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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与粘纤混纺本色布》新旧标准差异浅析 
 

孟小卫   丁秋芬    
南通市纺织产品质量检测所有限公司 

 
摘 要：为了更好的理解和执行新标准，本文将 FZ/T 13025-2021《棉与粘纤混纺本色布》新标准与 FZ/T 13025-2012《精

梳棉粘混纺本色布》旧标准的主要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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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进步、消费群体和需求的变化，人们对棉与粘胶混纺面料的款式和品质要求

越来越高，随之生产过程中对棉与粘胶混纺本色布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FZ/T 13025-2012《精梳棉

粘混纺本色布》
[1]
（以下简称“旧标准”） 在过去多年的应用中，对于规范市场秩序和提升产品质量起

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该标准的标龄较长，旧标准中的一些术语、技术参数、考核项目和内容

要求已滞后。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发展需求，进一步规范市场和产品质量，国家于 2021年 4月 19日发

布了 FZ/T 13025-2021《棉与粘纤混纺本色布》
[2]
（以下简称“新标准”），并于 2021 年 7月 1日正式实

施。新标准在旧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完善，调整了标准的适用范围、织物组织二等品指标，增加

了产品的标识内容、单位面积无浆干燥质量考核项目，修改了密度偏差率考核指标，提升了布面疵点评

分限度。 

为了正确理解和执行好新标准，现对新旧标准中的主要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2 主要内容 

2.1 适用范围 

新旧标准适用范围见表 1。 

表 1 新旧标准适用范围对比 

新标准 旧标准 

本文件规定了棉与粘胶纤维混纺本色布的术语和定

义、分类和标识、要求、试验和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规定了精梳棉粘混纺本色布的分类、要求、布

面疵点的评分、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运输、

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机织生产的精梳棉与粘胶纤维混纺本色

布。 

本标准适用于鉴定机织生产的精梳棉与粘胶纤维混纺

或交织本色布的品质。 

本标准不适用于大提花织物及特殊用途织物。 

由表 1可知，新标准发生了以下变化： 

（1）将旧标准中“适用于鉴定机织生产的精梳棉与粘胶纤维混纺或交织本色布的品质”改为“适

用于机织生产的精梳棉与粘胶纤维混纺本色布”。其中，将适用于“交织本色布的品质”删除了，使标

准名称更加规范，促进产品标准由品质鉴定型向贸易型转化。 

（2）删除了“本标准不适用于大提花织物及特殊用途织物”，以满足市场、企业与消费者的需求，

拓宽了标准的使用范围。 

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由于旧标准中引用的一些标准已废止或者被替代，新标准中对部分引用标准做了调整，如 GB/T 

406-2018替代了 GB/T 406-2008。由于适用范围取消了交织物，所以删除了相应的纤维含量试验方法

FZ/T 01101。 

为增加标准的统一性，新标准中增加了三个引用标准，具体内容见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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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标准中增加的引用标准 

引用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GB/T 6529 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GB/T 17759 本色布布面疵点检验方法 

FZ/T 10013.2 
温度与回潮率对棉及化纤纯纺、混纺制品断裂强力的修正方法 本色布断裂强力的修正

方法 

    由表 2可见，新标准增加的三项引用标准都未注明日期，这表明最新版本适用于新标准。需要注意

的是规范性引用标准中增加的标准，相应的考核项目和测试方法都需要按照上述标准执行。新标准将布

面疵点检验方法统一，直接引用 GB/T 17759 本色布面疵点检验方法，解决了本色布面疵点过去不统一

的问题，这也是新旧标准不同地方。 

2.3  分类 

旧标准中分类的内容为“精梳棉粘混纺本色布的产品品种、规格分类，根据用户需要，由生产部门

按附录 A 制定”，新标准中分类的内容为“棉与粘胶纤维混纺本色布的产品品种、规格分类，根据用户

需要，按附录 A执行”。将生产部门改为用户需要，是生产型标准向市场贸易型标准的一个重大转变。 

新旧标准在分类中都提到了按附录 A执行，对比了新旧标准中的附录 A的内容也作了调整。（1）产

品的技术条件引用了 GB/T 406-2018 最新版规定。（2）将旧标准中棉的原料代号 C 改为了 JC，对原料

混纺比的写法也作了调整，新标准中规定的写法是：含量多的纤维/含量少的纤维，这里强调的是含量

多的写在前，含量少的写在后，使产品规格表示更加规范。（3）新标准附录 A中删除了棉粘交织纱线强

力的利用系数表，新标准中给出的是精梳棉与粘胶纤维混纺纱线强力利用系数表，这与新标准适用范围

相对应。（4）新标准附录 A中还删除了“精梳棉粘混纺纱线的直径系数可按棉纱直径系数 0.037计算”

这一条，使纱线直径系数计算回归本源。（5）在新标准分类这一栏中还增加了产品标识内容，对原料经

纬纱混纺比、经纬纱线密度、经纬向密度以及织物幅宽和组织的标识方法给出了示例，对正确标识精梳

棉与粘胶纤维本色规格起了示范作用。 

3 要求 

3.1 项目 

    新标准中棉与粘胶纤维混纺本色布要求分为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两个方面，内在质量包括织物组

