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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国内测试染料迁移性能有不同的标准,不同标准测试方法存在一定差异。通过对4项标准的适用范围、

试验材料及设备、试验过程和结果评定等方面的对比分析,发现GB/T32008-2015《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贮存色牢度》

适用范围最广,FZ/T73052-2015《水洗整理针织服装》取样仅适用于深色与浅色相拼接的产品,GB/T32008-2015是

依靠恒温恒湿装置来控制湿度达到目标范围,FZ/T73052-2015试样预湿方式、试样组合方式和沾色评级对象与其他标

准不同。因不同标准方法存在一定差异,选用不同标准测试结果没有直接可比性,企业需要根据自身产品类别选择合适

的测试方法标准进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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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料迁移是指由不同颜色组成的织物在贮存中可

能会发生染料由一处向另一处迁移,通常由深色部分

向浅色部分迁移。染料迁移性能不合格,不仅会影响

织物外观,还会影响产品贮存和运输,给生产者和销售

者造成不可逆的损失[1-3]。我国国内针对染料迁移的

测试标准[4-7]有GB/T21294-2014《服装理化性能的

检验方法》附录 A《染料迁移性能测试方法》、GB/T
22700-2016《水洗整理服装》附录B《染料迁移性能测

试方法》、FZ/T73052-2015《水洗整理针织服装》附录

B《染料迁移性能测试方法》和GB/T32008-2015《纺
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贮存色牢度》,本文从标准适用范

围、试验材料及设备、试验过程、结果评定4个方面进

行比较,以期为测试提供有益的参考。

1 适用范围

标准适用范围会影响测试产品的类别,在选择测

试方法时必须考虑标准的适用性,4个标准的适用范

围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GB/T22700-2016《水洗整理

服装》附录B和FZ/T73052-2015《水洗整理针织服

装》附录B适用范围最窄,分别为梭织的水洗整理服装

和针织的水洗整理服装,不适用牛仔服装和年龄在36
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服装;GB/T21294-2014《服装

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附录 A适用范围较大一些,为

梭织服装;而GB/T32008-2015《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贮存色牢度》作为方法标准,适用范围最广,适用于

各类有色纺织品。
表1 不同标准适用范围对比

标准代号及名称 适用范围

GB/T21294-2014《服装理
化性能的检验方法》附录A

适用于以纺织梭织物为主要原料生产的
服装产品理化性能技术指标的检验。

GB/T22700-2016《水洗整
理服装》附录B

适用于以纺织梭织物为主要面料,经水
洗整理生产的服装,不适用牛仔服装和
年龄在36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服装。

FZ/T73052-2015《水 洗 整
理针织服装》附录B

适用于以针织物为主要面料,经水洗整
理加工的服装,不适用针织牛仔服装和
年龄在36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水洗整
理针织服装。

GB/T32008-2015《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贮存色牢度》 适用于各类有色纺织品。

2 试验材料及设备

2.1 试样材料制备

试样材料制备方法会影响测试方法,也会影响测

试结果评级方式,不同标准试样材料制备要求和规格

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试样规格大小均为(40±2)mm

×(100±2)mm,而FZ/T73052-2015《水洗整理针

织服装》附录B要求从待测样品上分别取深色试样和

浅色试样各一块,其仅适用于深色与浅色相拼接的产

品;GB/T22700-2016《水洗整理服装》附录B需要考

核不同颜色拼接、色织间色或印花的产品;其他两个标

准对于取样适用无明确要求,建议参考GB/T22700-
2016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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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标准试样材料制备要求和规格

