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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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3174—2008《衣料用洗涤剂去污力及循环洗涤性能的测定》。本标准与

GB/T13174—2008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细化了白度计种类要求;
———修改了JB-03所用试剂、材料及制作工艺;
———删除了JB-04和JB-05;
———修改了标准洗衣粉配方;
———将原标准中附录A至附录D的内容合并为附录A,新增附录B“标准洗涤剂的种类及制作要

求”,将原标准中附录G、附录H分别修订为附录D、附录E,新增附录C“漂洗控制器技术参

数”,删除了原标准的附录E和附录F。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表面活性剂和洗涤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日用化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洗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太原)]、上海开

米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广州立

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姚晨之、于文、张靖峰、沈俊、王青翔、沈兵兵、朱林军、齐晓婧、严方、李慧芳、

杜志平。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3174—1991、GB/T13174—2003、GB/T13174—2008;
———GB/T15815—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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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修订中参考了ISO2267:1986和ISO4312:1989中的有关内容,结合我国具体条件和行业

特点,完善并细化了测试中的一些具体步骤,并对ISO2267:1986和ISO4312:1989中一些原则性要

求,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很少使用又难以统一掌握的问题予以简化。由于洗涤剂性能评价结果受仪器设

备、试验方法、测试材料和试剂、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且某些因素不能重复,因此造成试验结果重

现困难,相对于常规的分析方法试验误差较大。建议本标准应用各方进一步探索协调测定条件的一致

性,尽可能保证各方实际测定结果的一致。
本标准在统一了测试试验的常规条件,如:去污试验机型、洗涤温度和时间、水的硬度等的基础上,

对被测洗涤剂产品在测定条件下的使用浓度、标准洗涤剂的种类及浓度、JB系列污布数量和品种仅给

出了指导性意见,不作明确的限制,宜由具体的产品标准引用时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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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料用洗涤剂去污力及循环洗涤
性能的测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人工污布进行去污试验评价洗涤剂去污力,以及用白棉布对照循环洗涤的方式评

价洗涤剂抗污渍再沉积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衣料用洗涤剂产品去污力和抗污渍再沉积能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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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10.1—2004 工业碳酸钠及其试验方法 第1部分:工业碳酸钠

GB/T4209—2008 工业硅酸钠

GB/T6009—2014 工业无水硫酸钠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25812 染料试验用标准漂白棉布

HG/T3268—2002 工业用三乙醇胺

JJG512 白度计

QB/T1806—1993 洗涤剂用碱性蛋白酶制剂

QB/T5481—2019 洗涤助剂 聚丙烯酸钠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

3 术语和定义、符号和代号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污布 testcloths
将原白棉布用规定种类的污渍经一定程序处理后制成的人工染污布片,用于测定洗涤剂去除该类

污渍的能力。
注:以污渍的种类决定污布的类别。

3.1.2 
试片 piecesoftestcloths
将污布按要求裁成一定大小的圆形或方形,用于去污试验的污布块。

3.1.3 
白度值 whitenessindex
在规定波长下污布或试片对光波的反射率,用白度计在457nm下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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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洗前白度值 whitenessindexbeforewashing
试片在用洗涤剂洗涤前的白度值。

3.1.5 
洗后白度值 whitenessindexafterwashing
试片在用洗涤剂洗涤后的白度值。

3.1.6 
试片白度差 differenceofthewhitenessindex
洗后白度值与洗前白度值之差。

3.1.7 
去污力 detergency
洗涤剂去除污渍的能力。
注:为表征洗涤剂洗涤性能的指标之一。

3.1.8 
去污值 valueofdetergency
洗涤剂去污力的数字化表征。
注:去污值以试片白度差表示。

3.1.9 
去污比值 rateofthevalueofdetergency
样品洗涤剂去污值与标准洗涤剂去污值的比值。

3.1.10 
抗污渍再沉积能力 anti-soil-redepositionproperty
在洗涤过程中洗涤剂悬浮水中的污渍,抑制其吸附到织物表面的能力。
注:为表征洗涤剂洗涤性能的指标之一,可以采用白度保持和沉积灰分两项指标综合评价。

