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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丝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01)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丝绸及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苏州刺绣研究所有限公司、苏州市古吴

绣皇工艺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仁和织绣工艺品有限公司、苏州太湖雪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丝绸

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杭志伟、郑桂泉、李婷、黄春娅、周颖、伍冬平、沈德龙、谢睛容、胡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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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纵观我国刺绣艺术的发展历史,长时间以来,按地域、民族的不同,逐渐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艺术绣

品,至清代确立了“苏绣(江苏)、湘绣(湖南)、粤绣(广东)、蜀绣(四川)”中国四大名绣。
苏绣是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一,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苏绣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至明代已形成“精、细、雅、洁”的风格,精细是苏绣艺人技艺高超、精湛的

表现,雅洁则是苏绣的美学特色,这四个字凝结着苏绣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苏绣具有很高的历史、文
化、艺术和收藏价值。

本标准旨在提高我国苏绣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推动苏绣的保护、传承和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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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绣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苏绣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和标识。
本标准适用于以桑蚕丝为主要原料制成的苏绣观赏品和实用品。
注:苏绣观赏品有摆件、挂件、立件、册页等,实用品有生活小用品、衣饰、家居用品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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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5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T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GB/T2910(所有部分)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3917.2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 第2部分: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392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3921—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

GB/T3922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度

GB/T3923.1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GB/T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571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四氯乙烯干洗色牢度

GB/T5713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8427—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

GB/T8628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织物试样和服装的准备、标记及测量

GB/T8629—2017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8630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的测定

GB/T13772.2 纺织品 机织物接缝处纱线抗滑移的测定 第2部分:定负荷法

GB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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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862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GB31701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FZ/T01057(所有部分)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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