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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经过分拣消毒处理的捐赠纺织品进行耐皂洗色牢度、耐水洗色牢度、耐汗渍色牢度、耐摩擦色牢度、断裂强力、顶破

强力、胀破强力等内在指标检验。 对捐赠羽绒服装进行清洁度和耗氧量测试。 参考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提出

捐赠纺织品内在质量评价的技术标准，以指导和规范纺织品的公益捐赠行为，使捐赠纺织品的质量检验和监督有标

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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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纺织品按回收途径分为两类，一种是爱心人

士捐赠并且有再利用价值的纺织品，另一种是机构或

企业捐赠的纺织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家用和服用纺织品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将有再利用

价值的闲置纺织品捐赠后重复使用是国内外纺织品循

环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１－４］。
捐赠纺织品的内在质量决定了其是否有进一步使

用的价值。 本文从不同捐赠批次经过分拣消毒处理的

纺织品中随机抽取有代表性的试样进行色牢度、坚牢

度的评价，对捐赠的羽绒服装还要进行清洁度和耗氧

量检验，参考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捐赠纺织品内

在质量评价的技术标准，以期使捐赠纺织品质量检验

和监督有标可依，为后续国家标准的制订提供技术

支持。

１　 捐赠纺织品色牢度评价
１．１　 试验

捐赠纺织品耐皂洗色牢度按照 ＧＢ ／ Ｔ ３９２１—２００８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中试验条件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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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测定；耐水色牢度按照 ＧＢ ／ Ｔ ５７１３—２０１３《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测定；耐汗渍色牢度按照

ＧＢ ／ Ｔ ３９２２—２０１３《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测定；耐摩擦色牢度按照 ＧＢ ／ Ｔ ３９２０—２００８《纺织

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测定。
１．２　 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照现行国家和行业纺织服装标准，了解常

规纺织品色牢度的技术指标要求，表 １ 为部分标准对

色牢度的技术指标要求。 可见，国家强制标准 ＧＢ
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中 Ｃ
类纺织品对耐水洗色牢度、耐汗渍色牢度、耐干摩擦色

牢度的要求均不低于 ３ 级，ＧＢ ／ Ｔ ２１２９５—２０１４《服装

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对服装耐皂洗色牢度的要求不

低于 ３ 级；耐湿摩擦色牢度的要求不低于 ２ ～ ３ 级。 衬

衫、棉服装、羽绒服装、大衣、连衣裙、针织休闲服装、
被、被套等标准中对合格品的耐皂洗色牢度、耐水洗色

牢度、耐汗渍色牢度、耐干摩擦色牢度的要求均不低于

３ 级，对湿摩擦色牢度的要求均不低于 ２ ～ ３ 级（深色

织物为 ２ 级）。 由于捐赠纺织品大多已经过洗涤使

用，对色牢度的要求不应低于对常规纺织品合格品的

要求。 参考以上标准将捐赠纺织品色牢度技术要求列

于表 ２，并统计色牢度实测结果。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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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部分标准对色牢度的最低技术指标要求　 　 　 　 　 　 　 　 　 　 　 　 　 　 　 　 　 　 　 级

标准名称
耐皂洗色牢度 耐水洗色牢度 耐汗渍色牢度 耐摩擦色牢度

变色 沾色 变色 沾色 变色 沾色 干摩 湿摩

ＧＢ 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 — ３ ３ ３ ３ ３ —

ＧＢ ／ Ｔ ２１２９５—２０１４《服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２～３

ＧＢ ／ Ｔ ２６６０—２０１７《衬衫》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ＧＢ ／ Ｔ ２６６２—２０１７《棉服装》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ＧＢ ／ Ｔ ２６６４—２０１７《男西服、大衣》 ３～４ ３ ３～４ ３ ３ ３ ３ ２～３

ＧＢ ／ Ｔ ２６６５—２０１７《女西服、大衣》 ３～４ ３ ３～４ ３ ３ ３ ３ ２～３

ＧＢ ／ Ｔ ２２８４９—２０１４《针织 Ｔ 恤衫》 ３～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２～３（深 ２）

