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标准《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4 年第四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的通知”（工信厅科[2024]352 号）正式下达了《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行业标

准的修订计划，其计划号：2024-1115T-FZ；该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全国纺织机械与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纺机标委会）归口。

2、主要工作过程

2024 年 9 月 29 日工信部计划下达后，全国纺机标委会和中国纺织机械协会

进行了先期准备工作，对行业内的主要生产企业及其国内市场等综合情况作了充

分的调研，并与这些企业进行了沟通、交流。随后立即成立了标准制定工作组，

工作组由南通宏大实验仪器有限公司、上海灏兴科技有限公司、东华大学、温州

方圆仪器有限公司、南通三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莱州元茂仪器有限公司、山东

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温州市大荣纺织仪器有限公司、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理工大学、绍兴文理学院、中国纺织机械协会

等单位组成（排名不分先后）。工作组的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既有曲面法摩

擦色牢度仪相关的制造企业，又有知名院校和用户企业。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南通宏大实验仪器有限公司为标准主要参与单位，承担的主要职责是：标准

文本的编写、技术指标复核、验证等工作；中国纺织机械协会作为标准组织单位，

承担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召集会议，与工作组各成员的协调联系、标准文

本的修改以及标准的征求意见、标准的报批等多项工作。

4、各阶段时间节点及完成的工作

2024 年 9 月 29 日工信部计划下达后，2024 年 10 月-2025 年 2 月进行了前



期的准备工作，对行业内的主要生产企业及其国内市场等综合情况作了充分的调

研，并与这些企业进行了沟通、交流，协调南通宏大进行了资料的收集及整理，

初步确定标准的制定内容，并拟定第一版讨论稿。2025 年 2 月 25 日，在南通市

组织召开该项标准的工作组会议，来自相关企业、院校、协会等 17 位代表参加

了会议，各单位代表在会上对标准工作讨论稿进行认真、细致的讨论，逐字逐句

对文本进行了修改与补充。2025 年 2 月 26 日-2025 年 3 月 11 日，针对工作组成

员单位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

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的制定原则和主要内容

1、原则

1）标准的编制格式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进行编写。

2）标准的总体水平要充分体现当前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的技术水平以及可

预期内的技术发展状况。

3）标准的技术指标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

2、主要内容的论据（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等）

1）根据方法标准的要求界定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的整体性能要求。对水平

指示装置和夹样装置提出了要求，并对点动、预置往复次数、计数器计数靠等功

能提出了要求；方法标准中对机械臂什么状态时处于水平没有规定，这对试验结

果有影响，所以本标准规定“摩擦头相对运动至两个最低位时，机械臂应处于水

平状态”。

2）根据实验室环境对仪器运行噪声的要求，对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运行时

发射声压级噪声作出了相应的限定。

3）根据方法标准对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曲面试样台的参数要求，确定曲面

试样台工作面曲率半径为(200.0±1.0) mm 和往复速度为(30±1) 次/min；并增



加了工作面表面光滑程度和表面粗糙度的要求。

4）根据方法标准对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摩擦头的参数要求，确定端面边长

为(20.00±0.20) mm，端面曲率半径为 (45.0±1.0) mm，摩擦头（含摩擦布夹

环）对试样的压力为(2.0±0.1)N，摩擦头相对运动的水平动程为(100.0±3.0)mm。

并增加了摩擦头端面光滑程度、圆角或倒角、端面粗糙度、与曲面试样台工作面

接触状况等方面的要求。

5）考虑到用户企业操作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的实际安全情况，对操作者有

防止误伤的安全措施和安全提示。

6）考虑到不同海拔高度等条件对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电机功率和绝缘强度

的影响，确定了“海拔高度 2000m 以下”等作为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的使用条件。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通过对南通宏大实验仪器有限公司等的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进行试验验证，

试验数据符合标准的要求。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应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积极效果等

目前，国内有 10 多家仪器制造商在生产或销售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年销

售量可达 200 台以上，现阶段没有统一的产品标准，没有统一的技术要求和检验

方法，造成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质量参差不齐，没有质量门槛而使低劣的产品也

能进入市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有日本大荣、SDL 等公司

生产的仪器。与之相比，国内的整体水平来讲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主要是在仪

器的外观、制造精度等方面，国内产品的优势在于性价比，国外公司产品是国内

产品价格的数倍。随着国内仪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国内领先水平已经接近国际

先进水平。

目前，虽然国内外有 ISO 105-X19：2020《纺织品色牢度试验第 X19 部分:

耐摩擦色牢度（Gakushin 试验方法）》和 GB/T 42223-2022《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akushin 法》等标准对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提出了有关的技术要

求，但没有质量验收方法，国内外就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的产品标准还是比较欠

缺，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的产品标准。

通过该标准的制定，可为国内企业研制相关产品提供技术依据，规范仪器生

产，为纺织品检测提供更加精确、准确的仪器设备。同时对引领市场、规范行业、

有序的市场竞争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将起到积极地作用。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

情况

与国外机器对比：

对比项目 本标准 国内 国外

曲面试样台工作面曲率半径/mm 200.0±1.0 200.0±1.0 200.0±1.0

曲面试样台往复速度/（次/min） 30±1 30±1 30±1

摩擦头端面边长/mm 20.00±0.20 20.00±0.20 20.00±0.50

摩擦头端面曲率半径/mm 45.0±1.0 45.0±1.0 45.0±1.0

摩擦头组件对试样的压力/N 2.0±0.1 2.0±0.1 2.0±0.1

摩擦头相对运动的水平动程/mm 100.0±3.0 100.0±3.0 100.0±3.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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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是纺织行业用于检测

织物色牢度的重要仪器之一。色牢度已成为纺织、服装产品的一项重要质量检验

项目，由于服装在穿着过程中，在人体的肩、肘、腰、膝盖等部位容易发生摩擦，

虽然发生摩擦时一般力值较小，但发生摩擦次数较多，因此耐摩擦色牢度也是纺

织产品质量标准中的重要考核项目之一。曲面法规定的摩擦次数多、压力较小、

时间长，更能模拟服装穿着在人体上经受日常生活的摩擦时产生的掉色现象。“曲

面法摩擦色牢度仪”所规定的内容与其他行业和领域没有直接关系，与现行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不存在矛盾或交叉。



“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依据国家现行标准 GB/T 42223-2022 的有关要求而

制定。《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行业标准将与 GB/T 42223-2022 国家标准形成配

套互补关系，与其他纺织仪器标准没有协调配套关系，属于单独使用的标准。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纺织机械领域纺织仪器大类中的产品标准，对人体健康及周围环境

没有直接的危害；故建议该标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

施日期）

用宣贯会的形式进行宣传和贯彻，实施日期推荐标准发布 6个月后。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于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为纺织仪器类的产品标准。对人体健康及周围环境没有直接的危害。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是有利于指导相关企业组织生产和贸易，使其对质量的控制及

检测（包括有关质量检测机构）有了充分的依据；同时在方便用户的使用、协调

供需双方的要求以及规范市场等方面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故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的内容较全面、科学地反映了当前国内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的技术水

平；技术指标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以及一定的先进性；标准的编制符合相关的要

求。

纺织行业标准《曲面法摩擦色牢度仪》制定工作组

2025 年 3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