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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纤维长丝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GB／T 14344--2008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聚酯(涤纶)、聚酰胺(锦纶)、聚丙烯(丙纶)、纤维素纤维等化学长丝拉伸性能的试验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纤维长丝(预取向丝、牵伸丝、变形丝等)。从织物中抽出来的化学纤维长丝可参

照使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张力自0．05 cN／dtex增加到0．1 cN／dtex时，伸长率大于o．5％的长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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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291．1纺织纺织材料性能和试验术语第1部分：纤维与纱线

GB／T 3291．3纺织纺织材料性能和试验术语第3部分：通用

GB／T 6502合成纤维长丝取样方法

GB／T 6529纺织品的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GB／T 8170数值修约规则

GB／T 14343合成纤维长丝线密度试验方法

3术语和定义

GB／T 3291．1和GB／T 3291．3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原理

在规定条件下，在等速拉伸仪上将纤维拉至断裂，从强力一伸长曲线或数据显示或数据采集系统中

得到试样的断裂强力、断裂伸长、定负荷伸长、定伸长负荷、初始模量和断裂功等拉伸性能的测定值。

5装置和材料

5．1等速伸长型试验仪(CRE)，装载试样可以手动或使用自动装载装置。仪器应配备如下装置：

a) 电子测力装置。

b)能绘出强力一伸长曲线的自动记录仪或数据收集系统。数据收集系统的数据采集速率应足够

高，以满足实际强力和指示强力之间的最大允许差异小于实际强力的1％和实际伸长与指示

伸长之间的最大允许差异小于0．5 mm的要求。

c) 夹持器。夹持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1)夹持器可以在规定的隔距长度处夹住试样；

2)夹持器可以把隔距长度设定到至少250 mml

3) 动夹持器以恒定的速度移动，速度变异小于4％；

4)在连续试验期间，动夹持器回复到不同起始位置的最大允许差异小于0．25 mm；

5) 夹持器应能夹住试样且没有滑移，也不能损伤试样而造成在钳口处断裂。

注1：夹持器标准型的钳口应是平面无衬垫的，但如果不能防止试样的滑移，根据协议可以使用其他形式的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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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器。例如，有衬垫夹面的夹持器或缆柱型夹持器。

注2：由于夹持器的型式对试样的断裂伸长率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关各方应使用同类型的夹持器。

5．2其他试验工具和材料：

a)缕纱测长仪：用于将实验室样品制备成试验丝缕；

b)纱框或类似的装置：用于零张力下支撑试验丝缕，使长丝顺利地转移到拉伸试验仪上；

c)旋转筒子架：用于支撑实验室样品，使试样易于在低张力下转移；

d)可伸缩筒：对于加捻长丝，为了避免在调湿或松弛过程中退捻，要有可伸缩筒；

e)容器：用于在水中浸渍试样；

f)蒸馏水、软水或去离子水等；

g)0．1％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水溶液。

6试验通则

6．1取样

6．1．1实验室样品抽取

——散件实验室样品按需取出；

——批量样品中实验室样品抽取按GB／T 6502规定。

6．1．2试样制备

a)对于无支撑卷装，按GB／T 6502规定取出实验室样品(卷装)，为了试样能顺利地转移到拉伸

试验仪上，可用5．2a)规定的缕纱测长仪制成丝缕。

b)从织物中拆取的长丝试样(不适合使用自动试验)。织物样品应充分满足试样数量和长度的

要求。在拆取试样的过程中，应小心避免捻度的损失和使试样受意外张力。

1)机织物：经向试样应取自不同的经纱，纬向试样应尽量从不同的区域中随机拆取有代表

性的纱线。

2)针织物：试样应尽量代表不同的纱线。

不要抽取在运输途中意外受潮、擦伤或包装已经打开的卷装。

6．2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采用GB／T 6529规定的纺织品的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6．2．1预调湿

当试样回潮率超过公定回潮率时，需要进行预调湿：

a)温度不超过50℃；

b)相对湿度5％～25％；

c)时间大于30 rain。

6．2．2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6．2．2．1涤纶、丙纶长丝

a)温度(20土2)℃；

b)相对湿度(65土5)％；

c)调湿时间4 h。

6．2．2．2其他纤维长丝

a) 温度(20土2)℃；

b)相对湿度(65±2)％；

c)推荐调湿时间16 h。

双方约定调湿时间可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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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试验条件

