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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根据 ＩＳＯ１０５Ｊ０２：１９９７《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Ｊ０２部分：相对白度的仪器评定方法》
对 ＧＢ燉Ｔ８４２５—１９８７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文本等效于 ＩＳＯ１０５Ｊ０２：１９９７。

本次修订对 ＧＢ燉Ｔ８４２５—１９８７标准主要做了如下修改：
１ 参照国际标准 ＩＳＯ１０５Ｊ０２：１９９７的名称，将原名称《纺织品白度的仪器评定方法》改为《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相对白度的仪器评定方法》。
２ 增加了前言和 ＩＳＯ前言。
３ 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增加了在应用过程中的具体内容条款。将荧光增白材料包含在测试范

围内。
４ 增加了与白度的仪器评定有关的基本定义内容。
５ 设备一章中增加了使用仪器的照明燉观测条件、参照标准、紫外线灯等内容。
６ 试样一章中增加了试样调湿、表面影响等内容。
７ 操作程序一章中，增加了荧光材料的鉴别及荧光增白材料的测试程序。
８ 增加了计算、解释和限定的内容。
９ 充实了试验报告内容。
１０ 在附录 Ａ中增加了用 Ｃ燉２°光源视场的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 Ａ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代替 ＧＢ燉Ｔ８４２５—１９８７。
本标准由国家纺织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标准分会归口。
本标准由天津纺织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建华、石同尘、辛浩、王健。
本标准 １９８７年首次发布，２００１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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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言

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为国家标准组织（ＩＳＯ成员）的国际联盟。国际标准的准备工作通常由 ＩＳＯ
技术委员会提出，各成员对技术委员会已建立的项目有兴趣，则有权参与该委员会。官方与非官方的国

际组织，与 ＩＳＯ取得联系，亦可参与工作。ＩＳＯ在电工技术标准化的一切事务中均与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ＥＣ）取得紧密联系。
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向成员传递投票，７５％以上赞成方作为国际标准发布。
国际标准 ＩＳＯ１０５Ｊ０２由 ＩＳＯ燉ＴＣ３８燉ＳＣ１纺织技术委员会有色纺织品和染料试验分委员会制定。

该第 ２版做了技术修订，取消和代替了第 １版（ＩＳＯ１０５Ｊ０２：１９８７）。
ＩＳＯ １０５目前已经发布了 １３个“部分”，每个部分用一个字母表示（如“Ａ”部 分），版 本 为 １９７８至

１９８５年。每个部分包括一个系列“篇”。每篇均属于相应的部分并以两位系列数字表明（即“Ａ０１”篇）。这

些篇现已分开文件出版，其原先“部分”字母头仍保留不变，ＩＳＯ１０５Ａ０１中给出了全部目录。
附录 Ａ为 ＩＳＯ１０５本标准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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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

代替 ＧＢ燉Ｔ８４２５—１９８７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 本标准规定了一个定量评定包括荧光材料在内的纺织品白度及淡色调指数的测定方法。
 用本方法测定的白度显示为一个纺织品的白度示数。淡色调指数显示为以波长 ４６６ｎｍ的中性色

调为零以外的偏红或偏绿色调的漂移示数。白度和淡色调指数的计算公式由 ＣＩＥ（国际照明委员会）推

荐。
 本标准适用于同类纺织品试样进行对比。
 公式只限于在工商业上称为“白”的样品上使用，样品在颜色和荧光方面的差异不能过大，并且在

间隔不长的时间内在相同仪器上测定。即使在这些限定条件范围内，该公式提供的也仅仅是相对的白度

评价，而不是绝对的白度评价。只要使用的测量仪器比较先进，技术条件在工商业中是合适的，那么这种

评价对于工商业上的应用是足够的。
 本标准适用于无杂质的纺织品白度测定。
 含有蓝色组份或荧光增白剂（ＦＷＡＳ）的纺织品也可利用白度测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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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标准均会被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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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９７９—１９９７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ＧＢ燉Ｔ５６９８—１９８５ 颜色术语

ＧＢ燉Ｔ８４２４．１—２００１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表面颜色的测定通则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ＣＩＥ色品坐标 ＣＩＥ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ｔ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心理物理学颜色的各三刺激值与三刺激值总和的比。
 ＣＩＥ三刺激值 ＣＩＥｔｒｉ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ｖａｌｕｅｓ

在三色系统中，与待测光达到色匹配所需的三种原刺激的量。并规定用 ＣＩＥ１９３１标准色度观察者

（２°视场）和 ＣＩＥ１９６４补充标准色度观察者（１０°视场）来定义。
 荧光增白剂（ＦＷＡ）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ｗｈｉｔｅｎｉｎｇａｇｅｎｔ

能吸收近紫外光并重新激发可见（紫—蓝）辐射的染料，可使泛黄的材料显得较白。
 完全反射漫射体 ｐｅｒｆｅｃ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ｄｉｆｆｕｓｅｒ

