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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FZ/T74001—2013《纺织品 针织运动护具》,与FZ/T74001—2013相比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1章,2013年版的第1章);
———补充并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13年版的第2章);
———增加了可萃取重金属指标考核(见表1,2013年版的表1);
———修改拉伸弹性回复率考核项目“横向”为“延伸向”(见表1,2013年版的表1);
———增加针对儿童产品的考核要求(见6.2.8);
———修改了拉伸弹性回复率试验方法(见7.1.12,2013年版的6.2.7);
———增加了可萃取重金属试验方法(见7.1.13);
———修改了N-亚硝基胺试验方法描述(见7.1.14,2013年版的6.2.12);
———修改了水洗后外观试验方法描述(见7.1.16,2013年版的6.2.14);
———修改补充了产品使用说明、包装、运输、贮存(见第10章,2013年版的第8章)。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运动服装分技术委员会(SAC/TC291/SC1)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天纺标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特步(中国)

有限公司、花法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天津有限公司、扬州奥力克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扬州

市强劲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扬州森斯伯特保健用品有限公司、扬州飞亚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福州帝豪

服饰有限公司、扬州市江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圣利斯服饰有限公司、天纺标(广东)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浩、唐湘涛、徐明明、张宝春、孔令豪、张萍、仇瑾、万福生、嵇庆卫、何伟华、

徐志龙、陈郭治、徐瑞波。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FZ/T740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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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针织运动护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针织运动护具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规格、要求、试验方法、抽样规则、判定规则和

产品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纺织纤维为主要原料采用针织工艺织造成型的或采用针织布与聚氨酯泡沫材料贴

合制作的针织运动护具,包括护踝、护腿、护膝、护腰、护腕、护臂、护肘、护肩及头带等产品。

本标准不适用于年龄在36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针织运动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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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10(所有部分)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2912.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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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856 针棉织品包装

GB/T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5713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7573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8427—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

GB/T8629—2017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14576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

GB/T16988 特种动物纤维与绵羊毛混合物含量的测定

GB/T17592 纺织品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GB/T17593.1 纺织品 重金属的测定 第1部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593.2 纺织品 重金属的测定 第2部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GB/T17593.4 纺织品 重金属的测定 第4部分:砷、汞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GB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23315 粘扣带

GB/T24121 纺织制品 断针类残留物的检测方法

GB/T24153 橡胶及弹性体材料 N-亚硝基胺的测定

GB/T29862 纺织品 纤维含量标识

1

FZ/T74001—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