6．3．1预加张力

6．3．1．1试样的预加张力按式(1)计算：

F—P×T

式中：

F——预加张力负荷，单位为厘牛(cN)；

GB／T 14344--2008

T_一试样的名义线密度，单位为分特(dtex)；
P——单位线密度的预加张力，单位为厘牛每分特(eN／dtex)。

6．3．1．2单位线密度的预加张力：

a)牵伸丝、预取向丝、双收缩丝、空气变形丝为(o．05±0．005)cN／dtex；

b)变形丝为(O．20士0．02)cN／dtex}

c)纤维素纤维类为(0．05±0．005)cN／dtex，测定湿态断裂强力和伸长时为干态时二分之一。

对于不适合以上规定的标准预张力的长丝，可按附录B求取后规定其他值。在所有情况下，预张

力都按名义线密度计算。

6．3．2夹持距离

当试样的平均断裂伸长率小于50％时为(500土1．o)mm；

当试样的平均断裂伸长率大于等于50％时为(250±1．0)ram。

注：如有关各方同意也可以采用其他夹持距离。

6．3．3拉伸速度

按表1规定选择动夹持器的位移速度。

表1试验速度

动夹持器的速度

断裂伸长率／％ 隔距长度／mm 每分钟移动的距离
动夹持器速度／(ram／rain)

(以隔距长度的百分率表示)／％

<3 500 10 50

≥3～<8 500 50 250

≥8～<50 500 100 500

≥50 250 400 1 000

注：如相关方同意也可以采用其他拉伸速度。

6．3．4强力量程

选择强力量程，应使断裂强力落在所选满量程的20％～90％范围内。

6．3．5伸长量程

选择伸长量程，应使断裂伸长落在所选满量程的20％～90％范围内。

6．3．6隔距调整

夹持试样前，应检查钳口是否相互对齐和平行，应确保受力后夹钳不歪斜。

6．4试验次数

试验的次数根据不同情况规定如下：

a)散件实验室样品：每个卷装试验两次以上且每批样品的试验总次数不低于20次；

b) 批量实验室样品：每个卷装试验两次；

c)除规定的实验室样品卷装数，对确定为95％置信水平时，当置信区间半宽值与总平均值的差

异超出士2．5％(对于断裂强力)或土5％(对于断裂伸长率)，则需按附录c规定增加卷装数；

d) 仲裁检验时对按6．1所取的每个实验室样品各试验5份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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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验步骤

