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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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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 透气性测定方法

Leather一 Determination of air permeability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皮革透气性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皮革。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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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9.2-84皮革— 物理性能测试用试片的空气调节

3 原理

    使用皮革透气性测定仪，使皮革试样两侧相反的方向上形成空气的压力差，而测量在此情况下透过

试样的空气体积。即单位面积透过空气速度的性能，结果以透气度〔mL/(cm' " h)〕表示。

4 仪器和工具

4.1 皮革透气性测定仪(见图1)

    其主要部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a)玻璃量筒:容积为100 cm',最小刻度1 cm';上端开口，带有磨口玻璃塞，下端装有一个倒U型

玻璃空气导管和一个排水管，排水管由一个水流控制开关控制。

    b)空气测试室:由金属制成，空心圆柱形，内径3. 56 cm(相当于10 cmz )，底部封闭，侧端开有一个

导气口;上部配有一个带螺纹的空心环状盖帽，内径3. 56 cm,装入试样后严密不漏气。

    c)胶皮导气管:内径8-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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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磨口塞，2一玻璃量筒;3一导气管;4一排水管;5一水流控制开关;6-空气

      控制开关;7-胶皮导气管t8一空气测试室;9一试样;10-盖帽

图 1

4.2 秒表:精度。.1 s,

4. 3 钢制模刀:内壁是正圆柱型，直径5. 5 cm。刀口内外表面形成200左右的角。这个角所形成的楔形

的高度，应大于皮革的厚度。

5 试验步骤

5门 仪器气密性检查

    关闭水流控制开关和空气控制开关，拔下磨口塞，向量筒中加水，并将磨口塞塞紧，然后打开水流控

制开关，如果水不从排水管中流出，表明气密性良好。

5.2 空白试验

    先不放试样，将水流控制开关和空气控制开关关闭，将((2。士3)℃的蒸馏水装满量筒，塞紧磨口塞。

打开水流控制开关，再打开空气控制开关，水从排水管处流出，当量筒内水位下降到刻度“。”位时，立即

开动秒表，待水位降到刻度“100"(即流完100 mL)时，立即停止秒表，记录所需时间为to(s).

    空白试验不得少于两次，两次平行测定值之差值，应不大于。. 5 s，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有效数字。

    注:对于((2。士3)'C的蒸馏水.流过100 mL时所需的时间应为(2。士1) s.如不在此范围内，应进行调节。

5. 3 试样试验

    用模刀切下试样，按GB 4689.2进行空气调节，然后将试样放在空气测试室内，上紧盖帽，按5. 2

步骤进行操作，记录流完100 mL水时所需时间t(s),

    每个试祥平行测定两次，两次平行测定值之差值，应不大于。.5s，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有效数字。
    注 若试样透气性很小，空气通过的时间在15 min以上时，可以把量简内所盛水的水平位置调整到零以下，不等到

        量筒中的水流完100 mL，记下5-10 min内透过空气的量(水柱下降的刻度).即停止试验，记录试验的时间‘

        (s)及水流毫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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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表示

透气度:以试样单位面积上 1h所透过空气的毫升数表示，计算公式如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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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K 透气度，mL/(cm'·h);

空白试验所需的时间，s;

试样透过100 mL空气所需的时间，s;

10— 空气透过的试样的面积，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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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 透气度，mL/(cm' " h);
      to-一一空白试验所需的时间，s;

t— 试样透过，mL空气所需的时间，s;

n— 试样透过空气量，mL,

计算结果保留整数位。

7 试验报告内容

    a)本标准编号;

    b)试样名称、编号、类型、厂家(或商标)、生产日期;

    c)试验结果(试验时间、最后结果);

    d)试验中出现的异常情况;

    e)实测方法与本标准的不同之处;

    f)试验人员、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