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评价方法》团标

项目背景摘要：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纺织用品有毛巾、床单、内衣、袜子等，这类纺织品都有其建议使用周期，

如家用的毛巾和内裤一般建议使用三个月。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消费者容易忽视毛巾用了多久，犹

豫是否需要更换，多数消费者都是不破不换，全凭主观判断。因此，如何帮助消费者更好的了解纺

织品的使用周期并给予一定的提示，帮助消费者养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不管是品牌商家、公众媒体还是协会组织等，也一直引导消费者养成更健康更科学的

消费意识，如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曾制定 T/HOMETEX4-2018《毛巾健康使用指南》的标准，倡

议消费者三个月更换毛巾。但长期以来，市面上缺少一种科学性、便利性的提示使用周期的方法。

虽然酒店领域可以通过 RFID 射频识别技术来记录纺织品的洗护次数，但是使用成本较高且操作复杂，

不适宜家庭使用，或者市面上也有通过缝入具有生产日期织标的方式来记录，但是无法呈现纺织品

实际的使用周期，使得该方式在使用的精确性上大打折扣。

因此，本项目提出具有《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评价方法》标准，在纺织品设计开发阶段，

植入“提示区”和“对照区”的设计，“提示区”可响应洗晒作用而产生显著的颜色变化，“对照区”

颜色为“提示区”经指定洗晒频次后的对照色，消费者可根据“提示区”与“对照区”的颜色对比，

来判断纺织品的洗晒频次，并间接判断大致的使用周期，作为日常是否需要更换的辅助参考，通过

本项目可视化的图形设计和颜色对比，可切实引导消费者更科学、健康的使用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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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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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评价方法的术语和定义、试验方法及报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洗护过程中需进行洗晒的纺织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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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5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T 5296.4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 8427-2019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

GB/T 8629-2017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洗晒频次 washing and drying frequency

纺织品在开始使用之后的洗晒频次或次数。

3.2

提示区 Prompt area

随着洗晒频次的增加会发生明显颜色变化的区域。

3.3

对照区 Control area

随着洗晒频次的增加不会发生明显颜色变化的区域。

3.4

洗晒频次提示功能 lifecycle indication

随着洗晒频次的增加，提示区的颜色逐渐趋同于对照区的颜色，用来提醒消费者该产品是否已到达

一定的洗晒频次。

4 原理

在具有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纺织品上，设计有“提示区”和“对照区”，“提示区”可响应洗涤和

日晒作用，其自身颜色会产生显著变化，“对照区”的颜色为“提示区”洗晒一定频次后进行对照的颜

色，不会随着洗晒频次的增加而变色，对试样进行一定的洗晒作用后，通过提示区与对照区的颜色对比，

来判定洗晒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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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与材料

5.1 全自动洗衣机

GB/T 8629-2017 中规定的 A型洗衣机或者已经证明可得出相同试验结果的其他洗衣机也可使用。

5.2 翻转烘干机

GB/T 8629-2017 中的 A1 型翻转烘干机或者已经证明可得出相同试验结果的其他烘干机也可使用。

5.3 人造光源设备

GB/T 8427-2019 中规定的氙弧灯设备。

5.4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符合GB/T 250变色用灰色样卡。

6.试样制备

从每个实验样品中剪取试样，试样应具有代表性，试样应包括提示区和对照区在内的完整的洗晒频

次提示区域，且试样尺寸应不小于10mm*8mm，试样数量3个。

7.试验步骤

7.1 洗涤和干燥：按 GB/T 8629—2017 中 A 型标准洗衣机,4N 程序的规定执行,明示“只可手洗”的

产品，按 GB/T 8629—2017 中 A 型标准洗衣机,4H 程序的规定执行,洗涤剂采用标准洗涤剂 3，干燥方法

采用程序 A。

7.2 曝晒：将干燥后的试样固定在白纸卡上，按 GB/T 8427-2019 中第 7 条规定的曝晒条件 A1 曝晒

20 min。

7.3判定：依次重复7.1和7.2的程序，每3次测试后按GB/T 250对试样的提示区和对照区进行色差评

定，直至达到一定的测试次数后，相邻两次色差等级都≥4级时，试验结束，并取第一次色差等级≥4

级时进行的洗晒次数作为该纺织品洗晒频次的提示次数。

8.结果表示

当 3 个试样中有 2 个以上的试样都在相同的洗晒测试次数后试验结束，判定结果有效，并取第一次

色差等级≥4 级时进行的洗晒次数作为该纺织品洗晒频次的提示次数。否则判定无效，进行重新取样测

试。

9.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

1）样品的描述与介绍；

2）操作条件，包括：洗涤、干燥、曝晒；

3）试验结果和评价（试样测试前与测试结束后的照片记录以及最终测试结束后提示区和对照区的

色差等级评定和结果判定）；

4）本标准的编号；

5）任何偏离本文件的细节；

6）测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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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试样剪裁实例

