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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斯得福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威海芸祥家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康乃馨纺

织科技有限公司、凯盛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三利集团服饰有限公司、好梦来家纺有限公司、威海市芸祥绣

品有限公司、山东银丰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南通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所、南通市纤维检验所、中国家用

纺织品行业协会。

本标准起草人：张华、朱晓红、肖蓓、钱薇薇、陆璐璐、王培万、王忠胜、周鑫、黄灵彬、赵纪红、方桂芬、

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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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饭店用精品纺织品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旅游饭店用精品纺织品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贮存和

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旅游饭店用以高支高密纯棉机织物为原料经过精细加工制作而成的床上用品（不含

芯类产品）和以纯棉纱线为原料制作的高强力高吸水性的卫浴巾类产品。游轮、列车等使用的精品纺织

品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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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９１０（所有部分）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ＧＢ／Ｔ３９２０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ＧＢ／Ｔ３９２１—２００８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

ＧＢ／Ｔ３９２２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度

ＧＢ／Ｔ３９２３．１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１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ＧＢ／Ｔ４６６８　机织物密度的测定

ＧＢ／Ｔ４８０２．２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定　第２部分：改型马丁代尔法

ＧＢ／Ｔ５２９６．４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４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ＧＢ／Ｔ５７１３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８６２８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织物试样和服装的准备、标记及测量

ＧＢ／Ｔ８６２９—２０１７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ＧＢ／Ｔ８６３０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的测定

ＧＢ／Ｔ９９９４　纺织材料公定回潮率

ＧＢ／Ｔ９９９５　纺织材料含水率和回潮率的测定　烘箱干燥法

ＧＢ／Ｔ１４８０１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验方法

ＧＢ１８４０１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ＧＢ／Ｔ２２７９８　毛巾产品脱毛率测试方法

ＧＢ／Ｔ２２７９９　毛巾产品吸水性测试方法

ＧＢ／Ｔ２４１２１　纺织制品　断针类残留物的检测方法

ＧＢ／Ｔ２７７５４　家用纺织品　毛巾中水萃取物限定

ＧＢ／Ｔ２９２５６．５　纺织品　机织物结构分析方法　第５部分：织物中拆下纱线线密度的测定

ＧＢ／Ｔ２９７７８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潜在酚黄变的评估

ＧＢ／Ｔ２９８６２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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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３１１２８　毛巾产品毛圈钩拉力测试方法

ＧＢ３１７０１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ＦＺ／Ｔ０１０５７（所有部分）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ＦＺ／Ｔ０１０６８　评定纺织品白度用白色样卡

ＦＺ／Ｔ６００３３　家用纺织品　毛巾不均匀水洗尺寸变化的测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旅游饭店　狋狅狌狉犻狊狋犺狅狋犲犾

以间（套）夜为单位出租客房，以住宿服务为主，并提供商务、会议、休闲、度假等相应服务的住宿设

施，按不同习惯可能也被称为宾馆、酒店、旅馆、旅社、宾舍、度假村、俱乐部、大厦、中心等。

［ＧＢ／Ｔ１４３０８—２０１０，定义３．１］

３．２

高支高密机织物　犺犻犵犺犮狅狌狀狋犪狀犱犺犻犵犺犱犲狀狊犻狋狔狑狅狏犲狀犳犪犫狉犻犮

经向、纬向单纱纱支均≤７．４ｔｅｘ（≥８０ｓ），经密与纬密之和不低于１２００根的纺织机织物。

注：织物密度以根／１０ｃｍ表示，１２００根／１０ｃｍ相当于３００根／ｉｎ。

［Ｔ／ＨＯＭＥＴＥＸ１—２０１８，定义３．１］

４　产品分类

４．１　旅游饭店用精品纺织品按产品特点和用途分为客房床上用品和卫浴巾类产品。

４．２　客房床上用品包括床单、被套、枕套等，不包含芯类产品。

４．３　卫浴巾类产品包括客房、餐饮、休闲、洗浴等使用的方巾、面巾、地巾、浴巾、手巾、毛巾浴衣等毛巾

产品。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客房床上用品内在质量应符合表１的要求，卫浴巾类产品内在质量应符合表２的要求。

表１　客房床上用品内在质量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１ 纤维含量偏差／％ 按ＧＢ／Ｔ２９８６２执行

２ 单纱线密度／ｔｅｘ ≤ ７．４

３ 经密纬密之和允差／％ ≥ －１．０

４ 断裂强力／Ｎ ≥ ４００

５ 水洗尺寸变化率ａ／％ －４．５～＋２．０

６ 起球性能／级 ≥ ４（提花织物３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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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项目 要求