7．1 干态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测定

7．1．1操作条件

同6．3。

7．1．2装样方法

7．1．2．1手动装样

7．1．2．1．1预张力起动

把经调湿平衡的实验室样品，去掉表层数十米以后，将一端引入上夹持器的钳口中并拧紧，小心地

防止丝的捻度变化或意外拉伸。把试样的另一端引入下夹持器的钳口中并在未拧紧端加上一个预张力

砝码或拖动丝端以施加一个规定的预张力。确保长丝定位于夹持器的钳口中心位置，拧紧下夹持器。

注：除采用静负荷加载法——加预加张力砝码外，也可以采用弹簧或气动机构等预加张力装置。

7．1．2．1．2松弛起动

把调湿平衡的实验室样品，去掉表层数十米以后，将试样的一端引人夹持器的一个钳口中并拧紧，

再把试样的另一端引入在第二个钳口中，并保持试样正好处在松弛状态(张力正好为零)。确保长丝处

在夹持器钳口的中心位置，拧紧夹持器。

注：采用松弛起动时，起始长度不是确切的500 1T,_E，但当拧紧夹持器时，由于试样是松弛的，其长度总是稍长一些。

如果伸长率是按8．1．2规定计算，这个附加的长度不影响试验结果。

7．1．2．2自动装样

把经调湿平衡的实验室样品，去掉表层数十米后，放在自动强力机的筒子架上，并把丝端装入拉伸

试验仪的夹持装置里，设定试验程序。

7．1．3试验

起动拉伸试验仪，并让其在规定的条件下运行。

7．1．4注意事项

操作者应查明在试验过程中不会因滑移而产生虚假的增长。废弃因打滑或在离夹持器边缘10 mm

内断裂的所有测定值，如废弃次数超过总次数的10％，应检修或调换夹持器，并重新进行试验。

7．2钩接强力测定

7．2．1操作条件

同6．3，但预加张力为其规定的两倍。

7．2．2装样方法

7．2．2．1预张力起动

把经调湿平衡的实验室样品，去掉表层数十米以后，取出两根试样，每根长60 cm以上，按图1相互

钩接，将一根试样的两端夹人上夹持器的钳口中并拧紧，把另一根试样的两端引入下夹持器钳口中并在

未拧紧端加上规定的预张力砝码或拖动丝端以施加一个规定的预张力。确保试样钩接处在上、下夹持

器之间的中间位置和试样定位于夹持器钳口的中心位置，拧紧下夹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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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松弛起动

把经调湿平衡的实验室样品，去掉表层数十米以后，取出两根试样，每根长度60 cm以上，按图l相

互钩接，将一根试样的两端引入夹持器的一个钳口中并拧紧，把另一根试样的两端引入第二个钳口中，

并保持试样正好处在松弛状态(张力正好为零)。确保试样钩接处在上、下夹持器之间的中间位置和试

样定位于夹持器之间的中间位置，拧紧夹持器。

7．2．3试验

同7．1．3。

7．2．4注意事项

在钩接处以外断裂数据应剔除。计算钩接强度时线密度为实测线密度的两倍。

7．3打结强力测定

7．3．1操作条件

同6．3。

7．3．2装样方法

按7．1．2．1规定的手动程序装样。其中：每根试样的长度在60 cm以上，并按图2规定打结，装样

时将打结处定位于上、下夹持器之间的中间位置。

a)“Z”捻打结法 b)⋯S’捻打结法

图2试样打结方法图

7．3．3试验

同7．1．3。

7．3．4注意事项

不在打结处断裂数据应剔除。

7．4湿态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测定

7．4．1操作条件

同6．3。

7．4．2装样方法

按7．1．2．1规定的手动程序装样。但试样制各方法如下：

a)按6．2规定所取的实验室样品，不需要进行调湿平衡。

b)废弃实验室样品表层的数十米丝后，取一根试样(长度60 cm以上)，夹住两端以防捻度损失，

将它浸入温度为(20土2)℃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纤维素纤维浸入蒸馏水中约2 rain即可)。

c)对于抗润湿的试样，可以用浓度不超过0．1％的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水溶液使之充分浸透。

整个浸湿操作期间，应避免捻度损失和试样受意外拉伸。

7．4．3试验

同7．1．3。

7．4．4注意事项

7．4．4．1应注意试样从浸渍槽中取出至试样断裂不得超过2 rain。

7．4．4．2浸渍槽中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至少在一周内更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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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数据收集

从强力一伸长曲线或数据显示或数据采集系统中确定每次试验的断裂强力、断裂伸长、定负荷伸长、

定伸长负荷、模量等各项性能指标测定值，以及有关各方协议中规定的所有其他参数。

8结果计算

8．1断裂伸长率

8．1．1预张力起动时，断裂伸长率按式(2)计算：
F

￡一f-×100 ⋯⋯⋯⋯⋯⋯⋯⋯⋯⋯(2)
L 0

式中：

e——断裂伸长率，％；

E——伸长值，单位为毫米(ram)；

L。——起始长度，单位为毫米(ram)。

8．1．2在松弛起动情况下起始长度按式(3)计算：

Lo一(L。+D) ⋯⋯⋯⋯⋯⋯⋯⋯⋯⋯(3)

式中：

L，——起动时的隔距长度，单位为毫米(mm)；

D——动夹持器从起始位置到强力等于标准预张力时的位移，单位为毫米(mm)。

8．2断裂强度

断裂强度按式(4)计算：

’’