１



反射比为 １的理想的各向同性的均匀漫射体。
注

１ 各向同性漫射体是一个反射辐射在空间分布的漫射体，反射辐射半球中所有方向辐射程度或光亮度应该是相同

的。

２ 完全反射漫射体是反射比测定仪器的校正基准，白度和淡色调指数由公式给出，而完全反射漫射体 ＣＩＥ所规定

的白度指数为 １０００，淡色调指数值为 ００。

 白度 ｗｈｉｔｅｎｅｓｓ
所判断的物体颜色与一个最佳白色接近的程度。

 淡色调指数 ｔｉｎｔ
表征受发射或反射峰值波长影响的白色材料淡色调的程度。

注：这些定义取自 ＧＢ燉Ｔ５６９８—１９８５或 ＣＩＥ出版物 １５．２，ＣＩＥ出版物 １７４，ＡＳＴＭ Ｅ２８４—１９９６。

 原理

ＣＩＥ三刺激值用一个反射光谱光度计或色度计测定，白度和淡色调指数以 ＣＩＥ三刺激值和色品坐

标为基准用公式进行计算。

 设备和材料

 测色仪：能用 ＣＩＥ规定的（４５燉０，０燉４５，ｄ燉０，０燉ｄ）或在 ＧＢ燉Ｔ８４２４．１中确定的几何条件之一进行测

定或计算 ＣＩＥ三刺激值的一台光谱光度测色仪或光电积分测色仪，当用光电积分式仪器测定荧光试样

时，照明系统的光谱功率分布会随试样的反射或发射功率而变化，因此采用 ４５燉０或 ０燉４５的条件是较好

的，若用积分式测色仪，如有可能应在不包括镜面反射的条件进行测定。
 参照标准：原始标准为完全反射漫射体（见 ３．４），次级的参照标准是经完全反射漫射体校正后的

标准，并且用作仪器的校准。
 紫外线灯：用于含荧光增白剂的纺织品试样的目测评定。

注：为了使眼睛免受紫外线直射，必须按照紫外线灯生产厂的安全规程进行操作。

 试样

试样按 ＧＢ燉Ｔ８４２４．１—２００１Ａ２进行调湿，试样应保持无尘杂和污物，其尺寸应取决于使用的测色

仪的孔径和纺织材料的半透明程度，对于半透明材料的试样，应采用多层折叠，其折叠的层数应视折叠

后不透光（不会随着层数的增加而使色度值变化）为宜。

 操作程序

 测试前，先在暗室内紫外线灯下观测试样，来确定织物是否含有荧光增白剂。含有荧光增白剂的织

物能在紫外线灯下发荧光，其程序如下：
 如果纺织材料上含有荧光增白剂，应采用复色光的仪器，或在 ３３０ｎｍ至 ７００ｎｍ的全光谱范围

内光谱功率分布接近于 ＣＩＥＤ６５照明体的仪器测量样品（见附录 Ａ）。合适的设备可向仪器生产厂商咨

询。如果使用闪光灯式仪器，还应检验仪器的适用性。
 若需测定荧光增白剂的相对效率时，可使用带有能切断紫外光的滤色片嵌入入射光束内的仪

器。
 若试样不包含荧光增白剂，采用复色光或单色光仪器均可，测试结果与照明体的光谱功率分布

无关。
注：由于样品增添了荧光增白剂，测定嵌入切断紫外光滤色片之前和之后的差异，可提供出外观白度的增强程度。

由于光源和切断紫外光的滤色片可能产生变化，建议用户在进行“内部相对测定”时使用。

 测色仪应按照生产厂说明进行校准操作，准备和放置每块试样。并且根据 ＧＢ燉Ｔ８４２４．１，确定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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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
 确定白度值时，可根据 ８３中的白度公式进行计算。有些测色仪器本身可直接给出白度值，也有些

仪器可同时给出多个白度公式的白度值，由于不同的白度公式之间不具备可比性，应注意选择符合本标

准要求的白度公式的数值。
 采用 ４５燉０或 ０燉４５几何条件的仪器进行测试时，建议用户考虑一下试样在测定方向上的选择性，
如有方向性尽量使试样以 ４的倍数进行测定，在每次测定后旋转 ９０°，然后平均所得结果。

 计算、解释和限定

 每次正常测量，应使用 ＣＩＥＤ６５照明体和 １９６４１０°观察者确定 ＣＩＥ三刺激值 牀１０，牁１０和 牂１０。
用反射比数据计算三刺激值的详细说明，见 ＧＢ燉Ｔ３９７９。
用 ＣＩＥ三刺激值 牀１０，牁１０和 牂１０计算色品坐标值 牨１０和 牪１０，如果使用的仪器不能按 ＣＩＥＤ６５照明体和

