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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ＦＺ／Ｔ７３０２０—２０１２《针织休闲服装》，与ＦＺ／Ｔ７３０２０—２０１２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１２年版的第１章）；

———调整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１２年版的第２章）；

———增加了超短裤、荧光色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１和３．２）；

———增加了超范围号型的标注原则（见第４章）；

———取消了纤维含量的净干含量要求（见表１，２０１２年版的表１）；

———调整了起球考核指标（见表１，２０１２年版的表１）；

———调整了上衣的水洗后扭曲率指标的要求（见表１，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３）；

———增加了洗液沾色程度的考核指标和试验方法 （见表１、６．１．１１）；

———删除了印（烫）花色牢度要求（见表１，２０１２年版的表１）；

———调整了耐摩擦色牢度、耐光色牢度、耐干洗色牢度和耐光、汗复合色牢度的部分考核指标（见表

１，２０１２年版的表１）；

———增加了里料的色牢度考核（见表１）；

———增加了洗后外观质量的考核内容（见表１，２０１２年版的表１）；

———增加了荧光色服装耐光色牢度考核规定（见５．３．６）；

———增加了对本色及漂白产品色牢度的考核规定（见５．３．１２）；

———简化了缝制规定的要求（见５．４．４，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８）；

———删除了连衣裙、短裙的相关的内容（见２０１２年版４．４．５、４．４．７．３、４．４．７．４、５．３．２．３．４、５．３．２．３．５）；

———修改了抽样数量规定（见７．１，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１）；

———调整了水洗后扭曲率测量方法的相关说明（见６．１．１０．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３．４．３）；

———修改了拼接互染色牢度的试验方法（见６．１．１８，２０１２年版的附录Ａ）；

———增加了结果判定和单件判定（见８．１．３和８．２）；

———增加了产品使用说明ＧＢ３１７０１的规定（见９．１，２０１２年版的７．１）；

———删除了附录Ａ（见２０１２年版的附录Ａ）。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针织品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０９／ＳＣ６）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纺标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探路者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利郎（中国）有限公司、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比音勒芬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以纯集团有限公司、马克华菲（上海）商业有限公司、匹克（中国）有限公司、山

东希努尔男装有限公司、中山市霞湖世家服饰有限公司、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大千纺织品有

限公司、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厦门欣思源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北极绒（上海）纺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巨邦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发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浪莎内衣有限公司、江苏ＡＢ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红豆居家服饰有限公司、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天纺标（广东）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绍兴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江苏众恒染整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纤维检验局、杭州

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凤荣、韩玉洁、徐明明、陈百顺、叶谋锦、李峰、曹勇、郭耀国、肖秀群、杨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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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辉、李鹏鹏、黄乐文、李天剑、杨树娟、戴彦姿、钱运启、林若文、吴一鸣、陈力群、苏永盛、王建国、

万刚、刘爱莲、杨惠卿、葛东瑛、陈泽澜、葛传兵、王玲、周亚秋、曹渭芳、袁湘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ＦＺ／Ｔ７３０２０—２００４、ＦＺ／Ｔ７３０２０—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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