织、幅宽偏差率、密度偏差率、纤维含量偏差、单位面积无浆干燥质量偏差率、断裂强力偏差率、棉结

疵点格率 7项，外观质量为布面疵点 1项。 

新标准在旧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单位面积无浆干燥质量偏差率”考核项目，与国际贸易要求相接

轨，同时有效的阻止了贸易中下偏差纱支和下偏差密度织物扰乱市场正常贸易行为。 

3.2 内在质量 

新标准对内在质量的分等规定作了部分修改，具体内容见表 3。 

由表 3可知，新旧标准在内在质量分等规定这里的第一个不同之处是:新标准对织物组织二等品指

标做了调整；第二个不同之处是：旧标准的密度偏差率只有负偏差考核指标，新标准在旧标准的基础上

增加了正偏差的考核指标，这说明密度偏差率的要求更加严格了，新标准增加了正偏差也使得标准更加

严谨和规范；第三个不同之处是：一等品对纤维含量偏差的指标范围扩大了，由原来的-2.0~+2.0修改

为-2.5~+2.5，旧标准中优等品和一等品的纤维含量偏差指标是相同的，新标准修改后拉开了优等品和

一等品在这一方面的差距，这样使得新标准在纤维含量这一项目的分等指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四个

不同之处是增加了单位面积无浆干燥质量偏差率考核项目，这是国际贸易中常规考核项目，通过此考核

项目可以使后道用户了解到再加工后织物的单位面积质量情况。同时，也可以对市场贸易中，个别本色

布生产商为过度降低成本，生产下偏差纱支、下偏差密度的织物，扰乱市场正常贸易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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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在质量的分等规定 

项目 标准 
新标准 旧标准 

优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 优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 

织物组织 按设计规定 
符合设计要

求 

符合设计要

求 
合设计要求 

符合设计要

求 

符合设计要

求 

不符合设计

要求 

幅宽偏差率/% 按产品规格 -1.0~+1.2 -1.0~+1.5 -1.5~+2.0 -1.0~+1.2 -1.0~+1.5 -1.5~+2.0 

密度偏差率

／％ 

按产

品规

格 

经

向 
-1.2~+1.2 -1.5~+1.5 - ≥-1.2 ≥-1.5 超过-1.5 

纬

向 
-1.0~+1.2 -1.0~+1.5 - ≥-1.0 ≥-1.0 超过-1.0 

纤维含量偏差

／％ 
按产品规格 -2.0~+2.0 -2.5~+2.5 -3.0~+3.0 -2.0~+2.0 -2.0~+2.0 -3.0~+3.0 

断裂强力偏差

率／％ 

按断

裂强

力 

公式

计算 

经

向 
≥-6.0 ≥-8.0 - ≥-6.0 ≥-8.0 超过-8.0 

纬

向 
≥-6.0 ≥-8.0 - ≥-6.0 ≥-8.0 超过-8.0 

单位面积无浆

干燥质量偏差

率／％ 

按设计标称

值 
-3.0~+3.0 -5.0~+5.0 -5.0~+5.0 无此项 

新标准中除了在内在质量的分等规定上作了上述的修改外，还对棉结疵点格率分等规定作了修改，

详细见表 4和表 5。 

表 4 新标准中棉结癍点格率分等规定 

织物分类 织物总紧度／％ 优等品 一等品 

平纹织物 
70 以下 ≤2 ≤5 

70 及以上 ≤3 ≤7 

斜纹织物 
80 以下 ≤4 ≤10 

80 及以上 ≤5 ≤11 

缎纹织物 
85 以下 ≤3 ≤9 

85 及以上 ≤4 ≤10 

注：棉结疵点格率超过规定降到二等品为止。 

表 5 旧标准中棉结疵点格率分等规定 

织物总紧度 

棉结疵点格率／％ 

棉纤维含量 50％及以下 棉纤维含量 50％～60％ 棉纤维含量 60％及以上 

优等品 一等品 优等品 一等品 优等品 一等品 

织物总紧度 80％及以下 ≤3 ≤6 ≤4 ≤8 ≤5 ≤10 

织物总紧度 80％～90％ ≤4 ≤8 ≤5 ≤10 ≤6 ≤12 

织物总紧度 90％以上 ≤5 ≤10 ≤6 ≤12 ≤7 ≤14 

注：棉结疵点格率超过规定降到二等品为止。 

 

对比表 4和表 5的内容可以发现，旧标准中织物是以棉纤维的含量来分类，然后再根据织物的总紧

度来确定不同等级的疵点格率考核指标。而新标准中是根据织物的组织来分类，然后再根据不同紧度来

确定不同等级的疵点格率考核指标。新标准中疵点格率考核指标范围为 2~11，旧标准中疵点格率考核

指标范围为 3~14，通过对比得知，新标准收严了棉结疵点格率考核指标。 

3.3 外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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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对外观质量描写做了较大调整，将旧标准中布面疵点评分方法中的要求部分，统一归类到标

