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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SO 14419:1998《纺织品

本标准与 ISO 14419:1998的差异如下 :

拒油性 抗碳氢化合物试验》

    — 本标准中引用的GB 6529《纺织品的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是参照国际标准中引用的

        ISO 139:1973《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制定的，其中一级大气与ISO 139:1973

          等同 。

    — 第6章的表1“标准试液”中，去掉“0”编号的内容。

    — 由于6. 2的内容为美国生产的白矿物油的编号，作为国家标准不适用，因此取消6. 2,

    - 7. 2的“白色纺织吸液纸”改为“白色吸液垫”

    — 在9. 3和9.4中增加:“按图1和10. 1评定每个液滴”和“按10. 2评定试样对该级油试液是否

        有效” 9. 4和9. 5中与第10章有关的内容作了叙述上的调整。

    — 将第10章的技术内容整理、归纳为三部分:“10. 1 液滴分类和描述”;"10. 2 试样对某级油

        液是否‘有效’的评定”;"10.3 单个试样拒油等级的确定”。使这章的内容更清晰，便于操作。

    — 增加了“参考文献”

    本标准的附录A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标准分会归口。

    本标 准由纺织工业标准化研 究所、国家质量 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国际检验 检疫标准 与技术法规 研究

中心负责起草。

    本标 准主要起草 人:徐路、郑 宇英、蒲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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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拒油性 抗碳氢化合物试验

范围

    本标准用于评定织物对所选取的一系列具有不同表面张力的液态碳氢化合物的抗吸收性。

    本标准旨在为抗油沾污性能提供指导。它能给出一个粗略的拒油等级，通常拒油等级越高，试样抵

抗油类材料，尤其是抗液态油类物质沾污的性能越好。本标准特别适用于比较同一基布经不同整理剂

整理后的拒油效果。本标准也可用于测定水洗和干洗处理对试样拒油性的影响。水洗和干洗的处理程

序推荐采用GB/T 8629或GB/ T 19981. 2,

    本标准不适用于评估试样抗油类化学品的渗透性能，对于这方面的评定参见ISO 65300

规 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6529 纺织品的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

级 grade

表示质量特性的多级标准参照等级中任何一个级别的符号。

注:试样的级表示与标准参 照等级比较所得到的一个质量水 平。

拒油性 oil repellency

织物抵抗 吸收油类液体 的特性 。

原理

    将选取的不同表面张力的一系列碳氢化合物标准试液滴加在试样表面，然后观察润湿、芯吸和接触

角 的情况 。拒油等级以没有润湿试样 的试液最高 编号表示。

5 安全预防措施

5. 1 应遵循良好的实验室操作。处理试验液体时，要戴安全眼镜和不透液体的手套。

5.2 本标准中的某些碳氢化合物是易燃的，要保持其远离热源、火花和火焰。要适当通风，避免长时间

吸人蒸汽或接触皮肤。

    注:这些安全措施仅是一个信息，措施是附属于试验程序的。本标准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在对本标准中

        的材料进行操作时，使用者有责任采用安全和适当的方法，对材料的安全数据记录和其他制造商的建议等特别

        细节应 咨询制造商。

试 剂

    所有试剂必须是分析纯的。要确保标准试液在20℃士2℃下使用和贮存。标准试液按表1准备和

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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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 准 试 液

组 成 油试液编号
                  }
    密度/(kg/L)

{
25℃时表面张力/(Nzm)

白矿物油

                            一

l       0 84一 0 87 0 0315

白矿物油 :正十六烷=65:35(体积分数) 2 0 82 0.0296

正十六烷 3 0.77 00273

正十四烷 4 0 76
                                      一

          OtO264
�「

正十二烷 a

                      」

0.75
�l

} 0.0247

正癸烷 6

!