说明：蓝色为提示区，粉色为对照区，裁剪试样包含完整图形；

图 A.1 试验裁剪实例

≥8mm

≥10mm

提示区

对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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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标识说明

产品使用说明除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GB/T 5296.4 规定以外，还应注意以下信息标注在产品上。

1）本文件编号（T/HOMETEX XX—XXXX）；

2）推荐使用封装贴及功能说明：在提示区域贴上封装贴，起到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解释说明和产

品使用前的保护作用，实例见图B.1。

图B.1 封装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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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判定实例

表C.1 判定实例

测试次数 0次 3次 6次 9次 12 次 15 次

色差等级 ＜1 ＜1 ＜1 1 1-2 1-2

试样图例

测试次数 18 次 21 次 24 次 27 次 30 次 33 次

色差等级 2 2-3 3 3-4 4 4

试样图例

说明：第 30 次和第 33 次测试后，色差等级均≥4级，则判定 30 次为该纺织品的洗晒提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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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评价方法》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和起草单位

根据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2022]7 号文件《关于召开中家纺团体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二届一次会议暨标准审定会的通知》，通过随后会议的立项讨论，确定《具有毛巾使用周

期提示功能的智能标签》团体标准通过专家评审，标准符合立项条件，经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团体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研究决定，批准立项，本标准由上海捻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起草，由中国家用纺织品

行业协会负责归口。

2.项目的背景和意义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纺织用品有毛巾、床单、内衣、袜子等，这类纺织品都有其建议使用周期，如

家用的毛巾和内裤一般建议使用三个月。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消费者容易忽视毛巾用了多久，犹豫是否

需要更换，多数消费者都是不破不换，全凭主观判断。因此，如何帮助消费者更好的了解纺织品的使用

周期并给予一定的提示，帮助消费者养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不管是品牌商家、公众媒体还是协会组织等，也一直引导消费者养成更健康更科学的消费

意识，如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曾制定 T/HOMETEX4-2018《毛巾健康使用指南》的标准，倡议消费者

三个月更换毛巾。但长期以来，市面上缺少一种科学性、便利性的提示使用周期的方法。虽然酒店领域

可以通过 RFID 射频识别技术来记录纺织品的洗护次数，但是使用成本较高且操作复杂，不适宜家庭使

用，或者市面上也有通过缝入具有生产日期织标的方式来记录，但是无法呈现纺织品实际的使用周期，

使得该方式在使用的精确性上大打折扣。

因此，本项目提出具有《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评价方法》标准，在纺织品设计开发阶段，植

入“提示区”和“对照区”的设计，“提示区”可响应洗晒作用而产生显著的颜色变化，“对照区”颜色

为“提示区”经指定洗晒频次后的对照色，消费者可根据“提示区”与“对照区”的颜色对比，来判断

纺织品的洗晒频次，并间接判断大致的使用周期，作为日常是否需要更换的辅助参考，通过本项目可视

化的图形设计和颜色对比，可切实引导消费者更科学、健康的使用纺织品。

3.主要工作过程

2022 年 01 月-2022 年 11 月，项目牵头单位上海捻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出项目设想，并开展了

具有使用周期提示功能纺织品的评价方法的应用情况和产业需求的调研，以及对使用周期提示功能进行

了大量的测试研究。

2022 年 12 月，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召开团体标准立项专家讨论会，确定立项《具有毛巾使

用周期提示功能的智能标签》标准。

2023 年 01 月，任务下达后，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制定计划。

2023 年 02 月-04 月，制备样品，开展验证试验，收集、分析验证数据，对技术内容展开研讨，完

善技术内容。

2023 年 05 月-06 月， 确定关键技术内容，就标准中的主要技术内容向相关企业进行调研、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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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形成了标准初稿。

2023 年 07 月-08 月，经过专家组讨论并征求广泛意见后，确定修改标准名称为《纺织品洗晒频次

提示功能的评价方法》,在原来研究测试的基础上以及标准起草组成员先后召开了六次会议对标准中的

术语和定义、试验方法及报告要求进行讨论和修改，总结完善出一套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评价方

法，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

1.在标准制订中严格按照《中国家纺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2.在标准制订中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

按照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

内容。

3.标准的内容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原则。制定过程本着“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可操作”

的原则，充分考虑了国家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产品及行业现状和消费者质量权益维护等方面，并密切结

合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对产品功能性的实际需求，充分参考了相关文献和标准，广泛听取了相关部门、行

业协会专家和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并重视标准在行业及使用群体的适用性，充分考虑了标准的可操作性

以及前瞻性，使标准先进可行。

三、主要内容的确定

1.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在洗护过程中需进行洗晒的纺织品。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按照GB/T 1.1 进行了引用文件的编写。

