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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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12703《纺织品 静电性能试验方法》的第2部分。GB/T12703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电晕充电法;
———第2部分:手动摩擦法;
———第3部分:电荷量;
———第4部分:电阻率;
———第5部分:旋转机械摩擦法;
———第6部分:纤维泄露电阻;
———第7部分:动态静电压;
———第8部分:水平机械摩擦法。
本文件代替GB/T12703.2—2009《纺织品 静电性能的评定 第2部分:电荷面密度》,本文件与

GB/T12703.2—2009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9年版的第1章);
———修改并补充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9年版的第2章);
———修改并补充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9年版的第3章);
———修改了原理的表述(见第4章,2009年版的第4章);
———修改了调湿和试验用大气相对湿度(见第5章,2009年版的第6章);
———修改了试验装置的描述及装置示意图(见6.1,2009年版的5.1);
———修改了摩擦布的要求,增加腈纶摩擦布的测试(见6.2,2009年版的5.2);
———修改了摩擦棒的制备(见6.3,2009年版的5.2);
———修改了样品洗涤干燥处理程序(见7.2,2009年版的7.1);
———修改了每块试样的测试次数及试验结果的报出方式(见8.21,2009年版的第9章);
———调整第10章“电荷面密度技术要求”为资料性附录B(见附录B,2009年版的第10章);
———增加了附录A。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8080-3:2015《纺织品 织物静电性能评价的试验方法 第

3部分:手动摩擦法》。
本文件与ISO18080-3:2015的技术性差异如下:
———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国际标准替换为相应的国家标准,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具体调整

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8629代替了ISO6330;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9981.2代替了ISO3175-2;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9981.3代替了ISO3175-3;
● 删除了IEC61340-5-1的引用;

———增加了6.3.1中聚氯乙烯管厚度和长度的允差;
———增加了6.4中各尺寸的允差;
———在7.2.2中规定了洗涤剂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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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7.3中“至少调湿24h”更改为“调湿至平衡”;
———将8.11按压力40N调整为推荐性内容;
———在8.11中增加了“如采用机械手或类似装置进行上述程序,应在报告中注明。”;
———在8.14中增加了对法拉第筒进行消电处理的规定;
———在8.21中明确试验结果的修约位数;
———增加了第9章试验报告中洗涤次数的要求;
———删除了A.2.3.2中的漂洗程序。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标准名称改为《纺织品 静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2部分:手动摩擦法》;
———将第5章注中的ISO139修改为GB/T6529;
———在8.21中增加了“附录A给出了对比试验结果,附录B给出了试验结果的评定”的注;
———将A.2.2中对比实验室所用设备统一为电荷面密度测量装置;
———更正了表A.3中“实验室平均值”和“所有实验室平均值”的部分数值;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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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和邦纺

织科技有限公司、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辰鸿纺织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三发卫生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百事基材料(青岛)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百顺纺织实业有限公司、利郎(中国)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郑园园、袁俊良、何洁、李秋燕、任鹤宁、董二莹、李亚丰、唐芬芬、刘刚中、王珣 、

刘杰、许生军、王瑞玲、陈文达、赵亮、陈家盛 。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1年首次发布为GB/T12703—1991,2009年第一次修订为GB/T12703.2—2009;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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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除其他标准中已包括的静电安全危害和对敏感电子设备及系统的损害和干扰外,服装的静电还会

造成粘附、令人不适的电击、吸附空气中的尘土和其他污染物等问题。
在一些与精密技术、生物技术、食品、卫生等相关的快速发展行业中,要求服装能够阻挡空气粉尘污

染,同时穿着者通常也希望服装不易粘附皮肤或产生令人不适的电击。
包含ISO和IEC在内的许多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都有关于静电性能评价的标准,用于指导服装设

计,以避免静电带来的问题。然而,所测量的静电性能与最终使用性能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可能需要

根据应用的实际情况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试。
本文件描述的测试方法可用来测量经摩擦产生的纺织品表面的电荷面密度,是评价纺织材料静电

性能的测试方法之一。由于产生的电荷由纺织品的材料、表面情况及摩擦的性质决定,因此可以用轻柔

的摩擦来模拟实际穿着。
与任何手动操作程序一样,本文件对操作员有依赖性,且该依赖性无法消除。来自不同实验室的测

试结果可能相差超过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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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静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2部分:手动摩擦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使用手动摩擦法测定织物电荷面密度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能够承受摩擦起电操作的各种成分和结构的织物。
某些织物(如低强度或松结构的织物)可能不能承受本测试方法中的机械摩擦,或可能产生错误的

结果,在此情况下可使用GB/T12703.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本文件不适用于涉及个体安全及静电放电敏感装置防护的服装和服装材料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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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8629—2017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ISO6330:2012,MOD)

GB/T19981.2 纺织品 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干洗和湿洗 第2部分:使用四氯乙烯干洗和

整烫时性能试验的程序(GB/T19981.2—2014,ISO3175-2:2010,MOD)

GB/T19981.3 纺织品 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干洗和湿洗 第3部分:使用烃类溶剂干洗和

整烫时性能试验的程序(GB/T19981.3—2009,ISO3175-3:2003,IDT)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抗静电 antistatic
材料所具有的能够降低获得静电电荷的倾向或使静电电荷快速消散的性能。

3.2
导电 conductive
具有足够高的导电性,使材料或物体上任何部分的电势差不足以产生实际影响。
注:一般来说,导电材料的电阻低于105Ω,但不同标准对导电材料的电阻范围定义可能会有所不同。

3.3
摩擦电荷面密度 frictionalchargedensity
试样与其他织物摩擦后,试样单位面积上所带的电量。

4 原理

试样与另一种织物经摩擦后带电,用法拉第筒实验装置测量试样产生的电量,并计算电荷面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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