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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9981《纺织品 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千洗和湿洗》分为 亻个部分:

第 1部分:清洗和整烫后性能的评价;

第 2部分:使用四氯乙烯干洗和整烫时性能试验的程序;

第 3部分:使用烃类溶剂十洗和整烫时性能试验的程序;

第 1部分:使用模拟湿清洗时性能试验的程序。

本部分为 GB/T19981的第 1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1.1 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GB/T19981.1 2005《纺织品 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干洗和湿洗 第 1部分:干洗

和整烫后性能的评价》,与G【3/T19981.1 2005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 标 准 名 称 和 标 准 j 1 文 中 的
“
千 洗 ( d r y c l c a n i n g ) ”改 为

“
清 洗 ( c l c a n i n g ) ”;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引用 GB/T7568.7替代原引用的GB11101,引用 GB/T29257替代原引用

的 IS09867,引用 GB/T21196.4替代 原 引 用 的 IS012917;

修改 F5.11冖清洗和整烫设备的规定;

修改了表 1中褶皱回复性的内容;

将表 1中项日
“
耐水斑色牢度

”
修改为

“
耐湿洗色牢度

”
;

修改了表 1中脚注 b的内容。

本部分修改采用 ISΘ31751:2010《纺织品 织物和服装的等业维护、千洗和湿洗 第 1部分:清洗

和整烫后性能的评价》(英文版)。本部分与 IS03175△:⒛10相比,宅要差异如下:

将jE文中的
“
干洗

”
改为

“
清洗

”
;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国际标准替换为相应的国家标准;

修改了5.l中清洗和整烫设各的规定;

将表 1中项H“耐水斑色窄度
”
修改为

“
耐湿洗色牢度

”
。

本部分由中国纺织丁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伞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标准分技术委员会(SΛ()/TC~9O9/⒌)1)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纺织制品质量监督检验巾心、北京i汀服装质量监督检验一站。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吴健春、张岩峰。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B/'Γ 19981.1  2o05。

亠刖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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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干洗是一种在有机溶剂中对纺织品进行清洗的过程,它可以溶解纺织品上油、脂和分散性粒子状污

垢,ml基本上不会产生水洗或湿清洗中的溶胀和起皱。为更好地去除尘土和污渍,可在溶剂中加人少景

的水和表而活性剂。对于某些对水敏感的制品,最好 良接使用溶剂干洗而不要使用兑水溶剂。实际中

经常使用表lm活性剂可以帮助去除污渍和防止颜色变化,但需注意表而活性剂配方中或多或少都含有

水分。

正常情况 卜,T洗ll l要进行恢复性整烫。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整烫是某种形式的蒸汽整烫和(或)热

压整烫。

许多纺织品和服装的性能会因进行T洗、蒸汽和(或)热压等整烫ml发生渐进性的改变。某种情况

F,一次干洗和整烫引起制品尺寸和其他变化可能非常有限,重复干洗会引起除上述以外的其他变化许

会影响其使用寿命。通常,经过 3次~5次按 GB/T19981有关部分规定的干洗和整烫后,人部分潜在

的变化将会显现出来。

亠一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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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干洗

和湿洗 第 1部分:清洗和整烫后

性能的评价

1 范围

GB/T19981的本部分规定了织物和服装按 GB/T19981有关程序清洗和整烫后性能的评价方法。

本部分适用丁评价由清洗和整烫引起的织物和服装性能的变化。本部分列出了评定这些变化的现

行标准,附录 Λ屮列出 F日前尚无评价方法标准但又非常重要的性能,以及对其进行评价的建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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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冂期的引用文件,仅注 冂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H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丁本文件。

(沾/T250 纺织 品  色 牢 度 试 验  评 定 变 色 用 灰 色 样 卡 (GB/T250 2008,sΘ10⒌Λ02:1993,IDT)

GB/T251 纺织 品  色 牢 度 试 验  评 定 沾 色 用 灰 色 样 卡 (C;B/T251 2008,IS0105Λ03:1993,

IDT)

G I ; / T 1 7 饪5  纺织 品  防 水 性 能 的 检 测 和 评 价  沾 水 法 ( G B / T 厶7 犭5  ⒛1 2 , I S O 亻9 ⒛: 2 O 1 2 ,

MOD)

()B/T5711 纺织 品  色 牢 度 试 验  耐 T洗 色 牢 度 ((记/T5711 1997,cqv IS0105D01:1993)

