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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FZ/T20015《毛纺产品分类、命名及编号》分为如下8个部分:
———第1部分:精梳毛织品;
———第2部分:粗梳毛织品;
———第3部分:驼绒;
———第4部分:造纸毛毯;
———第5部分:毛毡;
———第6部分:绒线;
———第7部分:毛毯;
———第8部分:长毛绒。
本部分为FZ/T20015的第7部分。
本部分代替FZ/T20015.7—1998《毛纺产品分类、命名及编号 毛毯》,与FZ/T20015.7—1998相

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5706;
———增加了纬编毛毯及其命名;
———增加了按使用原料不同进行分类及其命名;
———根据 GB/T5706修改了毛毯命名的定义,并调整了顺序;
———修改了表2中代号4、5、6、9的内容;
———增加了表3中代号5的内容。
本部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毛纺织分会(SAC/TC209/SC3)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毛纺织科学研究所检验中心、北京市毛麻丝织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闫玉疆、李涛、王翔、李典典。
本部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FZ/T20015.7—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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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纺产品分类、命名及编号 毛毯

1 范围

FZ/T20015的本部分规定了毛毯的分类、命名及编号。
本部分适用于各类民用毛毯。
本部分不适用于造纸毛毯等工业用毛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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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706 纺织品 毛纺织产品 术语

3 分类

3.1 按加工方法不同分为:机织毛毯、簇绒毛毯、经编毛毯、纬编毛毯、人造毛皮毛毯、针刺毛毯。

3.2 按花色品种不同分为:素毯、道毯、提花毯、印花毯、格子毯。

3.3 按毯面风格不同分为:呢面毯、短绒毯、立绒毯、顺毛毯、滚球毯、水纹毯、压花毯。

3.4 按使用原料不同分为:纯毛毛毯、毛混纺毛毯、非毛纤维毛毯。

4 命名

4.1 根据加工方式的命名

4.1.1 机织毛毯

由织机制成机织毯坯,然后经起绒、抓剪绒等后整理工艺制成的毛毯。

4.1.2 簇绒毛毯

毛纱针刺于底布上,再经起毛、滚球、抓剪等工艺,使毯面绒毛相互缠结和抱合,或用针刺簇绒方法,
形成多种簇绒外观的毛毯。

4.1.3 经编毛毯

以涤纶、腈纶等为原料,采用经编机(多为拉舍尔织机)编织,经剖绒、印花、刷毛、烫剪等工序制成的

毛毯。

4.1.4 纬编毛毯

采用纬编圆机,中间喂纱编织,经剖幅、上浆定型、印花、刷毛、烫剪等工序制成的毛毯。

4.1.5 人造毛皮毛毯

以棉纱为底,毛纱为起毛纱,色织或印染成仿兽皮花纹的针织毛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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