3.1.11 
白度保持 whitenesspreserved
白色织物在污染的洗涤液中洗涤后,织物白度下降情况,表征洗涤过程中洗涤剂悬浮污渍的能力。

3.1.12 
白度保持值 valueofwhitenesspreserved
洗涤剂洗涤白度保持的数字化表征。
注:以试片洗涤前后的白度之比表示。

3.1.13 
白度保持比值 rateofthevalueofwhitenesspreserved
样本洗涤剂洗涤白度保持值与标准洗涤剂洗涤白度保持值的比值。

3.1.14 
沉积灰分 ashdeposition
经多次洗涤后,织物上吸附的无机固体物,表征洗涤剂在洗涤中悬浮污渍的能力。

3.1.15 
沉积灰分比值 rateofashdeposition
样本洗涤剂沉积灰分与标准洗涤剂沉积灰分的比值。

3.1.16 
循环洗涤性能 cycleofwashingproperty
织物经多次重复循环洗涤后,洗涤剂功效在织物上的整体作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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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可由白度保持、沉积灰分、感官评判等方面综合评价。

3.1.17 
标准洗涤剂 referencedetergent
用一定规格的原料制备的特定配方的洗衣粉或洗衣液。
注:常用作对照基准,比较检测其他洗涤剂的洗涤性能。

3.1.18 
参比蛋白酶 referenceproteases
特定规格的蛋白酶,在洗涤剂去污力测定时加入标准洗涤剂中,以增加其对JB-02(蛋白类污渍试

片)的去污力。

3.2 符号和代号

下列符号和代号适用于本文件。

B:白度保持比值。

F1:洗前试片白度值。

F2:洗后试片白度值。

H:沉积灰分比值。

P:去污比值。

R:去污值。

S:沉积灰分。

T:白度保持值。

JB-00:白棉布。

JB-01:碳黑油污布。

JB-02:蛋白污布。

JB-03:皮脂污布。

4 试验原理

在去污试验机内按规定温度和洗涤时间,用一定硬度的水配制成确定浓度的洗涤剂溶液,对各类污

渍试片进行洗涤,并用白度计在选定波长下测定试片洗涤前后的白度值。以试片白度差评价洗涤剂的

去污作用。
在去污试验机内按规定温度和洗涤时间,用一定硬度的水配制成确定浓度的洗涤剂溶液,配加一定

量的污液,对一定数量的白棉布片进行洗涤。取出晾干后,以规定的次数重复洗涤过程(一般需20次以

上),感官评价洗涤后白棉布片的外观(粗糙度)、柔软度,并测定沉积灰分(灼烧法)及白度保持(由洗涤

前后的白度计算)。比较这些判据来评价洗涤剂的抗污渍再沉积能力。

5 试剂与材料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符合GB/T6682的三级水。

5.1 氯化钙(CaCl2)。
注:也可使用含一定水合数的氯化钙,但在具体使用时需要根据7.1规定的CaCl2 用量进行折算。

5.2 氯化镁(MgCl2·6H2O)。
注:也可使用无水或一定水合数的氯化镁,但在具体使用时需要根据7.1规定的 MgCl2·6H2O用量进行折算。

5.3 污布:JB系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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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试目的,选择一种或数种列于附录A中的JB系列污布,进行去污力或循环洗涤性能的测

定。污布用前裁成一定大小的圆形或方形(例如,JB-01/JB-02/JB-03为直径ϕ6cm圆形,JB-00为8cm×
8cm方形),称为试片。为保证测试结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附录 A中污布可由相关单位统一制作

提供。
注:每张污布四周边缘不均匀处,可裁去。需要进行多次重复洗涤试验的试片为避免洗涤中大量脱线,必要时预先

用全棉线锁边。

5.4 标准洗涤剂:
标准洗涤剂配方及配制方式列于附录B。标准洗涤剂用统一规格的原料和工艺加工生产,必要时

统一定制。使用时,按本标准或产品标准要求配制成规定的浓度。
注:原料的差异、加工工艺差异等均可能造成标准洗涤剂去污效果不一致。

5.5 参比蛋白酶:
参比蛋白酶的规格:参比蛋白酶宜用统一规格的原料和工艺生产,要求活力均匀一致,并有明确的

保质期,产品技术要求见QB/T1806—1993的优等品指标,并对酶活力进行必要的认定。
参比蛋白酶溶液的配制与使用:当样品的去污力试验需加入参比蛋白酶时,则称取一定量该蛋白酶