。一丁

式中：

a——断裂强度，单位为厘牛每分特(cN／dtex)；

F——试样的断裂强力，单位为厘牛(cN)；

T——同一实验室样品测得的平均线密度，单位为分特(dtex)。

8．3模量

模量按式(5)计算： CM一％端
式中：

cM——模量，单位为牛每特(N／rex)；

F，——强力一伸长曲线上点1处的强力，单位为牛(N)；

F。——强力一伸长曲线上点2处的强力，单位为牛(N)；

E。——对应于F1处的伸长率，％；

E：——对应于Fz处的伸长率，％；

T——同一实验室样品上测得的线密度，单位为分特(dtex)。

注：点F1，F2，或者E。，昂应加以规定，并经有关各方商定。

8．4断裂功

断裂功按式(6)计算：

叫一A×B×C×10卅 ⋯⋯⋯⋯⋯⋯⋯⋯⋯⋯(6)

式中：

五——断裂功，单位为牛·厘米(N·cm)；

A——强力一伸长曲线下面所包含的面积(可用求积仪或积分仪求得)，单位为平方毫米(mm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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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强力刻度系数，单位为牛每毫米(N／mm)；

c——伸长率刻度系数[图上单位长度(1 ram)代表的试样伸长长度]，单位为毫米(ram)。

8．5断裂韧度(断裂比功)

断裂韧度(断裂比功)按式(7)计算：

删一错0 X104⋯
式中：

EM——断裂韧度，单位为焦耳每克(J／g)；

A——强力一伸长曲线下所包含的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2)；

B——强力刻度系数，单位为牛每毫米(N／mm)；

c——伸长刻度系数[图上单位长度(1 ram)代表的试样伸长长度]，单位为毫米(mm)；

L0——在规定预加张力下试样的起始长度，单位为毫米(mm)；

T——同一实验室样品测得的线密度，单位为分特(dtex)。

8．6测定线密度

按GB／T 14343规定，测定同一实验室样品的线密度。

8．7统计分析

当要对每个试样统计分析时见附录c。

8．8数据修约

各项试验结果按GB／T 8170规定修约，断裂强力、断裂强度、模量、变异系数等修约到小数点后两

位，断裂伸长率修约到小数点后一位。如果仪器受限，以仪器的最高有限位数为准。

8．9结果计算

计算每个实验室样品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并用这些算术平均值计算货批的算术总平均值。

9允差

如果需要，生产厂应规定货批断裂强度、断裂伸长率和其他参数的允差。

10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

a)样品的名称和规格；

b) 被选作批量样品包装件的号码标识；

c) 采用的试验方法及所有的试验参数；

d)实验室样品的个项性能测试结果，如果计算标准偏差和变异系数，则要写入报告；

e) 经协商后对试验步骤的修改提示及其他与本标准不一致的部分；

f)观察到的异常现象；

g)试验人员，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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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快速调湿方法

A．1本方法规定了试样快速调湿的时间。

A．2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本方法需经有关各方协商之后方能采用。

A．3调湿时间见表A．1。

表A．1快速调湿时间

试样的标准回潮率／％ 最少调湿时间／h

2以上～13 4

2及以下 2

8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预加张力求取方法

GB／T 14344--2008

B．1对某些试样，如6．3．1规定的预加张力不适用时，可由有关各方协商按下列方法确定。

B．2试验在等速伸长(CRE)试验仪上进行。

B．3按7．1．2．1．2手动装样的松弛启动程序，在试样呈松弛状态下进行拉伸试验，得出的强力一伸长曲

线如图B．1所示。

在强力一伸长曲线原点附近取强力变化随伸长变化最大点A，作切线与伸长轴相交于E，由E作垂

线与强力一伸长曲线相交于F。，F。所示的强力值即为所求的预加张力。

图B．1负荷一伸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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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单值

附录C

(规范性附录)

统计：术语和计算

每一次测定的结果称为试验单值。由一个样品的每一次测定值计算得到的算术平均值，称为该样

品的单值。以各样品的单值参加计算实验室样品的算术总平均值，这些样品单值称为一组单值。

C．2频数

每个实验室样品中一组单值的数目称频数。在第J组中单值的数目用嘶表示。^表示组的数目。

单值总数n按式(c．1)计算：
^

n一∑q ⋯⋯⋯⋯⋯⋯⋯一(C．1)
J—l

C．3算术平均值

单值z-，z。，z。，⋯z。的算术平均值(暑。)是单值的总和除以它们的个数(n)，见式(C．2)。

五I地生：垫一暨 ⋯⋯⋯⋯⋯(c．2)

