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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工业生产中要贯彻执行标准化，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合理使用原材料；在生产过程中，
要控制工艺条件，保证生产顺利进行，这些任务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通过分析检验工作提供可靠的数
据来完成。
那么革制品分析检验则是为革制品生产提供可靠数据，以正确控制革制品的生产工艺条件，保证生产
顺利进行，同时提高成品质量，合理使用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
　　本书主要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依据，参照部分国际及国外标准，介绍了大量国内外革制品检
测方面分析检验技术，内容涵盖了测试仪器和设备，检测方法齐全，资料丰富可靠，内容详实全面、
重点突出；体系完整、可操作性强，适用面广。
本书被教育部高等学校轻工与食品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为特色教材。
　　革制品分析检验包括原材料和成品分析检验两部分内容。
原材料分析检验包括皮革、橡胶、胶粘剂的分析检验。
因为人造革、合成革作为皮鞋、皮服装革的代用材料，在革制品行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它的质量
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也专门分章讲述。
原材料的分析检验一般包括化学组分和物理一机械性能的分析检验。
化学成分的分析检验对于控制这些原材料生产的作用跟别的作用相比显得更为重要些，所以本书主要
从原材料的使用价值考虑，主要分析检验其实用性，以物理一机械性能的分析检验为主。
　　由于主要进行物检分析，所用试验仪器就比较重要，所以，对一些比较重要仪器的结构，测定原
理和使用方法等也做了简单介绍。
　　本书第工章皮革物理一机械性能的分析检验由陕西科技大学罗晓民教授编写；第5章成品鞋分析
检验由陕西科技大学周越老师编写，其余章节由丁绍兰教授编写。
　　由于革制品所用原材料及革制品的种类比较多，致使革制品分析检验所涉及的面较广，加上编者
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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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革制品分析检验》主要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依据，参照部分国际及国外标准，介绍了大量国内
外革制品检测方面分析检验技术，内容涵盖了测试仪器和设备，检测方法齐全，资料丰富可靠，内容
详实全面、重点突出；体系完整、可操作性强，适用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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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皮革是革制品工业的主要原料，主要用于鞋面、鞋底及服装、箱包等。
所以，革制品质量的好坏绝大部分取决于所用原材料皮革质量的好坏。
皮革的质量是通过感官检验、穿用试验、显微结构检验和理化分析检验综合评定的。
　　感官检验，即通常所说的“手摸眼看”，靠人们的感觉器官，凭着经验从外观和手感对革的质量
进行评定，如革的丰满性、弹性、柔软性、粒面粗细、颜色等就是由感官检查评定的。
比如鞋面用皮革外观指标要求：全张革厚薄基本均匀，无异味、无油腻感；革身应丰满、柔软而有弹
性，不裂面、无管皱，主要部位不能松面；涂饰革的涂层应均匀、牢固；绒面革绒毛均匀、颜色基本
一致。
这种方法虽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检验方法简单，操作迅速，到目前为止，又没有更好的方法来代
替。
因此，仍被普遍采用，并与其他的科学方法相结合，全面地评定革的质量。
　　穿用试验是将革制成成品，如鞋、服装等，通过实际穿着使用。
在革制品的制造和使用过程中，从革的变化情况来确定制品的适用性和坚固性，这是直接证明革的质
量的最可靠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例如，比较底革的耐磨性，可采用对比方法做试验，一只鞋底用标准的底革制造，另一只鞋底用试验
的底革制造，同时，由许多劳动强度不同的穿用者进行穿用试验，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可以看出两种
底革的耐磨强度的差异，可以确定要试验的皮革的价值。
然而，这种方法所需用的时间长，影响因素复杂，物资耗费大，不能满足及时鉴定原材料、指导生产
的要求，所以，不能经常采用。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在评定新产品的质量或制造方法有重大的改变，用其他方法不能确定其质量时
，才进行穿用试验。
　　显微结构检验是将被检验的革用切片机切成薄片做成片子，在显微镜下观察其组织结构，对革的
质量做出有价值的鉴定。
根据纤维束排列的规则性，纤维组织的明晰度，说明生产过程进行是否正常和原料皮及成品革的特征
，从纤维束的交织角、弯曲度、紧密性可以确定革的物理性能。
由于显微结构的检验方法及使用的设备（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较为复杂和昂贵，观察的结果又
只能作为评定皮革质量的参考，不能直接量化表示革的质量，所以目前国内应用还不普遍。
　　理化分析检验则是通过定量的分析方法确定皮革的内在质量，包括物理一机械性能的检验（简称
“物检”）和化学组分的分析，通过检测革的抗张强度、单位负荷伸长率、撕裂强度、崩裂强度、收
缩温度、三氧化二铬含量、二氯甲烷萃取物、pH值等项目表征革内在质量和可加工性，革的透气性、
透水汽性，涂饰层的耐摩擦坚牢性、耐折性等项目表征革的实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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