3.术语和定义

3.1

洗晒频次 washing and drying frequency

纺织品在开始使用之后的洗晒频次或次数。

3.2

提示区Prompt area

随着洗晒频次的增加会发生明显颜色变化的区域。

3.3

对照区 Control area

随着洗晒频次的增加不会发生明显颜色变化的区域。

3.4

洗晒频次提示功能 lifecycle indication

随着洗晒频次的增加，提示区的颜色逐渐趋同于对照区的颜色，用来提醒消费者该产品是否已到达

一定的洗晒频次。

4.试验方法

4.1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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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纺织品上，设计有“提示区”和“对照区”，“提示区”可响应洗涤和

日晒作用，其自身颜色会产生显著变化，“对照区”的颜色为“提示区”洗晒一定频次后进行对照的颜

色，不会随着洗晒频次的增加而变色，对试样进行一定的洗晒作用后，通过提示区与对照区的颜色对比，

来判定洗晒次数。

4.2 试样制备

参考GB/T 8427-2019《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中试样大小的建议测试尺寸以及

为了更好的呈现测试结果的科学性，对取样的标准和数量做了以下规定：

（1）每个实验样品中剪取试样，试样应具有代表性，试样应包括提示区和对照区在内的完整的洗

晒频次提示区域，且试样尺寸应不小于10mm*8mm，参考图1。

（2）同时测试的试样数量为3个。

说明：蓝色为提示区，粉色为对照区，裁剪试样包含完整图形；

图 1 试验裁剪实例

4.3 试验步骤

（1）洗涤和干燥：按GB/T 8629—2017 中A型标准洗衣机,4N程序的规定执行,明示“只可手洗”的

产品，按GB/T 8629—2017 中A型标准洗衣机,4H程序的规定执行,洗涤剂采用标准洗涤剂 3，干燥方法采

用程序A。

（2）曝晒：将干燥后的试样固定在白纸卡上，按GB/T 8427-2019 中第 7 条规定的曝晒条件A1 曝晒

20 min。

（3）判定：依次重复（1）和（2）的程序，每 3 次进行拍照记录及按GB/T 250 对试样的提示区和

对照区进行色差评定，直至达到一定的测试次数后，相邻两次色差等级都≥4 级时，试验结束，并取第

一次色差等级≥4 级时进行的洗晒次数作为该纺织品洗晒频次的提示次数。

4.4 结果表示

≥8mm

≥10mm

提示区

对照区



T/HOMETEX XX—XXXX

10

当 3 个试样中有 2 个以上的试样都在相同的洗晒测试次数后试验结束，判定结果有效，并取第一次

色差等级≥4 级时进行的洗晒次数作为该纺织品洗晒频次的提示次数。否则判定无效，进行重新取样测

试。

5.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

（1）样品的描述与介绍；

（2）操作条件，包括：洗涤、干燥、曝晒；

（3）试验结果和评价（试样测试前与测试结束后的照片记录以及最终测试结束后提示区和对照区

的色差等级评定和结果判定）；

（4）本标准的编号；

（5）任何偏离本文件的细节；

（6）测试日期。

6.标识

5.1 产品使用说明除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GB/T 5296.4 规定以外，还应注意以下信息标注在

产品上。

3）本文件编号（T/HOMETEX XX—XXXX）；

4）推荐使用封装贴及功能说明：在提示区域贴上封装贴，起到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解释说明和产

品使用前的保护作用，实例见图2。

图2 封装贴

四、主要验证情况分析

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评价方法以洗晒频次 30 次，印花工艺实现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为

例，对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判定进行实例说明，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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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判定实例

如

上

表 1，

第

30

次

和

第

33

次

测

试

后，

提

示区和对照区色差等级均≥4级，则判定 30 次为该纺织品的洗晒提示次数。

五、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项目为具有纺织品洗晒频次监测功能的新材料技术运用在纺织品上后如何去评价该功能制定的

标准，该项技术运用和评价方法为国内外首创，因此暂无国内外类似标准作为参考和对比，也暂无其它

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因此本项目是对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评价方法的一个先创和引导作用。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相关标准要求，在试验方法中参考借鉴了国标中GB/T

8427-2019《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和GB/T 8629-2017《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

干燥程序》中所用到的测试仪器和测试方法，使得整个评价方法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综上所述，该标准是填补、完善业内对于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评价方法，并实现科学、

便利的要求，也切实引导消费者更科学、健康的使用纺织品。

七、标准涉及专利、知识产权的说明

标准不涉及专利和版权问题。

八、标准性质及建议说明，标准的宣贯要求和措施建议

1.和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举行联合发布仪式；

2.定期与协会、技术委员会、企业及检测公司等开展交流和培训会议；

3.在国内外论坛、讲座、技术交流会及展会等场合进行标准的宣讲交流。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纺织品洗晒频次提示功能的评价方法》起草小组

测试次数 0 次 3 次 6 次 9 次 12 次 15 次

色差等级 ＜1 ＜1 ＜1 1 1-2 1-2

试样图例

测试次数 18 次 21 次 24 次 27 次 30 次 33 次

色差等级 2 2-3 3 3-4 4 4

试样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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