标准代号及名称 试样制备要求和规格

GB/T21294-2014《服装理
化性能的检验方法》附录A

GB/T22700-2016《水洗整
理服装》附录B

GB/T32008-2015《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贮存色牢度》

从待测样品上制备(40±2)mm×(100
±2)mm 的测试试样,以及另外制备
(40±2)mm×(100±2)mm的多纤维
标准贴衬布。

FZ/T73052-2015《水 洗 整
理针织服装》附录B

从待测样品上取样,制备成(40±2)mm
×(100±2)mm的多纤维标准贴衬布。

2.2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会影响测试过程控制,不同试验方法对

试验装置的要求也不同,不同标准试验装置对比见表

3。
表3 不同标准试验装置对比

标准代号及名称 试验装置要求

GB/T21294-2014《服装理
化性能的检验方法》附录A

GB/T22700-2016《水洗整
理服装》附录B

FZ/T73052-2015《水 洗 整
理针织服装》附录B

耐汗渍色牢度仪、恒温箱、聚乙烯塑料袋
(尺寸要足够大,能装入耐汗渍色牢度仪
和烧杯)、100ml蒸发皿或烧杯。

GB/T32008-2015《纺织品 色
牢度试验 耐贮存色牢度》

耐汗渍色牢度仪、恒温恒湿装置(温湿度能
保持(24±2)℃,80%±5%;(38±2)℃,
80%±5%;(70±2)℃,80%±5%)。

  从表3可以看出,GB/T21294-2014附录 A、

GB/T22700-2016附录B、FZ/T73052-2015附录B
这3种方法和GB/T32008-2015控制试验湿度的方

法并不相同,GB/T32008-2015是依靠恒温恒湿装置

来控制湿度达到目标范围,而其他3个标准则是利用

装有蒸馏水或去离子水的密封环境使试样保持在较高

的湿度环境中。

3 试验过程

3.1 预湿

取样方式和湿度控制方式不同,决定了不同标准

预湿方式、试样含水率存在一定差异,不同标准预湿方

式和含水率要求对比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FZ/T73052-2015附录B是将

浅色试样预湿,其他3个标准均是将多纤维贴衬织物

预湿;含水率控制则是根据控制方式不同含水率要求

不同,除 GB/T32008-2015要求含水率为100%~
110%外,其余标准用恒温恒湿装置控制的含水率要求

均为95%~105%。

3.2 组合试样制备

取样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对组合试样制备要求也

不相同,不同标准组合试样制备方式见表5。

表4 不同标准预湿方式和含水率要求对比

GB/T21294-2014附录A GB/T22700-2016附录B GB/T32008-2015 FZ/T73052-2015附录B

多纤维标准贴衬含水率 95%~105% 95%~105% 100%~110% /
浅色试样含水率 / / / 95%~105%

预湿方式
在室温下将多纤维贴衬织物浸入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预湿,使其有一定的含水率。
不要打湿待测试样,防止染料和表面活性剂在测试前迁移。

在室温下将浅色试样浸入蒸馏水或去
离子水中预湿,使其有一定的含水率。
不要打湿待测深色试样,防止染料和
表面活性剂在测试前迁移。

 注:表中“/”代表不适用。

表5 不同标准组合试样制备方式对比

标准代号 组合试样制备方式

GB/T21294-2014附录A 待测试样正面与一块预湿的多纤维贴衬织物相贴合形成组合试样。

GB/T22700-2016附录B 待测试样正面与一块预湿的多纤维贴衬织物相贴合形成组合试样。

FZ/T73052-2015附录B 将待测深色试样与预湿的浅色试样叠加在一起形成组合试样。

GB/T32008-2015 试样为织物,待测试样正面与一块预湿的多纤维贴衬相贴形成组合试样。

若试样为纱线或散纤维,取纱线或散纤维的质量约等于贴衬织物质量的一半,将纱线或散纤维均匀地平铺于一块
(40±2)mm×(100±2)mm染不上色的织物和一块预湿的多纤维贴衬织物之间,形成组合试样。

若试样为涂层织物,试样涂层面与一块预湿的多纤维贴衬织物相贴合形成组合试样;试样织物面与一块预湿的多
纤维贴衬织物相贴合形成组合试样;试样涂层面与涂层面相贴合形成组合试样。

也可根据需要,增加试样与另一种样品组成的组合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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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5标准性质可以看出,GB/T32008-2015属

于方法标准,组合试样制备方式不仅包含织物,也包含

纤维和纱线,其余标准属于产品标准,组合试样仅包含

织物;从组合方式看,分为FZ/T73052-2015附录B
的深色试样与预湿的浅色试样叠加形成组合试样和其

他标准的待测试样正面与一块预湿的多纤维贴衬相贴

形成组合试样两种方式。

3.3 试验步骤和试验条件

组合试样放入耐汗渍色牢度试验架后,不同标准

施压的重锤要求、夹板数量、试验条件等要求不同,具
体对比见表6。

表6 不同标准试验步骤和试验条件对比

标准代号 试验步骤
试验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时间/h

GB/T21294-2014附录A

GB/T22700-2016附录B
FZ/T73052-2015附录B

将组合试样分别夹在两块玻璃板或丙烯酸树脂板间,放入耐汗渍色牢度试验架,上
面施加3.63kg的重锤,加上压板总重量达到4.54kg,使组合试样受压为(12.5±
0.9)kPa,固定好耐汗渍色牢度仪试验架(组合试样在21块夹板间均匀分布,不考
虑试样的数量,将所有的21块夹板放进汗渍架中)。将试验架和盛有至少50ml蒸
馏水或去离子水的蒸发皿或烧杯水平放入塑料袋中,将袋口封好,塑料袋中保持较
高的相对湿度。将整个袋子放入恒温箱中,在一定的温度下保持一定的时间。试验
完毕,取出组合试样并分开,在室温下自然干燥。