ＧＢ ／ Ｔ １４２７２—２０１１《羽绒服装》 ３～４ ３ ３～４ ３ — — ３～４ ２～３

ＧＢ ／ Ｔ２２７９６—２００９《被、被套》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２～３

ＦＺ ／ Ｔ ８１００４—２０１２《连衣裙、裙套》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２～３

ＦＺ ／ Ｔ ８１００６—２０１７《牛仔服装》 ３ ２～３ ３ ３ ３ ３ ３ —

ＦＺ ／ Ｔ ８１００７—２０１２《单、夹服装》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２～３

ＦＺ ／ Ｔ ８１００８—２０１１《茄克衫》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２～３

ＦＺ ／ Ｔ ７３０２０—２０１２《针织休闲服装》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２～３（深 ２）

表 ２　 色牢度测试结果

项目 耐皂洗
色牢度

耐摩擦色牢度

干摩 湿摩
耐汗渍
色牢度

耐水洗
色牢度

变色、沾色 ／ 级 ≥３ ≥３ ≥２～３ ≥３ ≥３

试样 ／ 个 ５７０ ２８５ ２８５ ９４８ ５７０
达到技术指标
要求试样 ／ 个 ５６２ ２８５ ２７４ ９２６ ５６５

达到技术指标要求
试样所占百分比 ／ ％ ９８．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９６．１４ ９７．６８ ９９．１２

从测试结果来看，捐赠纺织品色牢度基本可以达

到常规纺织品合格品的要求。

２　 捐赠纺织品坚牢度评价
２．１　 试验

对捐赠纺织品的机织类面料进行断裂强力测试，
针织类面料进行顶破强力测试，毛针织类面料进行胀

破强力测试。 断裂强力的测定按照 ＧＢ ／ Ｔ ３９２３． １—
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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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顶破强力的测定按

照 ＧＢ ／ Ｔ １９９７６—２００５《纺织品 顶破强力的测定 钢球

法》进行；胀破强力的测定按照 ＧＢ ／ Ｔ ７７４２． １—２００５
《纺织品 织物胀破性能 第 １ 部分：胀破强力和胀破扩

张度的测定 液压法》进行。
２．２　 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照现行国家和行业纺织服装标准，了解常

