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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更好地检测纺织品耐唾液色牢度,在GB/T18886-2019《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度》相关规定的

基础上,通过单因素控制试验,分析了带液率、浸泡温度及浸泡方式等3个因素对纺织品耐唾液色牢度检测结果的影响。

研究表明:试样浸泡步骤中施加一定作用力对耐唾液色牢度的影响较大,沾色评级中,随着作用力增加,沾色越严重。当

检测试样被完全浸渍后,带液率达到动态平衡之上后,带液率的增加对耐唾液色牢度影响较小。浸泡温度对耐唾液色牢

度的测试结果基本没有影响,说明在执行GB/T18886标准中有关操作时,保证合理室温(10~35℃)就行,并不需要特意

升高或降低环境温度,以增加检测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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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唾液色牢度是指纺织品在人造唾液的作用下,
纺织品颜色的保持程度。这项检测项目是专门面对婴

幼儿及儿童这一类特殊群体提出的,婴幼儿在日常生

活中会经常吮吸、啃咬衣服等,这样不仅会导致织物掉

色,更有甚者会损害婴幼儿及儿童的健康[1]。因此,在

GB18401-2016《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中,耐唾液色牢度被列入强制性检测项目,旨在保护婴

幼儿和儿童健康成长。GB/T18886-2019《纺织品 色

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度》中耐唾液色牢度是一个比较

成熟的检测项目,但标准中有部分因素尚未明确规定,
如带液率、试样浸泡温度[2],标准中对带液率只要求用

合适的方式(如2根玻璃棒)夹去多余的试液,对试样

浸泡温度的要求是“室温下”。在一些第三方检测实验

室,有些检测人员对这些未明确规定的因素操作时会

产生争议[3]。同时,亦有相关专家认为标准中在试样

浸泡时相对温和,应在试样浸泡时施加一定作用力,用
以模拟现实中婴幼儿啃咬衣服这一动作。陆孟亮[4]、
张国华[5]等研究得出纺织品带液率在一定程度上可能

会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但如果将带液率设定为一个

详细数值,则有可能给试验的进行增加困难。蒋岩

岩[6]研究表明,不添加任何作用力的样品和添加了作

用力的样品变色结果一致,没有较大差别。但在有作

用力的情况下试剂沾色结果普遍偏高。
从带液率、浸泡温度及浸泡方式等三方面因素进

行分析,以此探究这三因素对纺织品耐唾液色牢度检

测结果的影响,以期为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提供参考,提
高实际工作中的效率。

1 试验部分

1.1 测试原理

按GB/T18886-2019中所述原理及步骤进行试

验。以原样品试样作为参照,用灰色样卡评定试样的

变色和贴衬织物的沾色。

1.2 试验试剂

因新标中人造唾液配方与之前不同,现将人造唾

液配方配比列出,见表1。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由西

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表1 人造唾液配方配比 单位:g/L

    试 剂             配 比

六水合氯化镁 MgCl2·6H2O 0.17
二水合氯化钙 CaCl2H4O2 0.15

三水合磷酸氢二钾 K2HPO4·3H2O 0.76
碳酸钾 K2CO3 0.53
氯化钠 NaCl 0.33
氯化钾 KCl 0.75

1.3 试验器材

YG631型汗渍色牢度仪,YG(B)902G型汗渍色

牢度烘箱(温州市大荣纺织仪器有限公司),耐腐蚀的

不锈钢珠(直径约为6mm),符合GB/T251-2008《纺
织品 色牢度试验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的评色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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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试验样品

选取生活中材质及颜色较为常见的织物作为试验

样品,见表2。
表2 试样规格

样品
编号

织物类别 主要成分 克 重/g 颜 色

1# 牛仔布 棉/氨纶 1.28 藏蓝色

2# 梭织布 醋 酸 1.48 红 色

3# 梭织布 羊毛/棉 1.09 棕黑色

4# 梭织布 棉/黏胶纤维 1.48 蓝白色

5# 化纤布 聚酯纤维 1.05 黄 色

2 结果与讨论

2.1 浸泡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对于组合试样浸渍过程的温度,标准中的要求是“室
温下”,但室温是会随着实际情况发生改变的。一般情况

下,染料会随着温度升高,溶解能力也随之增加,贴衬织物

沾色就会更加严重,从而会影响测试结果,导致试验误差。

国内大部分实验室因季节不同,实验室室温在10~35℃
范围,故选取10、20、25、30、35℃模拟不同室温,来探讨浸

泡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每次评级都由3位以上专业

人员进行评级,试验结果记录于表3中。
由表3数据可知,在5组数据中,测试结果毫无差

异。在正常情况下,染料的溶解能力会随着温度的升

高而逐渐增强,因而贴衬织物就会吸附更多的染料,沾
色就会更加严重。但在实际检测中,这种状况并没有

发生。浸泡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将试样样品完全浸

渍,从而保证试样存在一定的带液率。在下一阶段是

将组合试样平置于2块玻璃或丙烯酸树脂板之间,放
入试验装置中,使其受压(12.5±0.9)kPa,并在(37±
2)℃下保持4h。无论是从时间、温度还是压力上,前
一阶段的试验条件相对温和,染料的泳移现象还是会

在下一测试阶段发生,由此可见,浸泡温度与耐唾液色

牢度的测试结果无关。

表3 浸泡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单位:级

试样
编号

10℃ 20℃ 25℃ 30℃ 35℃
试样变色 沾 色 试样变色 沾 色 试样变色 沾 色 试样变色 沾 色 试样变色 沾 色

1# 4-5 4 4-5 4 4-5 4 4-5 4 4-5 4
2# 4-5 3-4 4-5 3-4 4-5 3-4 4-5 3-4 4-5 3-4
3# 4-5 4 4-5 4 4-5 4 4-5 4 4-5 4
4# 4-5 3-4 4-5 3-4 4-5 3-4 4-5 3-4 4-5 3-4
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2.2 带液率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标准中并没有对带液率进行规定,只要求用合适

