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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参考了国际标准草案 ISO/DIS 13937.2-1995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  第 2

部分：裤形试样撕破强力的测定》及 ISO/DIS13937-4：1995《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 第 4

部分：舌形试样撕破强力的测定》对 GB3917-83《织物单舌法撕破强力试验方法》进行修订

的。 

本标准与原标准相比在技术内容上有重大变化： 

1、方法与试样：原标准为单舌法，现标准为舌形试样法，包括单舌试样和双舌试样两

种方法。与此相应试样尺寸也作了改变； 

2、使用仪器：原标准为等速牵引型（CRT）或等速伸长型（CRE），现标准规定为等速伸

长型； 

3、牵引速度：原标准一般比织物为（200±10）mm/min，毛织物为（50±2）mm/min，

现标准规定为（100±10）mm/min。 

4、计算的结果：原标准采用最高峰或五峰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现采用 12峰平均值。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包括三个部分： 

第 1部分：撕破强力的测定  冲击摆锤法； 

第 2部分：舌形试样撕破强力的测定； 

第 3部分：梯形试样撕破强力的测定。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C、附录 D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总会科技发展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总会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云兰、丁玉梅。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 

第 2 部分：舌形试样撕破强力的测定 

Textiles-Tear properties of fabrics-  

Part2:Determination of tear force of tongue shaped test specimens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舌形试样测定织物撕破强力的测定方法，包括单舌试样和双舌试样。 

本标准适用于机织物和有其他技术生产的织物。 

本标准不适用于针织物、机织弹性织物等的撕破强力。 

本标准规定使用等速伸长型（CRE）试验仪。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

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

可能性。 

GB 6529-86 纺织品的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等速伸长试验仪  constant rate of exension （CRE）testing machine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一只铗钳固定的，另一只铗钳作等速运动的一种拉伸试验仪。 

3.2 隔距长度  gauge length 

   试验装置上两个有效夹持线之间的距离。 

3.3 撕破强力   tear force 

   在规定条件下，使试样上初始切口扩展所需的力。 

3.4 峰值 peak 

   在强力-伸长曲线上，斜率由正变负点处对应的强力值。 

3.5 撕破长度  length of tear 

   从开始施力至终止，切口扩展的距离。 

3.6 单舌试样 trouser shaped stst specimen 

   在条形试样的短边中间切开一规定长度的切口，形成可供夹持的两条裤腿状试样（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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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撕裂长度终点标记

                       图1  单舌试样尺寸

3.7双舌试样  tongue shaped test specimen 

  在条形试样中切开规定间距的长度的两个切口，形成以供夹持的舌状试样（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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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撕裂长度终点标记

                       图2  双舌试样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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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理  

舌形试样夹入拉伸试验仪中，使试样切口线上下铗之间成直线（见图 3、图 4）。开动机器

将拉力施加于切口方向，记录直至撕裂到规定长度内的撕破强力，并根据自动绘声绘色图仪

绘声绘色出的曲线上的峰值或通过电子装置计算出撕破强力。 

 



图3  单舌试样夹持器

*

 

5 取样 

 按产品标准的规定，或按有关方面的协议取样。 

 在没有上述要求的情况下，附录 A给出取样示例。 

 附录 B是从样品上裁取试样的一个示例。注意应避开折皱处、布边及织物上无代表性的区域。 

 

6 仪器 

6.1 等速伸长 

等到速伸长试验仪应满足下列要求： 

拉伸速度可调在 100mm/min±10mm/min范围内。 

在仪器使用范围内的任何一点显示或记录的撕破强力的最大误差不得超过±1%，显示或

记录的铗钳间距误差不得超过±1mm 。 

注：基所用仪器无法满足要求，应在试验报告中写明。 

若强力和伸长记录是通过数据采集芯片和软件获得的，则数据采集的频率至少应为 8 次

/s。 

隔距长度可设定为 100mm。 

6.2 夹持装置 

    仪器两只铗钳的中心点应在拉伸直线内，铗钳端线应与拉伸直线成直角，夹持面应在同

一平面内。铗钳设计时应保证即能夹持住试样而不使其滑移，又不会割破或损坏试样。铗 钳

有效宽度根据试样类型而定。双舌试样，至少 50mm；单舌试样，至少 200mm。 

6.3 裁样装置 

所用装置最好是裁样器或板样，能裁取如图 1或图 2所示的试样。 

 