７ 耐汗渍色牢度／级 ≥

变色

沾色

４

４

８ 耐皂洗色牢度／级 ≥

变色

沾色

４

４

９ 耐摩擦色牢度／级 ≥

干摩

湿摩

４

３４（深色３）

１０ 耐水色牢度／级 ≥

变色

沾色

４

４

１１ 酚黄变牢度／级≥ ４

１２ 白度的评定／级 ５

　　注１：按ＧＢ／Ｔ４８４１．３规定，颜色大于１／１２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为深色，小于或等于１／１２染料染色标准深度

色卡为浅色。

注２：白度的评定仅考核白色产品。

注３：酚黄变牢度仅考核浅色和白色产品。

　　
ａ 被套面料与里料水洗后尺寸之差绝对值≤２ｃｍ。

表２　卫浴巾类产品内在质量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１ 质量偏差率／％ ≥ －２．５

２ 断裂强力／Ｎ ≥ ３５０

３ 吸水性／Ｓ ≤ ５

４ 脱毛率／％ ≤

非割绒毛巾

割绒毛巾

０．４

０．５

５ 纤维含量偏差／％ 按ＧＢ／Ｔ２９８６２执行

６ 水洗尺寸变化率／％ －６～＋２

７ 洗后不均匀尺寸差／ｍｍ ≤

大件产品

小件产品

３０

２０

８ 毛圈钩拉力／ｃＮ ≥ ５０

９ 耐皂洗色牢度／级 ≥

变色

沾色

４

４

１０ 耐摩擦色牢度／级 ≥

干摩

湿摩

４

３４（深色３）

１１ 酚黄变牢度／级 ≥ ４

１２ 白度的评定／级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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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序号 项目 要求

１３ 水萃取物
液体沾色／级 ≥

透明度／ｍｍ ≥

３

２００

　　注１：按ＧＢ／Ｔ４８４１．３规定，颜色大于１／１２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为深色，小于或等于１／１２染料染色标准深度

色卡为浅色。

注２：毛圈钩拉力仅考核非割绒产品。

注３：白度的评定仅考核白色产品。

注４：酚黄变牢度仅考核浅色和白色产品。

注５：产品的长方向或宽方向的最大尺寸大于５０ｃｍ为大件，小于或等于５０ｃｍ为小件。

５．２　客房床上用品外观质量应符合表３的要求，卫浴巾类产品外观质量应符合表４的要求。

表３　客房床上用品外观质量要求

序号 项 目 要 求

１
规 格 尺 寸 偏

差率ａ／％

大件产品

小件产品

－１．５～＋１．５

－２．０～＋２．０

２ 色差、色花／级 ≥

单件

套内件与件

４５

４

３ 纬斜、花斜／％ ≤ １．５

４ 外观疵点

破损、破洞、针眼

色斑、污渍

线状疵点

条块状疵点

印花不良

不允许

与周围色差＜４５级时不允许

轻微允许１处／面

轻微允许１处／面

允许轻微搭、沾、渗色、漏印，不影响外观

５ 图案质量 图案整体位正不偏

６ 绣花质量
针码平服，绣面平整；针码均匀细薄、细密适当；绣面无沾

污；贴绣平服无明显漏绣、露毛，不错位

７ 缝制质量

无浮针、漏针、脱线；跳针不超过１针／处，大件不超过２处／

件，小件不允许；偏针不超过０．５ｃｍ／２０ｃｍ；

轨迹匀、直、牢固，上下线松紧适宜；

接针套正，边口处应打回针；

针迹密度：平缝≥１４针／３ｃｍ；包缝（暗针）≥９针／３ｃｍ；

卷边、拼缝平服齐直，宽窄一致，不露毛；面／里料错位小于

０．５ｃｍ；

缝份（包括拼缝缝份）不少于０．８ｃｍ；

标签缝制端正牢固

　　注１：外观疵点及程度说明参见附录Ａ。

注２：产品的长方向或宽方向的最大尺寸大于１００ｃｍ为大件，小于或等于１００ｃｍ为小件。

　　
ａ 床单规格尺寸仅考核负偏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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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卫浴巾类产品外观质量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１ 规格尺寸偏差率／％ ≥ －２．０

２ 色差色花／级 ≥ ４

３ 线状疵点／（处／条）
大件产品

小件产品

２

不允许

４ 条状疵点、块状疵点、破损性疵点、散布性疵点、污渍 不允许

５ 缝制质量

线头

不回针、散角

跳针、脱线

平缝针密度／５ｃｍ ≥

包缝针密度／５ｃｍ ≥

缝边

标签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１５针

１６针

两边宽度均匀一致；缝纫线与毛圈间距离小于或

等于０．１ｃｍ，且缝纫线不能压住毛圈

标签缝制端正牢固

６ 图案质量 整体位正不偏

７ 绣花、印制效果 不影响外观

８ 吊斜／ｍｍ ≤

大件产品 ２０

小件产品 １５

　　注１：外观疵点说明参见附录Ｂ。

注２：产品的长方向或宽方向的最大尺寸大于５０ｃｍ为大件，小于或等于５０ｃｍ为小件。

５．３　产品应符合ＧＢ１８４０１规定的要求，婴童产品应符合ＧＢ３１７０１规定的要求。

５．４　选用合适缝线、纽扣、拉链等附件，且质量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５．５　产品上不允许残留对人体有伤害的金属针等锐利物。

