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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０５Ａ０３：１９９３《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Ａ０３部分：评定沾色用灰

色样卡》（英文版）及其技术勘误２：２００５。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ＩＳＯ１０５本部分”一词改为“本标准”；

———删除了ＩＳＯ１０５Ａ０３：１９９３的前言；

———将ＩＳＯ１０５Ａ０３：２００５—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ｉｇｅｎｄｕｍ２的内容纳入相关条款中。

本标准代替ＧＢ２５１—１９９５《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本标准与ＧＢ２５１—１９９５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改为“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由强制性标准调整为推荐性标准；

———增加了灰色样卡使用时的背景和遮盖材料颜色的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分会（ＳＡＣ／ＴＣ２０９／ＳＣ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纺织工业技术监督所、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小诚、张志峰、王仲昭。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２５１—１９６４、ＧＢ２５１—１９８４、ＧＢ２５１—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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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品色牢度试验中评定贴衬织物沾色程度的灰色样卡及其使用方法。本标准提供

了灰色样卡的精确测色级距值，可以作为永久记录以供新制作的灰色样卡及可能发生变化的灰色样卡

对比之用。

２　原理

２．１　基本灰色样卡即五档灰色样卡由五对无光的灰色或白色卡片（或灰色、白色布片）组成，根据观感

色差分为五个整级色牢度档次，即５、４、３、２、１。在每两个档次中再补充一个半级档次，即４５、３４、２３、

１２，就扩编为九档卡。每对的第一组成均是白色，第二组成只有色牢度是５级的与第一组成相一致。

其他各对的第二组成依次变深，色差逐级增大，各级观感色差均经色度确定。整个色度规定如下。

２．２　纸片或布片应是白色或中性灰色，并应在含有镜面反射光的条件下使用分光光度测色仪加以测

定。色度数据应以ＣＩＥ１９６４补充标准色度系统（１０°观察者）和Ｄ６５照明体计算。

２．３　每对第一组成的三刺激值犢 应不低于８５。

２．４　每对第二组成与第一组成的色差应符合如下规定：

牢度等级 ＣＩＥＬＡＢ色差 容差

５ ０ ０．２

（４５） ２．２ ±０．３

４ ４．３ ±０．３

（３４） ６．０ ±０．４

３ ８．５ ±０．５

（２３） １２．０ ±０．７

２ １６．９ ±１．０

（１２） ２４．０ ±１．５

１ ３４．１ ±２．０

　　括号里的数值仅适用于九档灰色样卡。

２．５　灰色样卡的使用：将一块未沾色的贴衬织物（原贴衬）和色牢度试验中组合试样的一部分（试后贴

衬）按同一方向并列紧靠置于同一平面，灰色样卡也靠近置于同一平面上。背景宜为中性灰颜色，近似

变色用灰色样卡１级和２级之间（近似蒙赛尔色卡Ｎ５）。如需避免背衬对纺织品外观的影响，可取未沾

色未染色的纺织品两层或多层垫衬于原贴衬和试后贴衬之下。北半球用北空光照射，南半球用南空光

照射，或用６００ｌｘ及以上等效光源。入射光宜与纺织品表面成约４５°角，观察方向大致垂直于纺织品表

面。按照本灰色样卡的级差来目测评定原贴衬和试后贴衬之间的色差。

试样的外观颜色在观察时会受到背景和遮盖材料颜色的影响。为了得到可靠的结果，遮盖原贴衬

和遮盖试后贴衬的套板应当使用颜色一致的材料。宜使用中性色的背景材料和套板，若使用得当灰色

或黑色的套板也可以。例如：遮盖试后贴衬使用的是黑色套板，那么原贴衬也应当使用完全一致的黑色

材料。如果只使用唯一的中性色遮盖物，那么应当把试后贴衬和原贴衬完全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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