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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表面活性剂和洗涤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西安开米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绿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洛娃日化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姚晨之、严方、于文、何琼、张辉、赵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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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洗涤过程包括洗涤和漂洗,制定本标准旨在指导标准应用方在实验室条件下建立一个符合实际、能
够复现的考核不同洗涤剂在洗涤时的消耗水量的测试方法,进而对洗涤剂的节水性能进行评估。

一次洗涤过程的结束,通常是以消费者实际判断的标准为主(手工洗涤),其实质可归结为感官指标

判定。在洗衣机洗涤下,则多取决于机器的程序设计,确定洗涤结束的依据是以漂洗中水质的理化指标

变化情况作出。因此本标准建议评判一次洗涤过程的结束从感官评价和理化指标两个方面作出,以较

为客观反映洗涤剂应用的真实情况。
衣料用洗涤剂耗水量主要取决于产品的洗涤和漂洗的效果,与产品种类、使用方法、洗涤习惯、洗涤

环境、温度、水质、设备等众多因素有关,同时这些因素之间还存在交互的影响,不存在一组最佳的条件

能够客观反映各类洗涤剂或同类但组成成分不同的洗涤剂产品的真实洗涤效果,因此规定一个统一条

件,测试评估各种洗涤剂在洗涤过程中水的消耗量,可能与实际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产品研发和实际应

用缺少指导意义。作为指南,本标准针对不同的产品及使用方式,提出在实验室条件下如何尝试建立符

合实际、能够相对客观反映真实情况的测试衣料用洗涤剂的耗水量与节水性能评估所应遵循的基本原

则,标准应用方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细化条件和操作过程,建立符合自身需要的具体评估测试方

法。按照本标准提供的指南建立的评估方法,使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同类洗涤剂耗水量与节水性能的比

较判定成为可能。
洗涤剂的去污效果是另一项不可忽视的性能指标,为使洗涤剂具有良好的去污力,有效的方法是加

大洗涤剂配方中活性成分的用量,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需要消耗更多的水来漂清其在所洗织物中的

残留,因此可以说节水和去污是洗涤剂本身特有的一对相互矛盾的两个因素。本标准的关注点是节水

性能,对于洗涤剂的去污性能的评定,检测方法依照已发布的其他有关标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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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料用洗涤剂耗水量与节水性能

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对在实验室条件下建立测试衣料用洗涤剂耗水量与节水性能评估方法,提供了基本的原则、
依据和方式,以及需要确定的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水为洗涤溶液的各类衣料用洗涤剂(不包括肥皂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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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3173—2008 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洗涤 wash
用含有洗涤剂的水溶液去除粘附在衣物上污渍的过程。使用的洗涤剂水溶液称为洗涤液。

3.2
漂洗 rinse
衣物经洗涤后,加水清洗的过程。

3.3
漂洗液 rinsesolution
衣物漂洗时的溶液。根据漂洗更换用水的次数,可分为一次漂洗液、二次漂洗液、……、n 次漂

洗液。

3.4
N 值 valueofN
用于表征衣物漂洗过程中,漂洗液内部理化指标变化的幅度。计算方式是,以第i次漂洗时的漂洗

液理化指标项目为基数,分别与相临的前一次和后一次漂洗液该指标项目的比值。N 值因理化指标项

目不同,可有多个。可用 NpH、Nγ、NLAS、NTOC、NCOD、NNa分别表示由pH、表面张力、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总有机碳(TOC)、化学需氧量(COD)、钠离子等参数计算得到的N 值。

3.5
耗水量 levelofusingwater
在洗涤和漂洗结束后,整个洗涤过程中的用水量,包括洗涤用水和漂洗用水两部分,以符号V 表

示。特别地,当测试评估洗涤剂产品耗水量的洗涤过程相同(即洗涤用水一致),则耗水量可仅指漂洗

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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