 mm±10 mm。

如果有足够的成品鞋带，分别从独立鞋带上剪切试样。

对于一些设备，只要鞋带试样(6．1．1)能够与鞋带试样(6．1．2)相互摩擦，可以使用100 mm的短鞋

带，将鞋带首尾连接起来使之变长进行试验。

6．2方法2和方法3

剪切六个鞋带，每个长度为300 mm±10 mm。

如果有足够的成品鞋带，分别从独立鞋带上剪切试样。

对于一些设备，只要鞋带试样能够与鞋眼(5．3)相互摩擦，可以使用100 mm的短鞋带，将鞋带首尾

连接起来使之变长进行试验。

7环境调节

将试样和试样夹持器放置在按GB／T 22049规定的标准环境下，时问至少48 h，并在此环境下进行

试验。

8试验步骤

8．1方法1

8．1．1 将鞋带(6．1．1)的两端都固定在可移动夹具钳(5．1．2)中，使之形成一个长度大约为2×(D

的环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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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903．36--2008／1S022774：20048．1．2将鞋带(6．1．2)的一端固定在相应的静止夹具钳(5．1．3)中。8．1．3将鞋带(6．1．2)另一自由端穿过由鞋带(6．1．”形成的环孔(8．1．1)中。8．1．4对鞋带(6．1．2)自由端施加2．45N±0．03N的拉力。8．1．5将垫圈(5．1．7)安装到由鞋带(6．1．1)形成的环孔中，向与鞋带(6．1．2)接触点方向滑动，直到样板(5．1．7)显示鞋带(6．1．1)形成环孔的顶角角度为52．5。±5．0。(图1)。8．1．6另外五双鞋带(6．1．1和6．1．2)重复8．1．1和8．1．5的步骤，对于少于六个工作位的仪器，重复8．1．1～8．1．4的步骤直到六双试样都进行试验。8．1．7将计数器(5．1．6)回零，开动机器(5．1)。8．1．8当所有的鞋带(8．1．6)都断裂时停止机器。8．1．9记录每个鞋带断裂时的循环次数和断裂类型(3．3)。8．2方法28．2．1将鞋眼(5．3．2)(包括标准鞋眼)固定到每个金属条(5．1．8)的端头上，保证试验用鞋眼和金属条的相对位置与成鞋上鞋眼和鞋眼护条的相对位置一致。8．2．2将金属条的另一端夹持在可移动夹具钳(5．1．2)上，鞋眼与可移动夹具钳的距离大约为D60mm。8．2．3对六个试样(6．2)中的每个试样进行8．1．2--8．1．4的步骤，所不同的是将它们穿到鞋眼(5．3)中而不是将其穿到鞋带环孔中。对于少于六个工作位的仪器，见8．1．6。8．2．4进行8．1．7～8．1．8的步骤。8．2．5对于每个鞋带试样，记录断裂时的次数、断裂类型(3．3)和鞋眼的受损情况。8．3方法38．3．1将鞋眼(5．3．2)(包括从鞋上剪切的样品)固定到金属条的端头上(5．1．8)，保证试验用鞋眼和金属条的相对位置与成鞋上鞋眼和鞋眼护条的相对位置一致。8．3．2将金属条的另一端夹持到可移动夹具钳(5．1．2)中，鞋眼与可移动夹具钳的距离大约为D一60mm。8．3．3六个鞋带试样(6．2)进行8．1．2--8．1．4的步骤，所不同的是将它们穿到鞋眼(5．3)中而不是将其穿到鞋带环iL中。对于少于六个工作位的仪器，见8．1．6。8．3．4进行8．1．7～8．1．8的步骤。8．3．5对于每个鞋带试样，记录断裂时的次数、断裂类型(3．3)和鞋眼的受损情况。9计算和试验结果计算六个试样中每个试样断裂时的摩擦次数(8．1．9、8．2．5和8．3．5中记录值)的算术平均值。10试验报告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a)GB／T3903的本部分编号。b)使用的试验方法[方法1：鞋带与鞋带的摩擦；或方法2：鞋带和标准鞋眼的摩擦；或方法3：鞋带与鞋眼(从鞋上剪切)的摩擦]。c)详细描述：1)鞋带(方法1)；2)鞋带和标准鞋眼(方法2)；3)鞋带和从鞋上剪切的鞋眼(方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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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断裂时摩擦次数的算术平均值(第9章)。

e) 断裂时的摩擦次数。

f) 断裂类型。

g)与本试验方法的任何偏差和任何影响到试验结果的情况。

h)试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