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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７２１１５：１９８４《纺织品　机织物　结构分析方法　第５部分：织物中拆下纱线

线密度的测定》。

本标准根据ＩＳＯ７２１１５：１９８４重新起草，与ＩＳＯ７２１１５：１９８４的主要差异为：

１．删除引言；

２．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由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替代了国际标准；

３．范围中增加了不适用的内容，并将引言中的部分内容作为条注；

４．简化了试样数量的描述，并删除了包含不同纬管的要求，经纬向试样统一为２块；将纬纱分组称

重改为一起称重；

５．增加了烘干值加上公定回潮率的计算；

６．增加了测定股线线密度及其表示方法的有关条款（７．３和８．３）；

７．试验报告中增加了“样品的描述”。

本标准代替ＦＺ／Ｔ０１０９３—１９９９《机织物结构分析方法　织物中拆下纱线线密度的测定》。

本标准与ＦＺ／Ｔ０１０９３—１９９９相比，主要有以下技术修改：

１．原范围中的１．３调整为条注的内容；

２．简化了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的规定；

３．删除了试样要求中“样品最好含有５个纬管”的规定，经纬向试样统一为２块；将纬纱分组称重

改为一起称重；

４．增加了烘干值加上公定回潮率的计算。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分会（ＳＡＣ／ＴＣ２０９／ＳＣ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所、西安工程大学、天祥集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宇英、冉雯、张一心。

本标准于１９８８年首次发布，标准编号为ＧＢ／Ｔ８６８１—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调整为纺织行业标准，编号为

ＦＺ／Ｔ０１０９３—１９９９，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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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织物结构分析方法

织物中拆下纱线线密度的测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织物中拆下纱线线密度的两种方法。一是从没有除去非纤维物质的织物中拆下

纱线线密度的测定方法。二是从去除非纤维物质以后的织物中拆下纱线线密度的测定方法。根据需要

可选用其中的一种。

本标准适用于大多数机织物拆下纱线线密度的测定，不适用于在一定伸直张力下不能消除纱线上

的卷曲，以及在织造、整理和该方法分析过程中纱线受到破坏的织物。

　　注：用本标准的方法得到的织物中纱线的线密度可能会与织造前原纱的线密度不同。如果样品不够大，其结果可

能会有明显差异。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５４３．１　纺织品　纱线捻度的测定　第１部分：直接计数法（ＧＢ／Ｔ２５４３．１—２００１，

ｅｑｖＩＳＯ２０６１：１９９５）

ＧＢ６５２９　纺织品的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ＧＢ／Ｔ８６９３　纺织纱线的标示

ＦＺ／Ｔ０１０９１　机织物结构分析方法　织物中纱线织缩的测定（ＦＺ／Ｔ０１０９１—２００８，ＩＳＯ７２１１３：

１９８４，ＭＯＤ）

ＩＳＯ１８３３１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１部分：试验总则

３　原理

从长方形的织物试样中拆下纱线，测定其伸直长度，在试验用的标准大气中调湿后测定其质量（方

法Ａ），或测定其烘干质量加上商业允贴或公定回潮率（方法Ｂ）。根据质量与伸直长度总和计算线

密度。

在测定纱线干燥质量时，当加热到１０５℃，除水以外的挥发性物质容易引起显著的损失，这时应使

用方法Ａ。

可以对未去除非纤维物质的纱线进行测定，也可以对去除非纤维物质后的纱线进行测定。

４　设备

４．１　天平，精度为试样最小质量的０．１％。

４．２　测定纱线伸直长度的装置（同ＦＺ／Ｔ０１０９１规定的装置）。

４．３　通风烘箱。

５　调湿和试验用的大气

按ＧＢ６５２９规定的标准大气进行预调湿、调湿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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