规纺织品断裂强力、顶破强力、胀破强力等坚牢度的技

术指标要求，表 ３ 为部分标准对坚牢度的技术指标要

求。 其中 ＧＢ ／ Ｔ ２１２９５—２０１４《服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

求》要求：精梳毛织物及其混纺织物断裂强力为≥１４７

Ｎ（面密度＜２２０ ｇ ／ ｍ２），≥１９６ Ｎ（其他）；粗梳毛织物及

其混纺织物断裂强力为≥１５７ Ｎ；精梳羊绒织物（羊绒

含量 １０％及以上）断裂强力为≥１４７ Ｎ；粗梳羊绒织物

（羊绒含量 ３０％及以上）断裂强力为≥１２７ Ｎ；其他织

物断裂强力为≥１５０ Ｎ。

表 ３　 部分标准对坚牢度的技术指标要求

标准名称 断裂强力
／ Ｎ

顶破强力
／ Ｎ

胀破强力
／ ｋＰａ

ＧＢ ／ Ｔ ３１８８８—２０１５《中小学生校服》 ≥２００ ≥２５０ ≥２４５

ＧＢ ／ Ｔ ２２７９６—２００９《被、被套》 ≥２２０ — —

ＧＢ ／ Ｔ ２６３８５—２０１１《针织拼接服装》 — ≥１４０ —

ＧＢ ／ Ｔ ２２８５３—２００９《针织运动服》 — 上衣≥１３５
裤子≥２２０ —

ＦＺ ／ Ｔ ７３０２０—２０１２《针织休闲服装》 — ≥２５０ —

对于已经过使用和水洗的二次利用的捐赠纺织

品，坚牢度有可能下降。 由于捐赠的纺织品面料组织

结构、厚度、用途不同，实际测得面料间坚牢度差异较

大，断裂强力、顶破强力、胀破强力的技术指标要求可

以参考表 ３ 中的较低标准来规定，捐赠纺织品坚牢度

的实测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坚牢度测试结果

项目 断裂强力
（机织类） ／ Ｎ

顶破强力
（针织类） ／ Ｎ

胀破强力
（毛针织类） ／ ｋＰａ

技术指标要求 ≥１７０ ≥１４０ ≥２４５

试样 ／ 个 ２２０ ８６ １０
达到技术指标
要求试样 ／ 个 ２１６ ８６ １０

达到技术指标要求
试样所占百分比 ／ ％ ９８．１８ １００ １００

由表 ４ 可见，捐赠纺织品的断裂强力 ９８．１８％不低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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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７０ Ｎ，顶破强力和胀破强力均可以达到常规纺织

品的最低要求。

３　 捐赠羽绒服装清洁度与耗氧量评价
３．１　 试验

参考 ＧＢ ／ Ｔ １４２７２—２０１１《羽绒服装》，捐赠羽绒服

装清洁度的测定按照附录 Ｃ 中 Ｃ．６ 方法进行；耗氧量

的测定按照附录 Ｃ 中 Ｃ．７ 方法进行。
３．２　 结果与分析

测得 ４８ 件捐赠羽绒服装的清洁度均在 ４６０ ｍｍ
以上，参考 ＧＢ ／ Ｔ １４２７２—２０１１ 中清洁度≥４５０ ｍｍ 的

要求，规定捐赠羽绒服装清洁度≥４５０ ｍｍ。
测得 ４８ 件 捐 赠 羽 绒 服 装 的 耗 氧 量 均 在

１０ ｍｇ ／ １００ ｇ以下，参考 ＧＢ ／ Ｔ １４２７２—２０１１ 中耗氧量

≤１０ ｍｇ ／ １００ ｇ 的要求，规定捐赠羽绒服装耗氧量

≤１０ ｍｇ ／ １００ ｇ。

４　 结　 语
对于重复利用的捐赠纺织品，既要考虑到前期使

用、消毒对其内在质量的影响，也要考虑到其进一步使

用的价值。 参考常规纺织品的技术指标要求，规定捐

赠纺织品的内在质量要达到常规纺织品的最低要求。
捐赠纺织品的耐皂洗色牢度、耐水洗色牢度、耐汗渍色

牢度、耐干摩擦色牢度应不低于 ３ 级，湿摩擦色牢度应

不低于 ２ ～ ３ 级。 机织类面料的断裂强力应不低于

１７０ Ｎ，针织类面料的顶破强力应不低于 １４０ Ｎ，毛针

织类面料的胀破强力应不低于 ２４５ ｋＰａ。 捐赠羽绒服

装的清洁度应不低于 ４５０ ｍｍ， 耗氧量应不大于

１０ ｍｇ ／ １００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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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液体沿纱线轴向传递的行为。

４　 结　 语
（１）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液态水沿纱线芯吸时的

传递路径，发现纱线内部液态水的传递速率并不相同，
而是一种中心速度大于周边速度的传递方式。

（２）液态水沿纱线轴向的传递过程中，水从纱线

中心到纱线边缘所形成的毛细管尺寸逐渐变大。 纱线

芯吸有色液体平衡后，有色液体内的有色颗粒还会继

续做向上的运动，但是不会超过已经形成的平衡界面，
而是在平衡的界面层内，有色颗粒不断增加，使得纱线

芯吸平衡放置一段时间后，界面颜色明显加深。
（３）液态水沿纱线径向的传递过程中，由于轴心

孔隙较小，会首先被液体充满，而边缘孔隙较大，液体

充满时间较慢，使得中间孔隙与边缘孔隙之间形成类

似 Ｕ 型的管道，促使轴心孔隙内的液体向边缘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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