(以认定的酶活力为依据,根据产品测试要求添加的活力单位折算成使用质量),加入少量水,在电磁搅

拌下搅拌崩解10min,以水定容至100mL。移取1mL加入至含有1L标准洗涤剂溶液的去污浴缸

中,其余弃去。

6 仪器和设备

6.1 立式去污试验机

6.1.1 立式去污试验机:转速范围30r/min~200r/min,温度误差±0.5℃,外形参考图1。

6.1.2 去污用浴缸:ϕ120mm,高170mm。

6.1.3 去污用搅拌叶轮:三叶状波轮,ϕ80mm,结构见图2和图3。

6.2 白度计

荧光型白度计,照明和探测方式为垂直照明漫射探测(o/d)。符合JJG512的检定要求。

6.3 大搪瓷盘

规格46cm×36cm。

6.4 瓷坩埚

50mL,带盖。

6.5 高温炉

能控温度于800℃±10℃。

6.6 干燥箱

可控温于105℃±2℃。

6.7 漂洗器

蔬果离水器或蔬菜脱水器(如图4),外筐上缘直径26cm±3cm,高17cm±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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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漂洗控制器(可选)

技术参数见附录C。

图1 RHLQ立式去污机

单位为毫米

     图2 去污用搅拌叶轮主视图      图3 去污用搅拌叶轮俯视剖面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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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漂洗器

7 试验程序

7.1 硬水配制

洗涤试验中配制洗涤剂溶液采用250mg/kg(以CaCO3 计,下同)硬水,Ca2+与 Mg2+摩尔比为6∶4,
配制方法如下:称取16.70g氯化钙(5.1)和20.37g氯化镁(5.2),配制10.0L,即为2500mg/kg硬水。
使用时取1.0L冲至10.0L即为250mg/kg硬水。

7.2 去污测定

7.2.1 试片制备

根据洗涤剂性能测试的要求,选择所需的JB系列试片品种。将用于测定的污布(5.3)裁成试片,按
类别分别搭配成平均色度相近的六组(为消除不同批次污布间的差异,六组试片应尽量使用同块JB系

列污布裁剪获得)。各组中用于去污力测试的JB试片每种应4片或更多,用于白度保持或循环洗涤性

能测试的JB-00试片每种应6片,同时对试片做好编号记录,每组试片用于一个样品的性能试验。
注1:每组试片用于一个样品的性能试验,根据测定产品的数量、去污机型号确定需要的试片组数目,六组试片为常

见型号立式去污机一车试验的最大量。

注2:去污洗涤测定中,依照JB系列试片品种的不同,可以分别对不同污渍测试洗涤剂的去污力,给出测试结果。

也可以多种污布合并一起测试去污力,然后分别比较给出测试结果。试验结果报告中需注明测试条件。

7.2.2 白度测量

去污力或循环洗涤性能测试时,将试片按同一类别相叠,用白度计在457nm下逐一读取洗涤前后

的白度值。洗前白度以试片正反两面各取两点(如果为单面涂污的试片,则仅在正面中心对称的位置取

两点),测量白度值,以四次测量的平均值为该试片的洗前白度F1;洗后同样测量白度值,以四次测量的

平均值为该试片的洗后白度F2。

7.3 去污洗涤试验

去污洗涤试验按如下步骤进行:

a) 为保证比较试验结果的可靠性,去污洗涤测定时每组试片的数量、品种应相同。当对不同污渍

采用分别测试洗涤剂去污力的方式时,每组试片至少为6片。当对多种污布合并一起测试去

污力时,每种污渍试片为4片,每组试片数量应控制在8片~16片。
注1:去污洗涤测定中不同种类污渍之间存在交叉干扰,并受洗涤浴比等因素影响,不同污布组合(包括种类间不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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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种类组合试片使用数量不同)得到的测试结果可能会不一致,且与单一污布独立测试结果也可能存在差

异,因此确保测试比较条件的一致性是必要的。

b) 洗涤试验在立式去污机(6.1)内进行,测定前先将搅拌叶轮、工作槽、去污浴缸一一编号固定组

成一个“工作单元”,并预热仪器至30℃±1℃下稳定一段时间。试验时用250mg/kg硬水

(事先应预热至约30℃时使用)分别将试样与标准洗涤剂(5.4)配制成一定浓度(未特别说明

时,标准洗涤剂与试样溶液浓度均为0.2%)的测试溶液1L倒入对应的去污浴缸内,将浴缸放

入所对应的位置并装好搅拌叶轮,调节仪器使洗涤试验温度保持在30℃±1℃,准备测定。

c) 可以根据样品的试验要求向去污浴缸中的标准洗涤剂溶液加入一定浓度的参比蛋白酶(5.5)
溶液1mL,同时启动搅拌30s后停止。

注2:是否应用参比蛋白酶及蛋白酶溶液的使用浓度可根据产品指标或客户的要求具体掌握。当不应用参比蛋白

酶时,本步省略。

d) 将7.2测定过白度的各组试片一一对应投入各浴缸中,启动搅拌,并保持搅拌速度120r/min
(角速度220π/min),洗涤过程持续20min后停止。

注3:向浴缸中加入试片要展开,必要时将试片一片片放入,以免试片贴在一起。

注4:从配制试样溶液至洗涤完毕的整个试验过程30min内完成。

e) 将各去污浴缸中试片取出,合并放入漂洗器(6.7)的内桶中,控干水分,组合好漂洗器内外桶,
盖上盖子,手工甩干15s(内桶转速约1800r/min)。然后向漂洗器中倒入1500mL自来水,
重新盖上盖子,以顺时针5圈、逆时针5圈的交替方式匀速对试片进行手工或漂洗控制器

