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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是按照 ＧＢ燉Ｔ１．１—１９９３《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 １部分：
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编写的。

为了适应我国绒类商品中深加工产品比例逐渐提高的新形势，满足进出口纱线及织品中山羊绒含

量检验的要求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根据山羊绒产品的特点，采用主观检验和客观检验相结合的方法，检验方法科学合理、便于

掌握、切实可行。
本标准的附录 Ａ和附录 Ｂ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安玉贞、高瑞清、郑新民。
本标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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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口羊绒纱线及织品中山羊绒含量的抽样及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纯羊绒纱、混纺羊绒纱及其织品中的山羊绒含量的检验。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２９１０—１９９７ 纺织品 二组分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化学分析方法

 原理

羊绒纺织品中的纤维有两大类，一类是动物纤维；另一类是非动物纤维。其中动物纤维包含异种动

物纤维和山羊绒，因此要测定其中的山羊绒含量首先要分别测定异种动物纤维及非动物纤维的含量。
 非动物纤维的测定

用碱性次氯酸钠（０９ｍｏｌ燉Ｌ～１．１ｍｏｌ燉Ｌ）溶液溶解各种动物性纤维，使之与非动物纤维分离。
 羊绒含量的测定

纱线及织品首先进行预处理，然后对深色的纱线及织品进行脱色处理，经干燥恒重后，在显微镜下

根据山羊绒及异种动物纤维（主要包括羊毛、兔毛、驼绒、牦牛绒及蚕丝）的特征进行鉴定，记录其根数，
同时分别测量其直径（非动物纤维不再记录），最后计算出山羊绒的含量。

 抽样

 纱线的抽样

每批货物（１ｔ以内）随机抽取 １０只筒子纱，每筒剥去表层的纱线，从中间截取 ２０ｃｍ长的纱线至少

１５０根，然后分成三份试样，每份不少于 ５ｇ，一份作非动物纤维测定，一份作显微镜观察，另一份备用。
 织品的抽样

从每块试样距织品边缘 １０ｃｍ处梯形取 ５ｃｍ×１０ｃｍ样品 ３块，每块不少于 ５ｇ，将 ３块试样均匀

分成 ３份，分别作非动物纤维、显微镜检测和备用。

 试剂及药品

使用的试剂系分析纯。
 乙醚：馏程为 ４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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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石蜡。
 二甲基甲酰胺。
 平平加。
 次氯酸钠。
 蒸馏水。

 仪器及材料

 显微镜或显微投影仪，放大倍数为 ５００倍。
 恒温烘箱：能保持温度 １０５℃±３℃（或能达到此要求的红外烘干仪）。
 分析天平：精度为 ００００２ｇ。
 真空抽气泵。
 恒温水浴锅。
 索氏萃取器（接收瓶 ２５０ｍＬ）。
 哈氏纤维切片器。
 载玻片、盖玻片、表面皿、镊子等。
 量筒、烧杯、吸管等。
 温度表。
 滤纸。

 试样的预处理

 一般预处理方法

将以上所抽取的样品用滤纸包好，放入索氏萃取器中，试样的上端均不要高于虹吸管的上端，然后

加 入乙醚（其数量是乙醚能够溢过虹吸管的 １５倍～２５倍），在水浴锅上加热，以水面碰到烧瓶底为

准，温度控制在 ６０℃左右，保持 １０ｍｉｎ，循环 １次，共循环 １２次，回收乙醚，将样品浸入蒸馏水中泡 １ｈ
后取出，用滤纸吸出其中的水分，晾干待处理。
 染色样品的预处理

对于深色的纱线和织品一般预处理后要进行脱色。一般羊绒纱线及织物脱色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方法一