５．６　特殊要求按双方合同协议的规定执行。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纤维含量检测按ＧＢ／Ｔ２９１０（所有部分）、ＦＺ／Ｔ０１０５７（所有部分）规定执行。

６．２　单纱线密度检测按ＧＢ／Ｔ２９２５６．５规定执行。

６．３　织物密度检测按ＧＢ／Ｔ４６６８规定执行。

６．４　断裂强力检测按ＧＢ／Ｔ３９２３．１规定执行。

６．５　床上用品水洗尺寸变化率按ＧＢ／Ｔ８６３０规定进行检测，取成品样测试，按照ＧＢ／Ｔ８６２８规定在成

品样上标记和测量（被套及枕垫套产品若两层面料为同种面料，只在一层标记，若不是同种面料，两层分

别标记），洗涤程序选用ＧＢ／Ｔ８６２９—２０１７中９Ｎ程序，干燥方式为翻转干燥。

６．６　起球性能检测按ＧＢ／Ｔ４８０２．２规定执行，其中摩擦次数为２０００次。

６．７　耐汗渍色牢度检测按ＧＢ／Ｔ３９２２规定执行。

６．８　耐皂洗色牢度检测按ＧＢ／Ｔ３９２１—２００８规定执行，试验条件按Ｃ（３）执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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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耐摩擦色牢度检测按ＧＢ／Ｔ３９２０规定执行。

６．１０　耐水色牢度检测按ＧＢ／Ｔ５７１３规定执行。

６．１１　白度的评定按ＦＺ／Ｔ０１０６８标准执行。

６．１２　质量偏差率的检测按ＧＢ／Ｔ９９９５测定称重时的回潮率，根据ＧＢ／Ｔ９９９４的公定回潮率计算公定

回潮率的质量（１０条称重）。

６．１３　吸水性的测定按ＧＢ／Ｔ２２７９９中Ａ法执行。

６．１４　脱毛率的测定按ＧＢ／Ｔ２２７９８执行。

６．１５　卫浴巾类产品水洗尺寸变化率、洗后不均匀尺寸差的测定按ＦＺ／Ｔ６００３３执行，洗涤程序选用

ＧＢ／Ｔ８６２９—２０１７中９Ｎ程序，干燥方式为翻转干燥。

６．１６　毛圈钩拉力的测定按ＧＢ／Ｔ３１１２８的定毛圈法执行。当拉伸过程中纱线断裂但毛圈未拉出，记

录数值，但不进行判定。

６．１７　酚黄变牢度的测定按ＧＢ／Ｔ２９７７８执行。

６．１８　水萃取物的测定按ＧＢ／Ｔ２７７５４执行。

６．１９　规格尺寸偏差率的测定按以下方法：将产品平摊在检验台上，用手轻轻理平，使产品呈自然伸缩

状态，用钢尺在整个产品长、宽方向上的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处测量，精确到１ｍｍ。按式（１）计算，计

算结果按ＧＢ／Ｔ８１７０修约至１位小数。

犘＝
犔１－犔０

犔０
×１００％ ……………………（１）

　　式中：

犘　———规格尺寸偏差率，％；

犔１ ———产品规格尺寸实测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０ ———产品规格尺寸明示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６．２０　色花、色差按ＧＢ／Ｔ２５０灰色样卡进行评定。

６．２１　纬斜、花斜检测按ＧＢ／Ｔ１４８０１规定执行。

６．２２　其他外观质量检验时在自然白光或日光灯下进行，检验台表面照度不低于６００ｌｘ，且照度均匀，

检验人员眼部距产品约１ｍ左右，检验人员以目光、手感进行检验。

６．２３　吊斜的测定按以下方法执行：将毛巾沿长度方向对折，一手将一侧两角对齐后捏紧，一手捏紧同

侧对折点，轻抖后铺平放于测量台上，用钢尺测量另一侧两角尖点之间的距离，精确至１ｍｍ。换另一

侧两角对齐，重复以上动作。以数据较大者为试验结果。

６．２４　缝针、断针等金属残留物的测定按ＧＢ／Ｔ２４１２１执行，检测灵敏度（标准铁球测试卡）为１．０ｍｍ。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组批规定

