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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 代 替 GB/T3903.33—2008《鞋 类 内 底 和 内 垫 试 验 方 法  吸 水 率 和 解 吸 率》,与

GB/T3903.33—2008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8年版的第2章);
———增加了表面的术语和定义(见3.3);
———图1中增加说明(见4.2.1);
———修改了试验报告(见第8章,2008年版的第8章)。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22649:2016《鞋类 内底和内垫试验方法 吸水率和解吸率》。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2050—2008 鞋类 样品和试样的取样位置、准备及环境调节时间(ISO17709:2004,

IDT);
———GB/T22049—2019 鞋类 鞋类和鞋类部件环境调节及试验用标准环境(ISO18454:2018,

IDT)。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制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05)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嘉兴市皮毛和制鞋工业研究所、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佛山林至高分子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姜苏杰、孟红伟、王小刚、陈谌。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3903.3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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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类 内底和内垫试验方法
吸水率和解吸率

1 范围

GB/T3903的本部分规定了测定内底和内垫的吸水率和解吸率的两种试验方法,不包括材料。
两种测定方法如下:
———方法A:测定内底和内垫的静态吸水率和解吸率;
———方法B:测定内底和内垫的动态吸水率和解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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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17709 鞋类 样品和试样的取样位置、准备及环境调节时间(Footwear—Samplinglocation,

preparationanddurationofconditioningofsamplesandtestpieces)

ISO18454 鞋类 鞋类和鞋类部件环境调节及试验用标准环境(Footwear—Standardatmospheres
forconditioningandtestingoffootwearandcomponentsforfootwear)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吸水率 waterabsorption
在规定时间内,试样吸收水分后单位面积质量的增加。

3.2
解吸率 waterdesorption
相对于试样的吸水质量,试样质量损失的百分比。

3.3
表面 surface
鞋穿用时,鞋材料的可见部分。

4 试验设备和材料

4.1 方法A

4.1.1 天平,精确到0.001g。

4.1.2 方形刀,裁切试样为(50±1)mm×(50±1)mm。刀模的刀刃有大约5°向外的导角,这样取样时

刀就不会损伤试样的边缘。

4.1.3 过滤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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