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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中内容如与国家标准相悖时，则按国家标准规定执行。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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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地毯用非织造材料—针刺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针刺地毯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环境要求、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一种或多种纤维为原料的非织造材料车用地毯，纤维不限颜色、规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近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25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T 25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T 3917.2—2009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 第 2部分：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2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 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T 9995—1997 纺织材料含水率和回潮率的测定 烘箱干燥法

GB/T18318.1—2009 纺织品 弯曲性能的测定 第 1部分：斜面法

GB/T 24218.1—2009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 1部分：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GB/T 24218.2—2009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 2部分：厚度的测定

GB/T 24218.3—2010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 3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GB/T 24218.15—2018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 15部分：透气性的测定

GB/T 24346 纺织品 防霉性能的评价

GB/T 30512 汽车禁用物质的要求

GB/T 35751—2017 汽车装饰用非织造布及复合非织造布

VDA 275 汽车内饰件中甲醛散发量的测定

VDA 277 汽车内饰非金属材料总碳散发量的测定

FZ/T 01118 纺织品 防污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易去污性

FZ/T 01128 纺织品 耐磨性的测定 双轮磨法

QC/T 216—2019 汽车用地毯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DIN 75201 汽车内饰材料雾化性能的测定

T/CMIF 12—2016 汽车零部件及材料的气味评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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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干法针刺非织造材料

由梳理成网或气流成网方法将短纤维制成纤网后经针刺固结而成的非织造材料。

3.2

纤维团

干法、湿法或纺粘生产过程中，纤网在转移过程中有额外的团状、条状或簇状纤维进入（从表面或中

间），经针刺固结后，在产品表面产生明显凸起。

4 产品分类

4.1 根据汽车针刺地毯使用部位，分为主地毯，行李箱毯。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指标应满足表 1要求

表 1 外观指标要求

项目
要求

主地毯 行李箱毯

纤维团 不准许

分层 不准许

金属、油污、编织袋、纸屑等异物 不准许

折皱 不准许

布面 无明显条纹，不可有杂棉、棉网不均

5.2 常规指标应满足表 2 要求。

表 2 常规指标要求

项目
要求

主地毯 行李箱毯

单位面积质量（M）偏差率 ±10%

纤维含量允差 按客户要求

幅宽偏差 -0 ~ +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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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偏差 按客户要求

含水率 ≤1%

VOC 按客户要求

气味性 ≤3.5级

甲醛含量 ≤10mg/Kg

冷凝组分 ≤3 mg

有机散发 ≤50μgC/g

5.3 物理性能指标应满足表 3 要求。

表 3 物理性能指标要求

项目
要求

主地毯 行李箱毯

引张强度 ≥345 N ≥600 N

引张伸长率 ≥30% ≥20%

撕裂强度 ≥100 N ≥150 N

透气性 2000-6000Ns/m3 —

阻燃性 ≤100 mm/min

热收缩 ±2%

耐磨性 ≥3级

色差 ≥4级

落球实验 无裂纹、折断或分层现象

耐光色牢度 褪色≥4级 沾色≥4级

耐水色牢度 褪色≥4级 沾色≥4级

耐磨色牢度 ≥4级

防污清洁能力 ≥4级

低温落球实验 无裂纹、折断或分层现象

防霉性能 无霉菌生成或霉味

耐洗涤、汽油特性
耐洗涤剂性能：不应有晕迹，且≥4级

耐汽油性能：不出现变色、发粘；标衬织物上不应被着色，且≥4级

汽车禁用物质 GB/T 30512 汽车禁用物质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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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外观指标

检测条件：检验应在水平检验台上进行，采用正常白昼光或日光灯照明，台面照度不低于 600LUX，

目光与台面距离 60cm左右。

6.2 常规指标

6.2.1 单位面积质量偏差率

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按 GB/T 24218.1规定执行。单位面积质量偏差率按公式（1）计算，计算结果保

留一位小数。

� � �����

��
� ���� ……………………………………(1)

式中：

� ——单位面积质量偏差率；

��——单位面积质量实测值，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单位面积质量标称值，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6.2.2 厚度偏差

按 GB/T 24218.2规定执行。

6.2.3 含水率

按 GB/T 9995—1997中 8.4箱外称重法规定执行。

6.2.4 VOC

按客户要求执行。

6.2.5 气味性

按 T/CMIF 12—2016规定执行，测试条件采用方案 4,（80±2）℃，试验时间 2h±10min，采用 1L气

味瓶，取样量（200±10）cm2。

6.2.6 甲醛含量

按 VDA 275 规定执行。

6.2.7 冷凝组分

按 DIN 75201 规定执行，试验结果应满足表 2 的要求。

6.2.8 有机挥发

按 VDA 277 规定执行，试验结果应满足表 2 的要求。

6.3 物理性能指标

6.3.1 引张强度和引张伸长率

按 GB/T 24218.3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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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撕裂强度

