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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缩水率高强度涤棉本色布》

编制说明

团标起草组

二零二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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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4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大力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

持续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相关规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决定立项并联合嘉海盐永恒纺

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共同制定《低缩水率高强度涤棉本色

布》团体标准。于 2024 年 8月 23 日，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发布了

《低缩水率高强度涤棉本色布》团体标准立项通知，正式立项。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1.编制背景

化纤织造加工业是指以化纤长丝为主要原料，通过织造工艺加工

成机织坯布、色织布等产品的行业，是我国纺织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行业具有原料成本低、生产流程短、织造效率高等特点。涤棉面料

是化纤织造业的一类重要产品。通常，涤棉本色布是由涤纶和棉纤维

按一定比例混纺而成的。其中涤纶含量占 60%以上，棉纤维含量占 40%

以下，根据市场需求的不同，这一比例可能有所调整。

混纺织造的涤棉面料同时具备了涤纶纤维和棉纤维的优良性能，

其特性如下：

1. 耐磨性：涤纶具有优良的耐磨性，其耐磨性仅次于锦纶。

涤纶纤维和棉纤维都具有较高的强度，干态下，涤纶强度为 4～

7cN/dtex，棉纤维强度为 3.5～6cN/dtex。这使得涤棉面料在穿着和

洗涤过程中不易磨损。

2. 抗皱性：涤纶纤维的弹性接近于羊毛当伸长 5%后，去除负

荷后很快就能恢复原形，且不留下皱褶。因此混纺织造而成的涤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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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干、湿情况下都具有良好的弹性和抗皱性，衣物不易变形，易于

打理。

3. 低缩水率：在合成纤维中，涤纶的初始模量最高，高达 14～

17GPa。这使得涤纶织物尺寸稳定，不易变形和走样。混纺后的涤棉

面料的缩水率较小，尺寸稳定性好，适合制作需要保持一定形状和尺

寸的衣物。

4. 舒适性：棉纤维纤维大分子上存在许多亲水性基团，常压

条件下，棉纤维的回潮率为 8.5%。由于棉纤维良好的吸湿、保湿性

能，且其为多孔结构，所以棉织物可以提供柔软、透气的穿着体验。

混纺后的涤棉面料仍能保持一定的柔软性和透气性，提供较为舒适的

穿着体验。

5. 易洗快干：涤棉面料易洗快干，适合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涤棉面料因其优良的性能和适中的价格而受到市场的热烈欢迎，

被广泛应用于服装、家居用品等领域。随着快时尚和休闲领域的发展，

涤棉面料市场扩大，但消费者需求的不断提高，且国内涤棉织造企业

众多，市场竞争激烈，生产企业面对着新的挑战。在新的机遇与挑战

下，要求生产企业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整合，

以适应市场变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2.编制目的

1. 统一标准，提升质量：通过编制《低缩水率高强度涤棉本

色布》的团体标准，明确面料的各项技术指标和性能要求，为生产厂

家提供统一的生产和质量控制依据，从而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2. 规范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标准的实施将有助于规范涤

棉面料市场，减少低质、低价产品的流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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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进技术进步，推动行业发展：标准的制定将引导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和

市场竞争力。

4. 增强国际竞争力：与国际接轨的涤棉本色布团体标准将提

升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和竞争力，为我国纺织行业走向世

界提供有力支撑。

（三）编制过程

1、项目立项阶段

现有关于涤棉纺织品的标准有 FZ/T 12065—2019《棉涤纶低弹

丝包芯纱本色布》、FZ/T 13013—2011《精梳棉涤混纺本色布》等，

这些标准涉及的技术要求有幅宽、纤维含量、密度、断裂强力等。本

项目拟在现有标准基础上提升产品质量要求，同时增加缩水率等指标，

于是海盐永恒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提交

了《低缩水率高强度涤棉本色布》团体标准的制定申请，并于 2024

年 8月 23 日正式立项。

2、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低缩水率高强度涤棉本色布进行了深入

的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内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标准的制定原则，结合现有产品

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的起草奠定了基础。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低

缩水率高强度涤棉本色布，明确了技术要求，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

方向。

3、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成果，经过数次修改，形成了《低缩水率高强度涤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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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布》标准草案稿。

4、征求意见阶段

拟定于 2024 年 9月开始征求意见。

5、专家审核

拟定于2024年11月召集专家审核标准，汇总专家审核意见之后，

修改标准并发布。

6、报批

拟定于 2024 年 11 月发布标准并实施。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海盐永恒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标准

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4 年

9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写工作。

2、广泛收集相关资料

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

之上，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本标准的制定引用的标准如下：

GB/T 2910.11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 11部分：纤维素纤

维与聚酯纤维的混合物（硫酸法）

GB/T 3917.1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 第 1部分：冲击摆锤法

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23.1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 1部分：断裂强力和

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GB/T 4666 纺织品 织物长度和幅宽的测定

GB/T 4668 机织物密度的测定

GB/T 4669 纺织品 机织物 单位长度质量和单位面积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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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628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织物试样和服装的

准备、标记及测量

GB/T 8629—2001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 8630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的测定

FZ/T 0105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10004 棉及化纤纯纺、混纺本色布检验规则

FZ/T 10006 本色布棉结杂质疵点格率检验方法

FZ/T 10009 棉及化纤纯纺、混纺本色布标志与包装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

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

最新版本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包括 8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介绍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文件所适用的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规格和分类

介绍产品的规格和分类。

5）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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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和企业内部管控项目进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

对产品的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做出要求。

6）试验方法

对产品的试验方法做出要求。

7）检验规则

对产品的检验规则做出要求。

8）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对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做出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有效指导生产和检验，加强家禽屠宰场的管理和提高屠宰工作的

卫生质量和安全水平，确保屠宰场防疫卫生工作的有效性。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

的协调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调

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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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低缩水率高强度涤棉本色布》起草组

2024 年 9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