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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8737《纺织机械与附件 经轴》分为9部分:
———第1部分:词汇;
———第2部分:整经轴;
———第3部分:织轴;
———第4部分:整经轴、织轴和分段整经轴边盘的性能等级;
———第5部分:经编机用分段整经轴;
———第6部分:织带机和钩编机用经轴;
———第7部分:条子、粗纱和纱线染色用轴;
———第8部分:跳动公差的定义和测量方法;
———第9部分:织物染色用轴。
本部分为GB/T18737的第9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SO8116-9:1991《纺织机械与附件 经轴 第9部分:

织物染色用轴》。
本部分与ISO8116-9:1991相比技术性差异为:
———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国际标准改为对应的国家标准GB/T20038 纺织机械 染整机器 

公称宽度的定义和系列(GB/T20038—2005,ISO1505:1993MOD)(见本部分的第2章);
———增加了系列直径规格(见本部分的表1)。
本部分对ISO8116-9:1991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用“GB/T18737.9”代替“ISO8116-9”;
———删除了ISO8116-9:1991的前言。
本部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纺织机械与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5)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立信染整机械(深圳)有限公司、国家纺织机械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州番禺高勋染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泰安康平纳机械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林健、徐达明、彭宝瑛、萧振林、鹿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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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机械与附件 经轴
第9部分:织物染色用轴

1 范围

GB/T18737的本部分规定了织物染色用轴的型式、术语和主要尺寸、标记。
本部分适用于织物的染色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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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038 纺织机械 染整机器 公称宽度的定义和系列(GB/T20038—2005,ISO1505:

1993,MOD)

3 型式

3.1 A型

无传动孔的织物染色用轴,见图1。

3.2 B型

带传动孔织物染色用轴,见图2。

4 术语和主要尺寸

4.1 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文件,见图1和图2。

4.1.1
织物宽度 fabricwidth
a

4.1.2
公称宽度 nominalwidth
b

4.1.3
打孔区宽度 widthoftheperforatedzone
c

4.1.4
轴的外径 overalldiameter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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