按 GB/T 3917.2规定执行。

6.3.3 透气性

按 GB/T 24218.15规定执行。

6.3.4 阻燃性

按 GB 8410规定执行；以 3件样品燃烧速率的最大值来表示。

6.3.5 热收缩

把试样面向上平放在温度为（80±2）℃的热空气循环的恒温箱内放置 5 h，然后取出冷却至室温，在

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下放置 24 h。再在测量线上量出原先量的纵向三点和横向三点的尺寸，并算好纵、 横

向三点的平均值，用公式（2）计算受热尺寸变化率。并用三块试样受热尺寸变化率的平均值表示。

试验结果应满足表 3 的要求。

%100
0

01





L
LLL ………………………………………(2)

式中：

L ——受热尺寸变化率 %；

L0——试验前纵、横向三个测量线的平均长度 mm；

L1——试验后纵、横向三个测量线的平均长度 mm。

6.3.6 耐磨性

Taber耐磨，按 FZ/T 01128规定执行。

6.3.7 色差

用 GB/T 250变色灰卡评定。颜色检验应在光源箱或者对色仪上进行，特殊的光源，45°斜角目视检

验或者用对色仪器对标检验。

6.3.8 耐光色牢度

按 GB/T 8427规定的方法测定。

6.3.9 耐水色牢度

取样品 3件和白色棉布 3块。把样品和白色棉布放置在盛有蒸馏水烧杯里保持 1h，然后把样品和白色

棉布同时取出放在 70±2℃的干燥箱中 1h，并在室温下冷却，比较试验后的样品和白色棉布与原样和白色

棉布的变色和沾色的级数。用 GB/T 250和 GB/T 251评定样品变色和白色棉布沾色的级数，以 3件样品的

平均值表示。

6.3.10 耐磨色牢度

按 GB/T 3920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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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面积为 100 cm 2圆形样品三块，将样品安装在耐磨仪平面上，把白布安装在耐磨仪上面，在 9.8 N

压力下，样品与白布互相磨擦 1000次后，用试验后的样品和白布与原样品和白布比较褪色和沾色。用 GB/T

250和 GB/T 251评定样品褪色和白布沾色的级数，以 3件样品的平均值表示。

6.3.11 防污清洁能力

按 FZ/T 01118规定擦拭法执行。沾污物选用 GB/T 18186—2000高盐稀态发酵酱油（生抽）。根据需

要，也可选用其它沾污物，须在报告中说明。

6.3.12 低温落球

按 QC/T 216—2019附录 A规定执行。

6.3.13 防霉性能

按 GB/T 24346规定执行。

6.3.14 耐洗涤、汽油特性

按 QC/T 216—2019中 7.10方法规定执行。

6.3.15 汽车禁用物质

按 GB/T 30512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分为出厂检验和实验机构检验。

7.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指标中的全部项目、常规、物理性能指标中的部分项目，产品出厂前需要对每

批进行检验，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7.3 实验机构检验

实验机构检验项目包括第 5章中的全部技术指标，一般是第三方进行的检验。当发生如下条件是应进

行实验机构检验：

a) 对新产品或者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正常生产，按周期进行型式检验（一般为一年）；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4 分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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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定时间内，采用相同原料配比、工艺条件，由同一生产班组连续生产的相同规格的产品定为同一

批产品。

7.5 取样方法

7.5.1 以片材形式供货的产品，抽取的片数应满足所有内在质量指标性能试验。

7.5.2 以卷材形式供货的产品，随机抽取一卷取样，需至少剥离最外一层或距卷头 3米处随机剪取样

品，数量及规格应满足所检项目要求。

7.6 复检

在出厂检验和实验机构检验中如发现产品质量与本文件不符时，生产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对其进行复

检，复检合格则认定该批产品合格，复检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8 环境要求

8.1 生产区周围环境应整洁。

8.2 生产区内应配置有效的除尘设备，地面、墙面、工作台面应平整光滑，便于除尘与清洁消毒。

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1 标志

产品标志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克重；

幅宽；

数量（净重、毛重）；

生产工厂名称及地址；

生产批号。

9.2 包装

9.2.1 直接与产品接触的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清洁，产品的所有包装材料应具有足够的密封性和牢

固性，以达到保证产品在正常的运输与贮存条件下不受污染的目的。

9.2.2 每批产品应当加盖检验章。

9.3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污、防潮、防火、防雨、禁止划破，远离热源。

9.4 贮存

原材料和产品应按批入库，按规格合理堆放，仓库应通风、干燥、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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