１９６４１０°观察者条件进行计算，用户可用附录 Ａ中说明 ＣＩＥ照明体 Ｃ和 １９３１２°观察者的方法。

 任何试样的白度指数（爾１０）用 ８３中的式（１）进行计算。淡色调指数（爴爾，１０）用 ８４中的式（２）进行

计算。
注：由于仪器的局限性和 ＣＩＥ的白度空间的线性程度，白度和淡色调指数只能在同一仪器上及相近的时间内测定

相 似试样（见 １３和 １４）进行比较。验收合格与否的允差可由用户根据用途和测定材料的特性而定。爾１０的数值

越高白度就越好。爾１０值中相同差异并不总能表示白度的相等知觉差或荧光增白剂等同浓度差异。同样 爴爾，１０数

值中的相同差异并不总能表示白度中偏绿度或偏红度的相等知觉差。

试样的白度指数，仅限于下列的 爾１０和 爴爾，１０范围：
限于：４０＜爾１０＜５牁１０－２８０
限于：－３＜爴Ｗ，１０＜＋３

 白度（适于 Ｄ６５照明体和 １９６４１０°观察者）：

爾１０＝ 牁１０＋ ８００（０．３１３８－ 牨１０）＋ １７００（０．３３１０－ 牪１０） ………………（１）
式中： 爾１０——白度值或指数；

牁１０——试样三刺激值；

牨１０和 牪１０——试样的色品坐标。

０．３１３８和 ０．３３１０——分别为完全反射漫射体的 牨１０和 牪１０的色品坐标。

 淡色调指数（适用于 Ｄ６５照明体和 １９６４１０°观察者）：

爴爾，１０＝ ９００（０．３１３８－ 牨１０）－ ６５０（０．３３１０－ 牪１０） …………………（２）
式中： 爴爾，１０——淡色调指数；

牨１０和 牪１０——试样的色品坐标。

０．３１３８和 ０．３３１０——分别为完全反射漫射体 牨１０和 牪１０的色品坐标。

爴爾，１０值正数表示偏绿色调，负数表示偏红色调。
零表示主波长为 ４６６ｎｍ的偏蓝（中性）色调。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本标准的编号（即 ＧＢ燉Ｔ８４２４．２—２００１）；

ｂ）仪器型号，标准照明体类型，照明观测几何条件；

ｃ）试样的白度值 爾１０和淡色调指数 爴爾，１０。
根据需要，报告 ＧＢ燉Ｔ８４２４．１—２００１中的特别规定值。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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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度和偏差

 精度

在该试验方法中未规定出精度。没有着重考虑为该方法确定其精度范围。该方法的使用者可采用

标准统计技术对试验室内部或试验室间的试验结果平均值进行对比，从而确定出本试验内部的精度范

围。
 偏差

依照一个试验方法仅仅能确定出纺织品的白度和淡色调指数，在本方法中没有确定绝对值的独立

方法，未确定已知的偏差，它仅是作为确定纺织品白度指标的一种方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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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用 ﹤照明体燉°观察者的方法

三刺激值色差计通常与 ＣＩＥＤ６５照明体和 ＣＩＥ１９６４１０°观察者条件不符。大部分的技术符合 ＣＩＥＣ
照明体和 ＣＩＥ１９３１２°观察者，虽然 ＣＩＥ出版物 １５２公认了 ＣＩＥ１９３１２°观察者用的白度和淡色调指数

的计算结果，但是它没有公认 ＣＩＥＣ照明体的计算结果。因此，为了使用三刺激值式色差计，只能为用

该公式计算 Ｃ照明体和 １９３１２°观察者计算结果的那些用户提供了下列公式。但是使用这些计算方法只

能适用于“内部”相对测定和对比（见 ８２中注释）。对有荧光增白剂的试样，Ｃ照明体的测定结果会得出

与目测评定不符的结果。
白度用 Ｃ照明体和 １９３１２°观察者的计算公式如下：

爾Ｃ，２＝ 牁＋ ８００（０．３１０１－ 牨）＋ １７００（０．３１６１－ 牪） ………………（Ａ１）
式中： 爾Ｃ，２——白度值或指数；

牁——试样的三刺激值；
牨和 牪——试样的色品坐标；

０．３１０１和 ０．３１６１——分别为完全反射漫射体的 牨和 牪色品坐标。
限于：４０＜爾Ｃ，２＜５牁－２８０。
淡色调指数用 Ｃ照明体和 １９３１２°观察者的计算公式如下：

爴Ｃ，２＝ １０００（０．３１０１－ 牨）－ ６５０（０．３１６１－ 牪） ………………（Ａ２）
式中： 爴Ｃ，２——淡色调指数；

牨和 牪——试样的色品坐标；
０．３１０１和 ０．３１６１——分别为完全反射漫射体的 牨和 牪色品坐标。

限于：－３＜爴Ｃ，２＜＋３。
爴Ｃ，２值正数表示偏绿色调，负数表示偏红色调。零表示 ４６６ｎｍ主波长的偏蓝（中性）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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