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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３３１９《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分为三个部分：

———第１部分：针织服装纵行扭斜的变化；

———第２部分：机织物和针织物；

———第３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３３１９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６３２２２：２００５《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２部分：机织物和

针织物》（英文版）。本部分与ＩＳＯ１６３２２２：２００５相比有如下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由我国标准代替了国际标准；

———对ＩＳＯ１６３２２２中织物尺寸标记有误处进行了更正，将５．７和７．２．１的织物标记尺寸更正为

（６５０×３８０）ｍｍ，将５．７和７．３．１的织物标记尺寸更正为（５８０×５１０）ｍｍ；

———７．１．２中前两段文字合并为一段；

———７．３．１中补充了试样数量的规定；

———９．２．１．２中第二段与第三段合并为一段；

———图５中Ａ′Ｂ应与直线ＹＺ垂直，原ＩＳＯ１６３２２２图形标记错误，对其进行了修正。

本部分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标准分会（ＳＡＣ／ＴＣ２０９／ＳＣ１）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纺标（北京）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国家纺织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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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２部分：机织物和针织物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３３１９的本部分规定了测量机织物和针织物洗涤后扭斜的三种方法（对角线标记法，倒Ｔ形

标记法，模拟服装标记法）。

由不同的方法得到的试验结果也许不具有可比性。

本部分适用于测量织物洗涤后的扭斜，而不是针对测量织物制造时形成的扭斜。

注：一些织物结构，如粗斜纹棉布在生产过程中有意形成扭斜。针织圆机生产的织物可能会形成固有的非垂直状

的条纹排列。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３３１９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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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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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ＧＢ／Ｔ６５２９　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ＧＢ／Ｔ６５２９—２００８，ＩＳＯ１３９：２００５，ＭＯＤ）

ＧＢ／Ｔ８６２９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ＧＢ／Ｔ８６２９—２００１，ｅｑｖＩＳＯ６３００：２０００）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２３３１９的本部分。

３．１

　　扭斜　狊狆犻狉犪犾犻狋狔

纺织品中的纬纱或针织横列与织物布边或服装侧边的垂线产生角度偏移的织物状态。

４　原理

按照规定程序对试样进行剪裁、准备、标记以及洗涤，以毫米为单位测量其扭斜值，以对标记长度或

偏移角度的百分率作为测定结果。

５　仪器

５．１　自动洗衣机，按ＧＢ／Ｔ８６２９中规定，洗衣机种类协商确定。

５．２　自动烘干机，按ＧＢ／Ｔ８６２９中规定，经协商确定。

５．３　钢尺，长度至少为５００ｍｍ，分度值为１ｍｍ。

５．４　调湿架。

５．５　缝纫机。

５．６　丁字尺，长度至少为５００ｍｍ。

５．７　标记模板，尺寸为（３８０×３８０）ｍｍ，（５８０×５１０）ｍｍ和（６５０×３８０）ｍｍ。

６　调湿

在裁剪、缝合及测量织物试样之前，按照ＧＢ／Ｔ６５２９规定在试验用标准大气中调湿织物或服装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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