将样品放入盛有二甲基甲酰胺的烧杯中，浴比为 １∶１０，在常温下不时用玻璃棒搅拌，２ｈ后将样品

取出，以蒸馏水充分冲洗晾干。
 方法二

以 ３０℃～４０℃的蒸馏水将平平加融化于烧杯中，放入试样，试样与平平加的比例为 １∶１（牔燉牔），浴

比为 １∶２００（牔燉爼），煮沸 ３０ｍｉｎ。用蒸馏水冲洗样品晾干。

 山羊绒含量的测定

 山羊绒中非动物纤维的测定

按 ＧＢ燉Ｔ２９１０的规定执行。
 异种动物纤维的测定

 纤维试样的制备

 纱线试样的制备：随机抽取有代表性的纱线一束，排列整齐，嵌入哈氏切片器的槽中，用单面

保安刀片切取 ０３ｍｍ～０．４ｍｍ的均匀长度，把这些纤维粉末置于已滴加 ２滴液体石蜡的表面皿上，
用尖头镊子充分调匀，呈悬浮状，用吸管吸取少量置于载玻片上，盖上盖玻片，用滤纸吸掉多余的液体石

蜡，轻轻压实排除其中的气泡，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三份试样，两份作平行试验，一份备用。
２

燉—



 织物试样的制备：机织物的经纬纱分离；针织物直接拆开线圈，然后按 ８２１１制备。
 显微镜或投影仪观察计数

将制好的载玻片置于显微镜或投影仪的载物台上，在 ５００倍率的视野下，进行观察计数。同时测量

纤维的直径并记录。根据山羊绒和其他动物纤维的不同形态〔见附录 Ｂ（标准的附录）〕加以区分，分别计

数。观察时从一侧到另一侧逐个视野进行观察，然后纵向移动 ２ｍｍ从相反的方向移动视野，顺次观察

计数，直到检测够 １０００根为止。记录异种动物纤维及山羊绒的根数，并单独计算各种纤维的平均直径。
 计算

将所有各类纤维的根数、平均直径和相应的各类纤维的密度〔见附录 Ａ（标准的附录）〕代入式（１）计

算各类纤维的含量（重量百分数）。
牀牏＝ 爫牏× 爟牏

２× 爳牏燉Σ（爫牏× 爟牏
２× 爳牏） …………………（１）

式中：牀牏——第 牏类纤维的含量（按重量），％；
爫牏——第 牏类纤维的根数；

爟牏
２——第 牏类纤维平均直径的平方值；

爳牏——第 牏类纤维的密度。
 山羊绒含量的计算

爮＝ １００－ 爮１－ Σ牀牏 …………………（２）
式中：爮——山羊绒的含量（按重量），％；

爮１——非动物纤维的含量（按重量），％；

Σ牀牏——异种动物纤维的含量（按重量），％。
 如果两次平行试验结果的相对误差超过 ５％，则将备样进行检验，取三个结果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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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主要动物纤维的密度

山羊绒密度 １２７ｇ燉ｃｍ３

绵羊毛密度 １３１ｇ燉ｃｍ３

驼绒密度 １３１ｇ燉ｃｍ３

牦牛绒密度 １３２ｇ燉ｃｍ３

兔毛密度 １１０ｇ燉ｃｍ３

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常见几种动物纤维的显微形态结构

山羊绒——由鳞片层和皮质层组成，没有髓质。鳞片呈环形，边缘较光滑，密度每毫米 ６０个左右（绵

羊毛为 ８０个左右），而且鳞片紧贴毛干，张角较小，鳞片彼此紧贴，有直绕和斜绕两种，其横截面多呈规

则的圆形。
绵羊毛——细绵羊毛由皮质和鳞片层组成，没有髓质，一部分纤维为非环形鳞片，另一部分纤维为

环形鳞片，鳞片密度大于山羊绒且张角较大，纤维粗细不匀。
牦牛绒——鳞片与羊绒接近，但边缘不如羊绒光滑而且不如羊绒清晰。
驼绒——由鳞片及皮质层组成，鳞片主要为斜环形鳞片，而且其张角比羊绒小。
兔毛——由鳞片层、皮质层和髓质层组成，其中髓质层所占的比重最大，其形态结构为不连续状，由

于髓质的影响，鳞片一般不易看到，但通过乳胶拓片，可以看到兔毛的鳞片呈不整齐的环型，密度与羊绒

接近。
蚕丝——无鳞片，横切面近似三角形，而且角较圆滑；纵面透明、光滑，纵向有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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