38±1

35±2
35±3

/

/
/

4

48
48

GB/T32008-2015

将组合试样分别夹在两块玻璃板或丙烯酸树脂板间,放入耐汗渍色牢度试验架,上
面施加5kg重锤,使组合试样受压为(12.5±0.9)kPa,固定好耐汗渍色牢度仪试
验架(组合试样在11块夹板间均匀分布,不考虑试样的数量,将所有的11块夹板放
进汗渍架中)。将带有组合试样的试验装置呈水平状态放置于已预调到规定温度、
湿度的恒温恒湿装置中。试验完毕,取出组合试样并分开,在室温下自然干燥。

24±2
38±2

70±2

80±5
80±5

80±5

48
4

3

 注:表中“/”代表无此项要求。

3.4 结果评定

结果评定分为沾色和变色评级,不同标准要求不

同,具体要求见表7。
表7 不同标准测试结果评定对比

标准代号 结果评定

GB/T21294-2014附录A
GB/T22700-2016附录B

按GB/T251灰色样卡评定多纤维标准
贴衬布沾色等级,即为染料迁移等级。

FZ/T73052-2015附录B
按GB/T251灰色样卡评定浅色试样的
沾色等级,即为染料迁移等级。

GB/T32008-2015

用灰色样卡或仪器评定多纤维贴衬织物
中每种纤维的沾色级数和每块试样的变
色级数。对于涂层织物,如涂层面出现
粘连、破损、干裂或剥离脱落等现象,可
不评定变色级数,需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从表7可以看出,GB/T21294-2014附录 A和

GB/T22700-2016附录B均为评定多纤维标准贴衬

的沾色等级;FZ/T73052-2015附录B为评定浅色试

样的沾色等级;而GB/T32008-2015标准需要评定

多纤维贴衬织物中每种纤维的沾色级数和每块试样的

变色级数,对于涂层织物给出豁免特例评级说明。

4 结语

通过从标准适用范围、试验材料及设备、试验过程

和结果评定等方面对4个标准测试方法进行对比分

析,使我们更直观地理解标准,方便实验室测试人员实

操,也为客户选择测试标准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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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fDifferentStandardforDyeMigrationTestMethods
LIYong-jin,FANGFang*

(UnitedTestingServices(Dongguan)Co.,Ltd.,Dongguan523900,China)

  Abstract:Atpresent,thereweredifferentstandardstotestdyemigrationperformanceinChina,andthereweresomedifferences

indifferentstandardtestmethods.Throughthecomparativeanalysisoftheapplicationscope,testmaterialsandequipment,test

processandresultevaluationofthefourstandards,itwasfoundthatGB/T32008-2015“Textiles-Testsforcolorfastness-Color

fastnesstodyetransferinstorage”hadthewidestapplicationscope,FZ/T73052-2015“Washedknittedgarments”wasonlyappli-

cabletotheproductswithdarkandlightcolors,whileGB/T32008-2015reliedonconstanttemperatureandhumiditydevicetocon-

trolhumiditytoreachthetargetrange.FZ/T73052-2015samplepre-wettingmode,samplecombinationmodeandstainingrating
objectweredifferentfromotherstandards.Becausethereweresomedifferencesamongdifferentstandardsandmethods,thetestre-

sultsofdifferentstandardswerenotdirectlycomparable,soenterprisesneedtoselectappropriatetestmethodsandstandardsaccord-

ingtotheirownproductcategoriesforquality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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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roughtheapplicationofsustainableconceptintextileindustry,themethodsofrecyclingandreuseofwastetextiles

wereintroduced,analyzedandcompared.Thedevelopmentstatusofdomesticrecyclingandsortingmethodswasintroduced.The

process,applicationscop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traditionalrecyclingmethodstonewchemicalandbiologicalrecycling
methodswerestudied,toprovidetechnicaltheoreticalsupport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ex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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