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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32023—2015《鞋类 整鞋试验方法 屈挠部位刚度》,与GB/T32023—2015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标准的范围(见第1章,2015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屈挠部位刚度”的定义(见3.1,2015年版的3.1);

c) 增加了“弯曲刚度”的术语和定义(见3.3);

d) 增加了弯曲刚度试验法的试验原理、仪器设备要求及试验方法(见4.2、5.2、7.2);

e) 更改了试样和环境调节要求(见第6章,2015年版的第6章);

f) 增加了弯曲刚度试验法的试验结果要求(见8.2);

g) 增加了试验报告中试验方法的要求(见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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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类 整鞋试验方法 屈挠部位刚度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测定鞋类屈挠部位刚度的试验方法。
———方法A:弯曲力矩试验法,适用于整鞋和鞋底(屈挠部位厚度大于25mm的除外);

  注:鞋底屈挠部位厚度包括内垫的厚度,即测量沿鞋底屈挠线方向上鞋底(含内垫)最厚处的厚度。

———方法B:弯曲刚度试验法,适用于整鞋和鞋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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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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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挠部位刚度 rigidityofflexingarea
整鞋或鞋底材料屈挠部位在受力时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

  注:用弯曲力矩或弯曲刚度来表示。

3.2
力矩 torque
垂直方向的力与旋转中心的距离的乘积。

  注:单位为牛米(N·m)。

3.3
弯曲刚度 bendingstiffness
材料抵抗变形的能力。

  注:用峰值力值与材料峰值形变的比值表示,单位为牛每毫米(N/mm)。

4 原理

4.1 方法A———弯曲力矩试验法

用鞋头夹持器固定鞋头部位,使屈挠部位靠后部分沿弯折轴弯曲到设定角度,测试所需弯折力矩用

来表示试样的屈挠部位刚度。

4.2 方法B———弯曲刚度试验法

将试样放在规定距离的两个支撑柱上,在两个支撑柱中心线上用冲锤对试样弯折位置冲击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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