的方式(如2根玻璃棒)夹去多余的试液,且操作存在

差异性,所刮去多余液体的作用力大小都会有所不同,
这样便不能保证带液率是一致的。通过规定带液率,
研究不同的带液率对耐唾液色牢度结果的影响。室温

下,浸渍时间为0.5h。
从表4的数据中可以发现,样品1的沾色结果相

差了半级,其他测试结果完全一致,由此可以得出,带
液率对耐唾液色牢度影响较小。带液率越高,试样与

贴衬织物之间存在的溶液就越多,泳移到贴衬织物上

的染料就越多,沾色就更严重。当带液率达到一定程

度后,染料泳移现象会出现一个动态平衡,即当带液率

达到一定水平后,带液率的增加并不会导致贴衬织物

的沾色程度的改变。在进行这一过程时,最主要的是

将组合试样完全浸渍,从而能够确保带液率会使得染

料泳移达到动态平衡之上。如果规定带液率为一个详

细数值,试验的可操作性反倒会下降。

2.3 作用力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在实际情况中,婴幼儿及儿童的吮吸或咀嚼都会

对织物的耐唾液色牢度造成影响,但现行标准中未有

相关规定。目前,也尚未针对婴幼儿及儿童通过吮吸

和啃咬所导致的面料脱色染色有所要求或标准。所

以,为了更为真实地表述织物的耐唾液色牢度,试验选

择在试样浸泡过程中添加不同数量的不锈钢珠,来模

拟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及儿童吮吸和咀嚼对织物造成

的作用力。试验分为5组,第一组为不添加作用力,第
二组通过添加5颗钢珠,第三组添加8颗钢珠,第四组

添加10颗钢珠,第五组添加15颗钢珠。在试验温度

为37℃、试验时间为0.5h的条件下进行机械搅动。
试验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不添加任何作用力的样品和添加了

作用力的样品变色结果一致,没有较大差别。但在有

作用力的情况下试剂沾色结果普遍偏高。由此可见,
作用力对耐唾液色牢度结果的呈现有一定影响,且作

用力不同,结果也会出现偏差。

·24· 纺织科技进展            2021年第6期     




表4 带液率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单位:级

试样
编号

100%带液率 125%带液率 150%带液率 175%带液率 200%带液率

试样变色 沾 色 试样变色 沾 色 试样变色 沾 色 试样变色 沾 色 试样变色 沾 色

1# 4-5 4 4-5 4 4-5 4 4-5 4 4-5 3-4
2# 4-5 3 4-5 3 4-5 3 4-5 3 4-5 3
3# 4-5 4 4-5 4 4-5 4 4-5 4-5 4-5 4-5
4# 4-5 3-4 4-5 3-4 4-5 3-4 4-5 3-4 4-5 3-4
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表5 不同作用力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单位:级

试样
编号

无作用力 5颗不锈钢珠 8颗不锈钢珠 10颗不锈钢珠 15颗不锈钢珠

试样变色 沾 色 试样变色 沾 色 试样变色 沾 色 试样变色 沾 色 试样变色 沾 色

1# 4-5 4 4-5 4 4-5 3-4 4-5 3-4 4-5 3-4
2# 4-5 3-4 4-5 3 4-5 3 4-5 3 4-5 3
3# 4-5 4 4-5 4 4-5 4 4-5 4 4-5 4
4# 4-5 3-4 4-5 3-4 4-5 3 4-5 3 4-5 3
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3 结语

结合GB/T18886-2019,考虑婴幼儿及儿童对服

装的吮吸或咀嚼,从带液率、浸泡温度及浸泡方式等三

方面因素进行分析,以此探究这三因素对纺织品耐唾

液色牢度检测结果的影响。通过试验,可以发现当检

测试样被完全浸渍后,带液率达到动态平衡之上后,带
液率的增加对耐唾液色牢度影响较小。在10~30℃
的情况下,浸泡温度对耐唾液色牢度结果的呈现影响

较小。将标准中的浸渍30min改为加入不同数量的

不锈钢珠搅拌30min,对贴衬沾色结果影响较大。说

明婴幼儿及儿童对织物吮吸和咀嚼造成的作用力会加

大儿童服装染料在唾液环境下的析出,建议标准修订

时考虑这一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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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bettertestthetextilecolorfastnesstosaliva,basedontherelevantregulationsofGB/T18886-2019“tex-
tile-testsforcolorfastness-colorfastnesstosaliva”,theinfluenceofliquidrate,soakingtemperatureandsoakingmethodonthetest
resultsofcolorfastnesstosalivawasanalyzedbysinglefactorcontrolexperiment.Theresultsshowedthattheapplicationofacertain
forceduringthesoakingprocesshadagreatinfluenceonthecolorfastnesstosaliva.Inthestainingrating,thestainingwasmoreseri-
ouswiththeincreaseoftheforce.Whenthetestsamplewascompletelyimpregnated,theliquidcontentwasabovethedynamicequi-
librium,theincreaseofliquidratehadlittleeffectonthecolorfastnesstosaliva.However,soakingtemperaturehadlittleeffecton
thetestresultsofcolorfastnesstosaliva,whichindicatedthatreasonableroomtemperature(10-35℃)wassufficientwhenper-
formingrelevantoperationsinGB/T18886standard,andtherewasnoneedtodeliberatelyincreaseordecreasetheambienttempera-
turetoincreasethedetectioncomplexity.

Keywords:colorfastnesstosaliva;liquidrate;force;optim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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