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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７７６９：２００６《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洗涤后褶裥外观的试验方法》（英文版）。

本标准与ＩＳＯ７７６９：２００６的主要差异如下：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国际标准替换为国家标准；

———删除脚注１）中关于褶裥外观立体标准样板的购买信息。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３７７０—１９９２《纺织品　耐久压烫产品经家庭洗涤和干燥后褶裥外观的评定方

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３７７０—１９９２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改为《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洗涤后褶裥外观的试验方法》；

———范围中增加对洗衣机类型的规定；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ＧＢ／Ｔ１９９８１，删除ＧＢ／Ｔ６１５１；

———删除术语；

———原理中增加采用规定程序的要求；

———删除对胶合板尺寸的规定和试样支架；

———使用“褶裥外观立体标准样板”代替“ＡＡＴＣＣ塑料褶裥立体标样或ＡＡＴＣＣ褶裥标准样照”；

———试样的调湿时间由“调湿２ｈ”改为“调湿最少４ｈ，最多２４ｈ”；

———程序中增加评级的环境条件要求，评级中将试样一侧放置立体标准样板或标准样照修改为两

侧（图１相关部分修改）；

———表１中增加１．５、２．５、３．５和４．５四个等级；

———试验报告中增加了样品的细节，删除评级标准的选择；

———增加附录Ａ“精密度和偏倚”。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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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Ｃ／ＴＣ２０９／ＳＣ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纺织工业技术监督所、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小诚、张丹。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３７７０—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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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洗涤后

褶裥外观的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种评定织物经一次或几次洗涤处理后其压烫褶裥保持性的试验方法。由织物特性

决定的镶嵌式褶裥不包括在内。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ＧＢ／Ｔ８６２９规定的Ｂ型家用洗衣机的洗涤程序，也适用于Ａ型洗衣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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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５１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ＧＢ／Ｔ２５１—２００８，ＩＳＯ１０５Ａ０３：１９９３，

ＩＤＴ）

ＧＢ／Ｔ６５２９　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ＧＢ／Ｔ６５２９—２００８，ＩＳＯ１３９：２００５，ＭＯＤ）

ＧＢ／Ｔ８６２９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ＧＢ／Ｔ８６２９—２００１，ｅｑｖＩＳＯ６３３０：２０００）

ＧＢ／Ｔ１９９８１（所有部分）　纺织品　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干洗和湿洗［ＩＳＯ３１７５（所有部分）］

３　原理

３．１　使带有褶裥的织物试样经受模拟洗涤操作的程序。根据有关各方的协议，采用ＧＢ／Ｔ８６２９规定

的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之一或ＧＢ／Ｔ１９９８１规定的专业程序之一。

３．２　评定级数时，在悬挂式照明设备的适当位置补充一个聚光灯以加强褶裥区域的光照。在规定的照

明条件下，对试样和褶裥外观立体标准样板进行目测比较。

４　设备

４．１　洗涤和干燥设备或专业护理设备

按照ＧＢ／Ｔ８６２９或ＧＢ／Ｔ１９９８１的规定。

４．２　蒸汽熨斗或干熨熨斗

具有适合织物熨烫温度的调节装置。

４．３　照明

评级区域应为暗室，采用悬挂式照明设备（见图１和图２）和下列设备。灯的尺寸宜进行选择，即在

评级时能延伸到试样和褶裥外观立体标准样板的整个观察面以外。

４．３．１　两排犆犠（冷白色）荧光灯

无挡板或玻璃，每排灯管长度至少２ｍ，并排放置。

４．３．２　一个白色搪瓷反射罩

无挡板或玻璃。

４．３．３　一块厚胶合观测板

漆成灰色，符合ＧＢ／Ｔ２５１规定的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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