在由E组组成的频数表中，算术平均值(甄)按式(c．3)计算：

弱一—学一挲⋯⋯⋯⋯⋯㈨。，
C．4算术总平均值

不论如何分组(见单值)，一组单值的总平均即为算术总平均值(王和歹)。只有在各组所含的单值

个数相同时，算术总平均值(置)可由各组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得到，见式(c．4)。

C．5方差和标准偏差

一组单值的方差(，)是各单值与算术平均值之差的平方和除以单值个数减一，即(n一1)，见式(c．5)。

∑(五一劫2，一型i丁
一组单值的标准偏差(s)是方差的平方根：

塾丁一



或

式中：

一——样品的个数；

五——单个样品的算术平均值；

王——实验室样品的算术总平均值。

在频数分布的情况下，按式(c．7)或式(c．8)进行计算：

∑Yj(-％一萝)2
s2一』土———_一7"Z—I

垃研(乃一罗)z
s一√型_二广

C．6变异系数

标准偏差与算术平均值之比值，见式(c．9)或式(c．10)。

CVb一兰×100
Z

或

CVb一当×100

GB／T 14344--2008

⋯⋯⋯⋯⋯⋯⋯⋯⋯⋯(C．8)

⋯⋯⋯⋯⋯⋯(C．10)

式中：

cⅥ——变异系数，％。

C．7置信界限

一组单值的n次试验值近似正态分布。在实验室样品的算术总平均值(茁)左右，对称地划定一个

区间，使所试验的真实算术平均值以给定的百分率(本标准要求95％)落在该区间中。

注：该百分率称为置信水平，置信水平有时以0和1之同的数字表示，但通常以百分率表示。

从(z—c)到(茁+f)的区间称为置信区间，(i—c)和(z+c)称为置信界限。

在规定的置信水平下，置信区间的半宽值c是由算术总平均值来估计批量样品的真实算术平均值，

所产生误差的最大值。置信区间的半宽值由式(c．11)得出：

一r老
式中：

f——系数(在所要求的95％置信水平下，可从与n成函数关系的表C．1得到)；

s——标准偏差；

n——单值的个数。

注：当对仪器方面的精度要求足够严格时，系统误差可以忽略不计。通常以算术总平均值的百分率C来表示半宽

值f，见式(c．12)或式(c．13)。

C一÷×100

C一￡掣 ⋯⋯⋯⋯⋯⋯⋯⋯(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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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n与f的函数关系表

4 3．18 15 2．14 26 2．06

5 2．78 16 2．13 27 2．06

6 2．57 17 2．12 28 2．05

7 2．45 18 2．11 29 2．05

8 2．36 19 2．10 30 2．04

9 2．3l 20 2．09 31～40 2．03

10 2．26 2l 2．09 41～60 Z．01

11 2．23 22 2．08 61～120 1．99

12 2．20 23 2．07 121～230 1．97

13 2．18 24 2．07 >230 1_96

14 2．16 25 2．06

试验中个别试样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需要从批量样品中取得的一系列实验室样品进行独立的试

验。每个实验室样品试验多个试样，按第c．3章计算该实验室样品一系列单值的算术平均值。按第

c．5章计算每个实验室样品的每组单值算术平均值对算术总平均值的标准偏差。算术总平均值的置信

界限可由该标准偏差计算，此处n为所测试的实验室样品个数。

C．8试验数量的再确定

按GB／T 6502规定抽取实验室样品经测试后，若未能达到规定的置信区间，就有必要增加试验次

数。如果已经作了n次测试，计算标准偏差s或变异系数CV“。如超过规定的置信区间，为了到达所要

求的置信区间半宽值c+或C’，试验次数应增加m次，77／按式(c．14)或式(c．15)计算：
2

m—f2×：5百-一n ⋯⋯⋯⋯⋯⋯⋯⋯⋯⋯(C．14)

或

m纠×晋一”
式中：

f——表C．1中与n值相对应的值。

在这种情况下，用(m+n)次试验结果计算平均值和置信区间，且检查新的置信区间是否满足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