7 调湿和试验用大气 

  预调湿、调湿和试验用大气按照 GB6529执行。 

 

8 试样的备制 

8.1 总则 

每块样品裁取两组试样，一组为经向或纵向，另一组为纬向或横向。 

每组试样应至少有五块试样或按协议更多一些。按第 5 章及附录 B 的规定，每两块试样

不能含有同一根长度方向或横向的纱线。不能在距布边 150mm内取样。 

8.2 形状与尺寸 

8.2.1 单舌试样（见图 1）为矩形长条，长 220mm±2mm，宽 50mm±1mm，每个试样应从宽度

方向的正中切开一长为 100mm±1mm 的平行于长度方向的裂口。在条样中间距未切割端 25mm

±1mm处标出撕裂终点。 

如果有关双方协议可以使用宽度不是 50mm 的试样，附录 D给出了关于使用宽条试样的建

议。 

8.2.2 双舌试样（见图 2）为矩形长条，长 220mm±2mm，宽 50mm±2mm，每个试样切开一个

沿长度方向的（100mm±2mm）×（50mm±1mm）的舌形，距舌端的 50mm±1mm处在试样的两边

画一条直线 abcd。在条样中间未切割端 25mm±1mm处标出撕裂终点。 

8.3 试样裁取 

   对机织物，每个试样一冼于织物的经向或纬向作为长边裁取。度样长边平行于经向的撕裂

称为“纬向撕破”，试样长边平行于纬向的撕裂称为“经向撕破”（见附录 B）。 

 

9 步骤 

9.1 隔距长度设置 

    将拉伸试验仪的隔距长度 100mm。 

9.2 拉伸速度设置 

将拉伸试验仪的拉伸速率设定为 100mm/min。 

9.3 试样的安装 

9.3.1 单舌试样：如图 3 所示将试榇夹在铗钳中，每条裤腿各夹入一只铗钳中，切割铗钳的

中心线对齐。试样的未切割端处自由状态。注意保证每条裤腿固定于铗钳中使撕裂开始时是

平行于切口且在撕力所施的方向上。不加预加力产避免松驰现象。 

9.3.2 双舌试样：如图 4 所示将试样的舌头夹在铗钳的中心且对称，使直线 bc刚好可见。将

试样的两长条对称地夹入仪器的移动铗钳中，使直线 ab 和 cd 刚好可见，并使试样的两长条

平行于撕力方向。注意保证每条舌形被固定于铗钳中能使撕裂开始时是平行于撕力所施的方

向。不加预张力并避免松驰现象。 

 

 

 



图4  双舌试样夹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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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操作 

开动仪器使撕破持续拉至试样至试样终点标记处。 

用记录仪或电子记录装置记录每个试榇在每一织物方向的撕破强力（N）和撕破长度。 

观察撕破是否是沿所施加力的方向进行以及是否有纱线从织物中滑移而不是被撕裂的现

象。如果试样没有从铗钳中滑移的情况，且撕裂是沿着施力方向进行的，则此试验结果可被

确认否则结果应剔除。 

如果五个试样中有三个或更多个试样的试验结果剔除，则可认不此方法不适用该样品。 

如果协议增加试样，则最好加倍试样数量。 

 

10 结果的计算 

10.1 从记录纸记录的强力-伸长曲线上人工计算撕破强力。 

附录 C给予出院了计算实例。 

10.1.1 分割峰值曲线：从第一峰开始至最后峰结束等分布成四个区域。第一区域峰值舍去不

用，其余三个区域，在每个区域选择并标出两个最高峰和两个最低峰。 

注 

1、按上述规定进行计算而选取峰值时，该峰两侧强力下降段的绝对值至少超过上升段的绝对值 10%，

否则不应选取。 

2、对高密度织物，则应减慢记录走纸速率，以图纸峰值清晰为准。 

10.1.2 计算每个试样的 12个峰值的算术平均值，单位为 N。如果需要，可记录这三个区域内

的最大和最小峰值。 

   注：人工计算只能取有限数目的峰值以节约时间，建议使用电子方式对所有峰值进行计算。 

10.1.3 计算同方向的样品撕破强力的总算术平均值，以 N表示，并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10.1.4 如果需要，计算变异系数精确 0.1%和将按 10.1.2试样的平均值计算所得的平均值四