准的要求一章，将布面疵点评分方法的检验方法部分直接引用 GB/T 17759 标准，统一采用本色布外观

质量检测方法，从而使标准更规范、统一。 

将布面疵点评分限度由原来按每平方米评分标准改为按每百平方米评分标准考核（见表 6），使织

物的评分尺度与国际上流行的每百平方码评分标准接近，有利于国际贸易在布面外观疵点评定方面接

轨。 

表 6 新旧标准布面疵点评分限度分等规定对比 

新标准（分每百平方米） 旧标准（分每平方米） 

优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 优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 

≤18 ≤28 ≤40 0.2 0.3 0.6 

仔细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新标准中将外观质量放在第 5章下单列的 5.4条，将布面疵点允许评分的

规定、布面疵点处理的规定以及假开剪和拼件的规定统一做了归类。而旧标准中将外观质量要求分散写

在 2 章中（第 4 章和第 5 章），使标准结构松散，不够严谨。新标准将旧标准中布面疵点的评分部分要

求内容和检验方法分离处理，使标准清晰、明了，方面执行。 

4 试验和检验方法 

新旧标准的试验条件都是“各项试验应在各方法标准规定的标准条件下进行”，但是新标准中增加

了“由于生产需要，要求迅速检验产品的质量，JC/R50/50 棉粘胶纤维混纺本色布可采用快速试验的方

法，按附录 B 执行。”这里可以看出，新标准的修订是有考虑到实际生产中的需求问题的，这样当我们

实际生产中有遇到类似问题时，既能满足测试的需求，又能满足测试数据的可靠性，这也说明新标准更

加的人性化了。 

新标准中纤维含量的测定还是按照 GB/T 2910.6执行，删除了旧标准中关于棉、粘胶纤维交织含量

测定的方法标准，这与前面的标准名称以及适用范围是一致，说明新标准里的所有内容都是只适用于对

棉、粘胶纤维混纺本色布的。 

这里增加了单位面积无浆干燥质量测定方法，按照附录 C执行。单位面积无浆干燥质量偏差率按下

式（1）计算，按照 GB/T8170修约到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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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G   …………………………………………（1） 

式中： 

G---单位面积无浆干燥质量偏差率，% 

m1---单位面积无浆干燥质量实测值，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 

M---单位面积无浆干燥质量标称值，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 

    注：单位面积无浆干燥质量标称值为客户要求或面料设计目标值，按贸易双方协议商定。 

新旧标准中断裂强力的测试方法相同，都是按 GB/T 3923.1执行，但新标准中增加了断裂强力偏差

率的计算公式，见下式（2），计算结果按照 GB/T 8170 修约到小数点后一位。方便大家直接对照标准考

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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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Q
F   …………………………………………（2） 

式中：F---断裂强力偏差率，%； 

      Q1--断裂强力实测值，单位为牛顿（N)； 

Q---断裂强力设计值，单位为牛顿（N)。 

新标准中另外的几个项目的测试方法跟旧标准一致，但布面外观质量检验方法直接引用了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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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9，统一了本色布外观质量的检验方法。 

新标准的附录做了调整和增减，新标准保留了旧标准中的附录 A技术条件制定规定，但对内容做了

调整，将技术条件制定规定原按 GB/T 406-2008中附录 A调整为 GB/T 406-2018中附录 A执行。对织物

断裂强力计算的纱线强力利用系数表做了重新归类。 

新标准删除了旧标准中的附录 B、附录 C，此两个附录内容与 GB/T 17759中附录 A和附录 B相同，

删除后使标准更加严谨规范。新标准增加了附录 B和附录 C，附录 B为快速测定织物断裂强力提供了修

正系数，附录 C为单位面积无浆干燥质量的考核提供了测定方法。 

新标准对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章节做了归类调整，新旧标准在内容上基本是一致的。 

5对策与建议 

    新标准部分项目条款作了调整，修改了范围，调整了一些考核项目和技术指标，整体上是在旧标准

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和完善，结构合理，文字表述更为清晰，评价指标更为科学，也使得新标准能更好

地融入现有体系标准，并跟上新产品的市场需求，还能更好地规范市场，促进该类产品的整体质量水平

的提升。生产企业需要密切关注新标准新增项目、方法及考核指标，在自身的面料设计和生产等各个环

节作出技术上的调整和分析，形成新的产品质量控制方案，切实做好原料采购、工艺调整以及后续的产

品质量检验工作，确保产品符合新标准的各项要求，规避掉新标准实施后出现的有关产品质量缺陷带来

的各种风险。 

    相关检测机构应针对新标准的各项要求进行培训工作，提升检测人员对新标准的认知水平，进一步

规范检测操作，确保检测过程和结果更加规范、统一、准确，为产品质量把好关，为相关企业提供更为

满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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