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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FZ/T12023—2011《芳纶1313本色纱线》,与FZ/T12023—2011相比,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文件名称调整为《间位芳纶本色纱线》;
———增加了间位芳纶本色纱“6.0tex~6.9tex”、“7.0tex~7.9tex”线密度范围考核指标(见表1);
———单纱指标增加了“千米棉结(+200%)”考核项目,股线指标增加了“捻度变异系数”考核项目

(见表1、表2,2011年版的表1、表2);
———调整了单纱线断裂强度、单纱线条干均匀度变异系数。(见表1、表2,2011年版的表1、表2);
———删除了芳纶1313纤维(棉型)本色纱线的技术要求(见2011年版的表3、表4);
———删除了取样规定,试验数量及次数按照各试验方法要求执行(见2011年版的表5);
———删除了计算值的数值修约规定(见2011年版的表6);
———删除了原文件资料性附录A,原文件附录B调整为现文件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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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位芳纶本色纱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间位芳纶本色纱线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
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中长型间位芳纶短纤维生产的环锭纺本色纱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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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543.1 纺织品 纱线捻度的测定 第1部分:直接计数法

GB/T3292.1 纺织品 纱线条干不匀试验方法 第1部分:电容法

GB/T3916 纺织品 卷装纱 单根纱线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CRE法)

GB/T4743—2009 纺织品 卷装纱 绞纱法线密度的测定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FZ/T01050 纺织品 纱线疵点的分级与检验方法 电容式

FZ/T10007 棉及化纤纯纺、混纺本色纱线检验规则

FZ/T10008 棉及化纤纯纺、混纺纱线标志与包装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间位芳纶 meta-aramidfiber
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甲胺纤维。
芳纶1313
由酰胺基团相互连接间位苯环所构成的线性大分子,其中至少85%的酰胺键是直接连在两个苯环

间位之间。
[来源:GB/T31889—2015,3.1]

3.2
热稳定性 thermalstability
纱线在一定温度影响下形态的变化。

4 产品分类、标记

4.1 间位芳纶本色纱线以不同线密度分类。

4.2 间位芳纶本色纱线的原料代号为FL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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