          0 73 0tO235

正辛烷 7 0 70 0.0214

正庚烷 8 0 69 0.01‘〕8

设备

7.1 滴瓶

    为便于操作，可将试液移到滴瓶中，每个滴瓶都标有油试液编号。典型的配套设备为6OmL配有

磨口吸管和氯丁橡胶吸头的滴瓶。橡胶吸头使用前应该在正庚烷中浸泡几小时，然后在干净的正庚烷

中清洗，去除可溶物质 按等级表中的顺序放置试液，以便于试验

    注:试液的纯度影响试液的表面张力，因此只能使用分析纯试液

7.2 白色吸液垫

    具有一定厚度和吸液能力的片状物，如:滤纸、粘纤非织造布门

73 试验手套

    普通用途 的手套 即可 。

试 样

    需要约20cm火20Cm的试样3块，所取试样有代表性，包含织物上不同的组织结构或不同的颜色

试验前，按GB6529将试样放在20℃士2℃和65%士2%的条件下平衡至少4h。

9 程序

9.1 把一块试样正面朝上平放在白色吸液垫(72)上，置于光滑的水平面上 试验应在GB6529规定

的标准大气中进行 如果试样从调湿室中移走，应在3omin内完成试验。

9.1.1 当评定稀松组织或薄的试样时，试样至少要放置两层，否则试液可能浸湿底衬的表面，而不是实

际的试验试样，在结果评定时会产生混淆。

9.1，2 装置、工作台和手套应该不含硅，含硅产品对评定拒油等级会产生不利影响。

9.2 在滴加试液之前，戴上干净手套(7 3)抚平绒毛，使绒毛尽可能地顺贴在试样上

9.3 从编号1的油试液开始，在代表试样物理和染色性能的5个部位上，小心地滴加5小滴(直径约

smm或体积约。.osmL)，液滴之间间隔大约4.ocm。在滴液时，吸管口应保持距试样表面约。，6cm

的高度，不要碰到试样。以约45角观察液滴30。士25，按图1和飞0.1评定每个液滴，并立即检查试样

的反面有没有润湿。按 10，2评定试样对该级油试液是否“有效”

9.4 如果试样对该级油试液“有效”或“可疑的有效”，则在液滴附近不影响前一个试验的地方滴加高一

个等级的试液，再观察305士2。 按图工和10.1评定每个液滴，立即检查试样的反面有没有润湿。按

10.2评定试样对该级油试液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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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等级 。

9.6

继续9. 4的操作，直到有一种试液在30 s士 2 s内使试样“无效”。按10. 3确定该试样的拒油

取第2块试样重复9. 1-9. 5的操作 可能需要第3块试样(见第11章)。

10 评定

  液滴分类和描述

液滴分为4类(见图1):

A类

B类

液滴清晰，具有大接触角的完好弧形。

圆形液滴 在试样上部分发暗 。

C类一一湿润或完全湿润，表现为接触角消失，芯吸明显，液滴闪光消失。

D类 完全湿润，表现为液滴和试样的交界面变深(发灰、发暗)，液滴消失

    对黑色或深色织物，可根据液滴闪光的消失确定为湿润;对某些表现为在试样和液滴界面是局部发

暗的，把在30 s士2s内界面完全变暗或者有任何芯吸现象作为润湿。

                                      图 1 液滴类型示例

10.2 试样对某级油液是否“有效”的评定

    无效:5个液滴中的3个(或3个以上)液滴为C类和(或)D类

    有效:5个液滴中的3个(或3个以上)液滴为A类。

    可疑的有效:5个液滴中的3个(或3个以上)液滴为B类。

10.3 单个试样拒油等级的确定

    试样的拒油等级是在30 s士2s期间未湿润试样的最高编号试液的数值，即以“无效”试液的前一级

的“有效”试液的编号表示。

    当试样为“可疑的有效”时，以该试液的编号减去。.5表示试样的拒油等级。

    当用白矿物油(编号1)试液，试样为“无效”时，试样的拒油等级为“。”级。

11 结果 的表 示

    拒油等级应由两个独立的试样测定。如果两个试样的等级相同，则报出该值。当两个等级不同时，

应做第三个试样。如果第三个试样的等级与前面两个测定中的一个相同，则报出第三个试样的等级

当第三个测定值与前两个测定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同时，报出中间值。例如，如果前两个等级为 3.。和

4.0，第三个测定值为4.5，则报出中间值4.。作为拒油等级。结果差异表示试样可能不均匀或者有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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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问题

12 试验 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a) 试验是按照本标准进行的;

b) 样品的详细描述;

c) 试样的数量;

d) 调湿和试验用大气;

e) 与规定程序的偏离;

f) 每块试样的拒油等级测定值;

Q) 样品的拒油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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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精密度和偏差说 明

A. 1 精密度

A.1.1 为了建立该方法的精密度，AATCC(美国纺织品染化师协会)于199。年9月和1991年4月组

织了2次实验室间联合试验。第一次有9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两名试验者，在3天中，每天对4种织

物(每种织物2个试样)进行评定，拒油等级集中在1级~2级和4级~5级，结果表明天之间的相互作

用不是明显的因素。第二次有7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两名试验者，在2天中，每天对2种织物进行评

定，拒油等级在2级~3级和5级~7级。将两次的试验结果综合一起作为精密度和偏差的报告

AATCC制定实验方案，为每个实验室提供实验所需的材料(包括标准试液，AATCC技术中心制作的

评级录像带，“有效”、“可疑的有效”和“无效”的实例，涤纶/棉纤维织物)，每种织物的等级以每天两个

(或三个)试样等级的中间值表示

A. 1.2 拒油等级的标准偏差构成如下:

    单个操作者 0.27

    操作者之间/实验室内 。.30

    实验室之间 0.39

A. 1. 3 极限偏差:如果A.1.2的偏差值等于或超过表A.1中的极限偏差，则认为试验结果在95概
率水平下存在明显差异。

                                      表A. 1 极限偏 差

样品数量 单个操作 者 实验室 内 实验室 之间

1 0. 75 1.12 1. 55

2 0. 53 0. 99 1. 45

3 0. 43 0. 94 l. 42

注:极限偏差用学生 L分布的无限自由度时t=1. 950来计算

A.2 偏差

拒油等级的真值仅能被定义为本试验方法的术语。在这一范围间，该试验方法没有已知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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