(亠B/T6529 纺织 品  调 湿 和 试 验 用 标 准 大 气 (GB/T6529 ⒛08,IS0139:2005,M()I))

GB/T7568,7 纺织 品  色 牢 度 试 验  标 准 贴 衬 织 物  第 7部 分 :多纤 维 (()B/T7568.7 2008,

IS()105—「10:1989,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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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O13,IS()3759:2011,M()D)

( ) I ; / ' I ′1 2 亻9 0  纺织 品  色 牢 度 试 验  耐 家 庭 和 商 业 洗 涤 色 牢 度 ( G B / T 1 2 4 9 0 , I S Θ1 0 5 C 0 6 :

2010,M()r))

G B / T 1 3 7 6 9  纺织 品  评 定 织 物 经 洗 涤 后 外 观 平 整 度 的 试 验 方 法 ( G B / T 1 3 7 6 9  2 0 o 9 ,

IS()7768:2006,MOI))

GI;/T13770 纺织 品  评 定 织 物 经 洗 涤 后 褶 裥 外 观 的 试 验 方 法 (GB/T13770 2O09,ISΘ7769:

2006,M()D)

G B / T 1 3 7 7 1  纺织 品  评 定 织 物 经 洗 涤 后 接 缝 外 观 平 整 度 的 试 验 方 法 ( G B / T 1 3 7 7 1  2 0 0 9 ,

IS()777o:2O06,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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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981.2 201饣,ISΘ31752:201O,M()I))

(iB/'I′19981.3 纺织品 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干洗和湿洗 第 3部分:使用烃类溶剂千洗和

整烫时性能试验的程序(C)I;/'I′19981.3 2O09,IS031753:2003,M()D)

()B/T19981,亻 纺织品 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T洗和湿洗 第 4部分:使川模拟湿清洗时性

能 试 验 的 程 序 (()B/T19981,4 2o09,IS031754:⒛03,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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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B / T 2 1 1 9 6 , 4  纺织 品  马 丁 代 尔 法 织 物 耐 磨 性 的测 定  第 1 部分 : 外观 变 化 的评 定

(GB/T21196,亻 2007,IS0129171:1998,MOD)

C)B/T29257 纺织 品  织 物 褶 皱 回 复 性 的 评 定  外 观 法 (GB/T29257 2012,ISΘ9867:⒛09,

MOD)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丁本文件 。

组 合 试 样  composite te“specimen

由制品中的所有部件,以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方式组合而成的试样。

可 清 洗 性  cIeanabiIity

制品在常用洗涤溶剂中经浸渍和搅拌后可洗净的程度。

注:包括清洗、离心脱液、干燥以及以恢复形状和外观为日的的整烫。

4 原理

至少取两个相同的试样,第一个为原样,不做清洗和整烫,用以显示原始状态。第二个为试样,使用

具有分浴洗、离心脱液、翻转烘干和适当整烫等功能的商用设备进行清洗和整烫。将第工个试样与第 一

个试样进行对比,评价经清洗和整烫后其尺寸、颜色和其他方而的变化,以确定是否能采用所选方法进

行清洗。

如果需要采用针对更敏感材料的处理程序对试样进行重新测试,则需取第三个试样。

5 设备和材料

5 , 1  清
洗 和 整 烫 设 备 , 按 G B / T 1 9 9 8 1 . 2 、 ( ) B / T 1 9 9 8 1 . 3 、 G I ; / T 1 9 9 8 1 . 4 的 规 定 。

5.2 灰色 样 卜 ,按 GB/T250和GB/T251的规 定 。

5 , 3  褶 裥 外 观 样 照 , 按 G B / T 1 3 7 7 0 的
规 定 。

5,4 表而沾水等级样照,按GB/T亻7亻5的规定。

5.5 褶皱回复性样照,按GB/T29257的规定。

6 试样

6.1 对丁织物,在距离布匹两端 1m以上裁取代表性的试样,样品应裁成 GB/T19981.2规定的尺寸。

6.2 对丁纺织制品,准备至少两件相同的制成品,或者至少两个组合试样。因为可选择的清洗和整烫

程序具有不同的敏感程度,可能需要反复试验,建议取足够数量的试样,以备全部试验的需要。

7 程序

7,1 保留第一个试样,作为对比原样,用以显示原始整体外观。

7.2 在GB/T6529规定的纺织品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中,将第二个试样至少调湿 16h。