以同一批原料，按同一生产工艺制成的同一品种的产品组成为一个检验批。

７．２　抽样方案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取样，客房床上用品外观质量抽样方案按表５执行，卫浴巾类产品外观质量抽

样方案按表６执行。当样本大小狀大于或等于批量犖 时，实施全检，合格判定数Ａｃ为０。内在质量检

验时从批样中随机抽取样本（样本大小满足试验需求）。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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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客房床上用品抽样方案

批量范围 犖 样本大小狀 合格判定数Ａｃ 不合格判定数Ｒｅ

＜１５０ ８ ０ １

１５１～５００ １３ １ ２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３２ ２ ３

＞１２００ ５０ ３ ４

表６　卫浴巾类产品抽样方案

批量范围 犖 样本大小狀 合格判定数Ａｃ 不合格判定数Ｒｅ

≤５０ ５ ０ １

５１～５００ １３ １ ２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２０ ２ ３

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３２ ３ ４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５０ ５ ６

＞３５０００ ８０ １０ １１

７．３　判定规则

７．３．１　内在质量判定时若抽样产品内在检验合格，判该批合格，否则判该批不合格。

７．３．２　外观质量判定时，客房床上用品按表５执行，卫浴巾类产品按表６执行，不合格数小于或等于

Ａｃ，则判检验批合格；不合格数大于或等于Ｒｅ，则判检验批不合格。

７．３．３　综合质量批判定按内在质量、外观质量抽样检查中最低等评定。

８　标志、包装、贮存和运输

８．１　产品使用说明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９６．４规定的相关要求。产品的包装或合同中，床上用品应标明规格

尺寸为宽度×长度（单位为ｃｍ），所用面料（辅料及配料除外）的织物密度，以经密与纬密的总和表示，单

位为根／１０ｃｍ。卫浴巾类产品应标明规格尺寸为宽度×长度（单位为ｃｍ）和单条质量（单位为ｇ）。

８．２　产品应分类包装，包装大小根据具体产品而定。包装材料应选择适当，应确保产品不易散落、不破

损、不沾污、不受潮。

８．３　产品运输应防潮、防火、防污染。

８．４　产品应放在阴凉、通风、干燥、清洁库房内，并防蛀、防霉。

９　其他

特殊要求按双方合同协议的约定执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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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客房床上用品外观疵点及程度说明

犃．１　线状疵点：沿经向或纬向延伸的，宽度不超过０．２ｃｍ的所有各类疵点。

犃．２　条块状疵点：沿经向或纬向延伸的，宽度不超过０．２ｃｍ的疵点，不包括色、污渍。

犃．３　破损：相邻的纱、线断２根及以上的破洞，破边，０．３ｃｍ及以上的跳花。

犃．４　疵点轻微、明显程度规定见表Ａ．１。

表犃．１　客房床上用品外观疵点程度说明

疵 点 程度说明

印染疵 参比ＧＢ／Ｔ２５０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４级及以上为轻微，４级以下为明显

纱、织疵

线状

条块状

轻微
粗度不大于纱支２倍的粗经，线状错经，稀１～２根纱的筘路，粗度不大于纱支２倍

的粗纬，双纬，线状百脚，竹节纱等

明显
粗度大于纱支２倍的粗经，锯齿状错经，断经，跳纱，稀２根纱以上的筘路，粗度大

于纱支２倍的粗纬，竹节纱，脱纬，锯齿状百脚，一梭２根的多纱，色、油、污纱等

轻微 杂物织入，条干不匀，经缩波纹，叠起来看不易发现的稀密路，折痕不起毛

明显
并列跳纱，明显影响外观的杂物织入、条干不匀，叠起来看容易发现的稀密路，折

痕起毛，经缩波纹，宽０．２ｃｍ以上的筘路、针路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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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卫浴巾类产品外观疵点规定

犅．１　线状疵点：粗细程度为一根纱线及以内，长度≥１ｃｍ的织疵。每３ｃｍ及以内为一处，超过３ｃｍ

的累计计算，一处疵点长度不得超过６ｃｍ。

犅．２　条状疵点：粗细程度为两根纱线及以内，长度≥０．５ｃｍ的织疵。每１．５ｃｍ及以内为一处，超过

１．５ｃｍ的累计计算，一处疵点长度不得超过４．５ｃｍ。

犅．３　块状疵点：脱毛露底、梯形毛。

犅．４　散布性疵点：疵点包括平布反毛、反提毛环、割绒不净、螺旋不旋、毛环不齐等。

犅．５　印染疵点：疵点包括刷花、拖版、色萎、渗色、错色、套版不准、掉版、印反、花位不正、搭色等。

犅．６　破损性疵点为经纬共计断３根纱及以上。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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