舍五入后的 95%置信区间。 

10.2 用电子装置计算 

附录 C给予出计算实例。 

10.2.1 将第一个峰和最后一个峰之间等分成四个区域，舍去第一个区域的峰值，记录余下三

个区域内的所有峰值。峰值的确认按 10.1.1规定。 

10.2.2 用按 10.2.1记录的所有峰值计算试样撕破强力的算术平均值。 

10.2.3 以每个试样的平均值计算所有同方向的试样撕破强力的总的算术平均值，以 N表示，

并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10.2.4 如果需要，计算出变异系数精确至 0.1%和将按 10.2.2 试样年平均值计算所得的平均

值四舍五入后的 95%置信区间。 

 

 11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1.1一般资料 

a）参照本标准、试验日期； 

b）样品规格，如果需要可说明取样程序。 

c）试样数量，剔除试验结果数及剔除原因。 

d）撕裂特征； 

e）人工或电子装置计算的平均值； 

f）任何偏离本标准的细节。 

11.2试验结果 

11.2.1 经向纬度向撕破强力的平均值，单位 N。如果只有三个或四个试样是正常撕破的，

应另外分别注明每个试样的试验结果。 

11.2.2 如有约定，给予出每个试样最大值的平均值，单位 N。 

11.2.3如需要，给出变异系数（%）。  

11.2.4如需要，给出 95%置信区间，单位 N。 

11.2.5如需要，列出每块试样的最小和最大撕破强力，单位 N。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推荐的取样程序 

A1批量样品（丛一次装运的或一批货物中取数匹） 

如表 A1所示从一次装运的或一批货物中随机取适量的匹样。应保证样品中没有损伤印痕或

运输过程中的破坏性损坏。 

表 A1批量样品 

 

 

 

 

 

 

 

A2 实验室样品数量 

   从批量样品匠每匹中，在至少离匹端 3m以上处随机剪取长度至少为 1m的全幅织物作为实

验室样品。应保证样品无折皱或可见的疵点。 

 

 

 

 

 

 

 

 

 

 

 

 

 

 

 

 

 

 

 

同批装运的或一批货物的总的匹数 批样的最少匹数 

≤3 

4～10 

11～30 

31～75 

≥76 

1 

2 

3 

4 

5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从实验样品上剪取试样图 

d

d

1)

2)

  d=150mm
    

1）“纬向”撕破试样

2）“经向”撕破试样
                 
          图B1实验室样品中剪取试样实例

                                附   录   C 

（提示的附录） 

撕破强力计算实例 

 

 

 

 

 

 

 

 

 

 

 

 

 

 

 

 

 



人工计算： 

每一区域内的最高峰值△； 

每个区域内的最低峰值   ； 

电子计算： 

用第 1至第 3区域内所有满足（3.4）要求的峰值。 

 

附 录  D 

（提示的附录） 

宽型单舌试样 

根据 9.4 条的要求，撕破时纱线是从织物滑移而不是被撕裂、撕破不完全或不是沿着施

力的方向进行的，则试样应剔除。 

如果五只试样中三只以上被剔除，则可认为此方法不适用于该样品。 

对于某些特殊的抗撕织物，如松散织物、裂缝织物和用于技术应用方面的（如涂层或气

袋）人造纤维织物。本标准推荐使用将试样宽度放宽的宽型试样法（见图 1）以重新试验。

用于夹持的每条裤腿人外面折叠平行并指向切口，使每条裤腿的夹持宽度是切口宽度的一半

（见图 D2）。 

所有其他试验均需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但铗钳宽度至少是试样宽度的一半。必须按 10.2

条估计所有的峰值。特别设计的抗织物可能形成一条“不寻常”的撕裂轨迹，这通常是这些

织物的特性，建议按合同规定进行，并包含一个记录撕裂轨迹的估值。 

注：其他宽度按协议执行。 

200±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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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撕裂长度终点标记。

                                     图 D1  试样尺寸图 

 

 



 

 

图D2  试样夹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