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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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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类 鞋底试验方法 抗疲劳性能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鞋底抗疲劳性能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鞋号235及以上的成品鞋及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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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049—2019 鞋类 鞋类和鞋类部件环境调节及试验用标准环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疲劳压缩 fatiguecompression
对试样施加多次循环压缩测试,通过测试材料受循环压缩前后性能的变化,用以表征材料的恢复

性能。

3.2 
抗疲劳压缩性能 fatigueresistanceofanti-compression
材料在一定压力、一定时间和一定的压缩次数条件下,保持其表观、物理机械性能和功能不发生变

化的能力。

4 原理

以一定的速率对鞋底材料施加接近人慢跑时足底的压力值,模拟实际穿着中足部对材料的反复压

缩过程,测试疲劳压缩一定次数以后,材料的厚度、性能和外观变化情况,用厚度和性能的变化率及外观

前后对比等指标来评估鞋底材料的抗疲劳性能。

5 试验设备

5.1 反复疲劳压缩试验机

5.1.1 试验平台:面积≥(500mm×500mm),平台中心对准冲击头,台面平坦且没有弹性。

5.1.2 驱动方式:仪器使用液压等驱动方式,保证冲击头能够进行一定的压力和行程反复压缩-释放的

过程。

5.1.3 冲锤:材质为6061铝合金,前掌和后跟分别使用模拟各自足部施力部位形状的冲锤[前掌冲锤

形状见图1a),后跟冲锤形状见图1b)]。前掌冲锤面长×宽=(85±1)mm×(50±1)mm,冲锤球冠的

高为5mm;后跟冲锤面为直径=(50±1)mm的圆形,冲锤球冠的高为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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