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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０５Ｘ１２：２００１《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Ｘ１２部分：耐摩擦色牢度》（英文版）。

本标准根据ＩＳＯ１０５Ｘ１２：２００１重新起草。本标准与ＩＳＯ１０５Ｘ１２：２００１的主要差异如下：

１．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引用了与所引用国际标准对应的我国标准，其中 ＧＢ／Ｔ７５６５替代了

ＩＳＯ１０５Ｆ０９；

２．删除了４．１．２关于ＡＡＴＣＣ仪器的注；

３．在４．３的注中增加了建议的耐水细砂纸规格；

４．删除了调湿时具体温度和湿度的规定，直接引用了与此温湿度相同的ＧＢ／Ｔ６５２９的规定；

５．将４．４中校验试验调整为注的内容；

６．在６．１中对颜色面积小且聚集在一起的试样增加了“可参照本条款规定”；

７．增加了６．３的注２；

８．第８章中增加了ｄ）条。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３９２０—１９９７《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本标准与 ＧＢ／Ｔ３９２０—

１９９７的主要变化如下：

１．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了ＧＢ／Ｔ６５２９和ＩＳＯ１０５Ｘ１６；

２．增加了摩擦布尺寸、圆形摩擦头尺寸以及摩擦头压力的允差；

３．长方形摩擦头尺寸由“１９ｍｍ×２５ｍｍ”改为“１９ｍｍ×２５．４ｍｍ”；

４．摩擦头的动程由“１００ｍｍ”改为“（１０４±３）ｍｍ”；

５．试样尺寸由“不小于５０ｍｍ×２００ｍｍ”改为“不小于５０ｍｍ×１４０ｍｍ”；

６．增加了剪取与织物经向或纬向成一定角度的可选试样；

７．增加了对小面积印花试样的描述；

８．增加了“耐水细砂纸，或不锈钢丝直径为１ｍｍ，网孔宽约为２０ｍｍ的金属网”的使用；

９．摩擦布的含水率由“９５％～１０５％”改为“９５％～１００％”；

１０．将可调节的轧液装置的使用改为注的内容；

１１．增加了对试样调湿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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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ＳＡＣ／ＴＣ２０９／ＳＣ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中纺标（北京）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杭州天堂伞业集

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斯颖、陈建华、张其平、赵纯圭。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３９２０—１９８３、ＧＢ／Ｔ３９２０—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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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各类纺织品耐摩擦沾色牢度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由各类纤维制成的，经染色或印花的纱线、织物和纺织制品，包括纺织地毯和其他绒

类织物。

每一样品可做两个试验，一个使用干摩擦布，一个使用湿摩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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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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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６１５１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通则（ＧＢ／Ｔ６１５１—１９９７，ｅｑｖＩＳＯ１０５Ａ０１：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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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７５６８．２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标准贴衬织物　第２部分：棉和粘胶纤维（ＧＢ／Ｔ７５６８．２—

２００８，ＩＳＯ／ＤＩＳ１０５Ｆ０２：２００８，ＭＯＤ）

ＩＳＯ１０５Ｘ１６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Ｘ１６部分：耐摩擦色牢度　小面积

３　原理

将纺织试样分别与一块干摩擦布和一块湿摩擦布摩擦，评定摩擦布沾色程度。耐摩擦色牢度试验

仪通过两个可选尺寸的摩擦头提供了两种组合试验条件：一种用于绒类织物；一种用于单色织物或大面

积印花织物。

４　设备和材料

４．１　耐摩擦色牢度试验仪，具有两种可选尺寸的摩擦头作往复直线摩擦运动。

４．１．１　用于绒类织物（包括纺织地毯）：长方形摩擦表面的摩擦头尺寸为１９ｍｍ×２５．４ｍｍ。摩擦头施

以向下的压力为（９±０．２）Ｎ，直线往复动程为（１０４±３）ｍｍ。

注：使用直径为（１６±０．１）ｍｍ的摩擦头对绒类织物试验，在评定对摩擦布的沾色程度时可能会遇到困难，这是由于

摩擦布在摩擦圆形区域周边部位会产生沾色严重的现象，即产生晕轮。对绒类织物试验时，使用４．１．１所述的

摩擦头会消除晕轮现象。对绒毛较长的织物，即使使用长方形摩擦头评定沾色时也可能会遇到困难。

４．１．２　用于其他纺织品：摩擦头由一个直径为（１６±０．１）ｍｍ 的圆柱体构成，施以向下的压力为

（９±０．２）Ｎ，直线往复动程为（１０４±３）ｍｍ。

４．２　棉摩擦布，符合ＧＢ／Ｔ７５６８．２的规定，剪成（５０ｍｍ±２ｍｍ）×（５０ｍｍ±２ｍｍ）的正方形用于

４．１．２的摩擦头，剪成（２５ｍｍ±２ｍｍ）×（１００ｍｍ±２ｍｍ）的长方形用于４．１．１的摩擦头。

４．３　耐水细砂纸，或不锈钢丝直径为１ｍｍ、网孔宽约为２０ｍｍ的金属网。

注：宜注意到使用的金属网或砂纸的特性，在其上放置纺织试样试验时，可能会在试样上留下印迹，这会造成错误

评级。对纺织织物可优先选用砂纸进行试验，选用６００目氧化铝耐水细砂纸已被证明对测试是合适的。

４．４　评定沾色用灰卡，符合ＧＢ／Ｔ２５１。

注：需定期对试验操作和设备进行校验，并做好记录。一般使用内部已知试样，做三次干摩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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