7.3 如需要,按GB/'I′8628的规定对测定尺 寸变化用试样进行标记和测定。

7.4 如果试样是服装,分别对丨盯料和里料的不同部位进行标记和测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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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根据有关方之问的协议,按GB/T19981有关部分规定的一种程序对试样进行清洗和整烫。

7.6 按7,2对试样重新调湿。如果需要尺寸变化率的佶息,按GB/T8628再次测量试样并记录结果。

7.7 采用表 1中合适的评价方法,通过与原样或样照对比,评价清洗和整烫后的试样。

表 1 评价可清洗性的方法

7.8 对于某些日前尚无评价方法标准,但在评价纺织济:的可清洗性时又是非常重要的性能,附录 Λ给

出了处aIP程序。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见附录 B中的例 r)应包括 卜列内容:

a) GB/T19981本部 分 的 编 号 ,即GB/T19981.1;

b) 检验机构名称和检验报告名称;

c) 试验冂期;

d) 引用的GB/T19981其他部分的内容;

c) 样品描述;

f) 所选用的 GB/T19981其他部分中的清洗和整烫程序;

g) 清洗和整烫的总次数;

h) 对表 1中适用性能的评价,以及评价方法和结果;

i) 对表 Λ.1中适用性能的评价;

j) 偏离本部分的细 阝。

性 怠乞 评价/对比方法

尺寸变化率

变色牢度

GI)/T8628

()I‘/1′250

耐十洗色牢度(织物) GI)厂Γ5711,GB厂Γ7568.7

耐湿洗色牢度(织物)

接缝平整度

GB/T12490,程序 Λ1sa,GB/T7568.7

G B 冖

′

l Ⅳ 7 1 , 程 序
b

褶裥保持 G I 3 / T 1 3 7 7 0 , 程序
b

外观平整度 ( B / T 1 3 7 6 9 , 程 序

b Ⅱ

褶皱回复性 (夕卜观法) GB/T29257,程序
d

表面磨损性

整理剂损失

GB/T21196.4

根据整理剂的种类
c

本试验不同于表 1中的其他试验,耐水色牢度适用于不能干洗的试样。

根 据 GI;/T13769、()B/T13770和Gls/T13771程序 6中 规 定 ,按 GB/T19981的洗 涤 程 序 之
一
处 理 试 样 。

纺织品整理剂有很多种类,某些情况 卜,鉴别整理剂的损失需要进衍破坏性试验,建议在缝制成品之前对织物

进行试验。例如:

-防
化 学 品 (I⒊)6530);

拒 水 (GI;/T47"1,GB/T4745,GB/T14577);

防 火 (例如 ,()I;/T8746)。

对于日前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轻理剂的评价,参见表 A.1。

可能会使清洗者要求的整烫水平受到影响,岜会影响到被整烫服装,例如,双褶和被整烫服装的效果(起皱加

章、极光)等,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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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无标准方法的性能评价方法

将清洗和整烫后的试样与原样进行对比,说明表 Λ,1所列附加性能的变化,宜在试验报告 (见第 8

常)中做出注释。

表 A.1 无标准方法的性能

}⒈  帛邕 评价和对比方法

部件、镶边、附件和装饰刀l的性能

通过与原样进行对比,记录发现的情况,评价清洗后的试样。即在没

有发牛可视变化处,记录
“
无冂视性变化

”
。在发牛了冂视性变化处,

记录这种变化

扭曲(弓斜和纬斜,起皱,异收缩等)

毡缩

粘合衬与粘合织物的粘合性(脱胶分层,起

泡,涂层变质,粘合,织物叠层或熔融)

接缝磨损

手感

整理剂损失

起球

使用下列术语描述变化的程度:非常轻微、轻微、中等、严重、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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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试验报告版面示例

试验机构 :

冂 期 :

试 样 :

标准号:

性  能
评 价

T 石
俯 丽

ˉ

Π

^ 廉

J 漏 厂
l ^ 石

3 濂 萨

表 1中的项 目

尺寸变化率

色牢度

a) 干洗变色

b) 多纤贴衬沾色

c) 湿洗变色

接缝起皱

褶裥保持

起皱倾向

a) 皱痕

b) 起皱网复

表面磨损

整理剂损失

(采用的标准编号)

表 A1中的项 目

部件等的表现

扭曲

毡缩

粘合衬与粘合织物的粘合性

接缝磨损

手感

整理剂损失

起球

采用的清洗和整烫程序

清洗的次数

重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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