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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8427—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本标准与

GB/T8427—2008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原标准第1章的注调整为本标准第3章的注;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8426,将FZ/T01024替换为GB/T32616,增加了GB/T730、

ISO105-B01:2014和ISO9370的引用;
———删除了“对于白色(漂白或荧光增白)纺织品,是将试样的白度变化与蓝色羊毛标样对比,评定

色牢度”的内容(见2008年版的第3章);
———增加了“原理”一章(见第4章);
———增加了“本试验羊毛标样1~8应符合GB/T730规定的品质要求。”(见5.1.2);
———删除了湿度控制标样的内容(见2008年版的4.1.3);
———调整了“设备的内容,不详细区分空冷式和水冷式”(见5.2,2008年版的4.2);
———增加了“辐照度的允差”(见5.2.1.5);
———删除了5.3(见2008年版的5.3);
———调整了曝晒条件(见第7章);
———细化了有效湿度调节步骤(见8.2);
———增加了对试样的初评(见8.3.2.4);
———增加了用增大面积的遮盖物替换原遮盖物的方式(见8.3.2.7、8.3.3.5、8.3.3.6、8.3.4.4和8.3.5.4);
———修改了与耐光色牢度8级对应的L9级为L8级(见8.3.2.9,2008年版的7.2.2.4);
———修改了与耐光色牢度6级对应的L4级为L5级(见8.3.3.6,2008年版的7.2.3.4);
———细化了方法3的试验步骤,并将评级蓝色羊毛标样由2种增加为3种(见8.3.4,2008年版的

7.2.4);
———修改了方法4中评级阶段,由“灰色样卡4级和(或)3级”改为“灰色样卡4级和3级”(见8.3.5,

2008年版的7.2.5);
———修改了“色差等于灰色样卡4级和灰色样卡3级(5.2.9)的基础上”(见9.1,2008年版的8.1);
———修改了“评为‘低于1级’或‘低于L2级”(见9.3,2008年版的8.3);
———增加了报告个阶段评级结果[见第10章c)和d)];
———删除了原标准附录A、附录B和附录C的内容,并整合更新为本标准附录C;
———调整了原标准附录D为本标准附录A;
———调整了原标准附录E为本标准附录B;
———增加了附录D;
———增加了附录E。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05-B02:2014《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第B02部分:耐人造

光色牢度:氙弧灯试验》。
本标准与ISO105-B02:2014相比在结构上变化如下:
———互换了“原理”章和“术语和定义”章的位置;
———5.2.1.4下删除条款号,避免无条题条下再分条;
———5.2.1.5下删除条款号,避免悬置段和无条题条下再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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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附录D”调为本标准“附录A”,“附录C”调为本标准“附录B”,“附录A”调为“附录C”,“附
录B”调为“附录D”。

本标准与ISO105-B02:2014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50代替ISO105-A02;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730代替ISO105-B08;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6151代替ISO105-A01;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6682代替ISO3696;
● 用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GB/T8431代替ISO105-B05;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2616代替ISO105-A05;
● 增加引用了FZ/T01047;
● 删除了CIE51的引用;

———增加表2的脚注d;
———将8.2.7中“如果没有达到8.2.5中的规定色差”修正为“如果没有达到8.2.6中的规定色差”;
———第10章c)和d)项中,当各阶段评级差异超过半级时,将备注“蓝标的灰卡级数”改为备注“具

体阶段”,并增加报告平均耐光色牢度评定结果;
———第10章d)项中删除报告参比样,e)项中删除报告蓝色羊毛标样;
———增加了图D.1和图D.2中图的说明。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标准名称改为《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美国科潘诺实验设备公司上海代表处、安徽裕华

纺织有限公司、温州大荣纺织仪器有限公司、温州方圆仪器有限公司、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纺织

仪器厂、锡莱亚太拉斯(深圳)有限公司、晋江中纺标检测有限公司、亚太拉斯材料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长乐力天针纺有限公司、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玉茹、李治恩、杨潇潇、张恒、张孟胜、程剑、胡君伟、张建祥、简志光、张智、
曹玲玲、陈小诚、陈思唯、耿彩花、林碧花。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8427—1987、GB/T8427—1998、GB/T842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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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种测定各类纺织品的颜色耐相当于日光(D65)的人造光作用色牢度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有颜色的纺织品,也适用于白色(漂白或荧光增白)纺织品。
注:本标准可使用两组不同的蓝色羊毛标样,所得结果并不完全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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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5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GB/T250—2008,ISO105-A02:1993,

IDT)

GB/T73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蓝色羊毛标样(1~7)级的品质控制(GB/T730—2008,

ISO105-B08:1995,MOD)

GB/T615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试验通则(GB/T6151—2016,ISO105-A01:2010,MOD)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6682—2008,ISO3696:1987,MOD)

GB/T843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光致变色的检验和评定(GB/T8431—1998,eqvISO105-
B05:1994)

GB/T32616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试样变色的仪器评级方法(GB/T32616—2016,ISO105-
A05:1996,MOD)

FZ/T01047 目测评定纺织品色牢度用标准光源条件

ISO105-B01:2014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第B01部分:耐光色牢度:日光(Textiles—Testsfor
colourfastness—PartB01:Colourfastnesstolight:Daylight)

ISO9370 塑料 气候试验辐照量的仪器测定 总则和基本试验方法(Plastics—Instrumentalde-
terminationofradiantexposureinweatheringtests—Generalguidanceandbasictestmethod)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试样 testspecimen
纺织样品上具有代表性且进行试验的部分。
注:试样用于比较曝晒后和初始(未曝晒)的状态。

3.2
参比样 referencespecimen
同试样一起用于曝晒试验的比较材料。
注:为了得到试验结果可能需要多个参比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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