(6.8)漂洗30s,其间应使内桶充分转动,但需避免因转动过快造成容器内漂洗水的溢出。放

掉漂洗水,对试片进行手工脱水甩干15s。再次加入1500mL自来水,同上重复进行第二次

漂洗和脱水,如此重复共漂洗四次。最后一次漂洗脱水后,取出试片置于搪瓷盘(6.3)中室温

下晾干后,按7.2测定白度F2。
注5:晾干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如用夹子悬挂晾干、置于鼓风烘箱中室温下鼓风晾干等,尽量确保布片的平整。亦可

采用熨烫方式,此时宜避免温度过高引起布片色泽变化。

注6:读取白度的布片位置宜与洗涤前读取的位置相同,除非该位置因出现洗涤后花斑,不能代表布片整体情况。

f) 以一一对应的方式,计算每个试片洗涤前后的白度差(F2-F1),并对每组试片,分别在置信度

90%下,进行Q 值检验,对可疑值进行取舍(参见附录D)。每组试片中超出极限范围、需要舍

去的数据不超过1个,否则该组试验作废,应重做试验。确认有效的白度差和试片数量n 后,
按照不同种类的污布试片按8.1分别计算、判定洗涤剂在各类污布上的去污值R 和去污比

值P。

7.4 循环洗涤性能试验

7.4.1 循环洗涤与白度保持的测定

按如下步骤进行测定:

a) 按7.2准备试片JB-00(5.3),进行循环洗涤测定。为保证比较试验结果的可靠性,每组试片的

数量应相同,且控制在6片~12片。
注1:同去污洗涤测定相同,不同试片组合(包括种类间不同或同种类组合试片使用数量不同)得到的测试结果可能

会不一致,且与单一试片独立测试结果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确保测试比较条件的一致性是必要的。

注2:洗涤时如果JB-00试片脱线缠绕严重,在洗涤前可以进行必要的锁边。

b) 洗涤试验在立式去污机(6.1)内进行,测定前先将搅拌叶轮、工作槽、去污浴缸一一编号固定组

成一个“工作单元”。试验时用250mg/kg硬水(事先应预热至约30℃时使用)分别将试样与

标准洗涤剂(5.4)配制成一定浓度(未特别说明时,标准洗涤剂及试样溶液浓度均为0.2%)的
测试溶液1L倒入对应的去污浴缸内,将浴缸放入所对应的位置并装好搅拌叶轮,调节仪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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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试验温度保持在30℃±1℃,准备测定。

c) 向每个浴缸中加入JB-W1污液(附录A)3mL,同时启动搅拌30s后停止。
注3:油污液的制备方式按附录A中A.5进行。

d) 将7.2测定过白度的各组试片JB-00,分别投入各浴缸中,启动搅拌,并保持搅拌速度120r/min
(角速度220π/min),洗涤过程持续20min后停止。将各去污浴缸中试片合并倒入漂洗器(6.7)
的内桶中,控干水分,放进漂洗器,倒入1500mL自来水,盖上盖子,以顺时针5圈、逆时针

5圈的交替方式匀速对试片进行手工或漂洗控制器(6.8)漂洗30s,其间应使内桶充分转动,但
需避免因转动过快造成容器内漂洗水的溢出。放掉漂洗水,再次加入1500mL自来水,重复

进行第二次漂洗。放掉漂洗水,对试片进行手工脱水甩干15s(内桶转速约1800r/min)。取

出漂洗完成后的试片,置于搪瓷盘(6.3)中室温下晾干或烘干(见7.3注5)后,完成一次洗涤。

e) 对洗涤后的试片重复7.4.1b)~7.4.1d)步骤,其间每5次循环洗涤完毕后,对晾干试片的白度

按7.2进行测定,观察试验结果变化是否正常。如此,连续循环洗涤至规定的次数(通常20次)
后结束,按8.2.1计算白度保持,同时继续进行下面试验。若循环洗涤期间结果存在异常应中

断试验,重新进行。

7.4.2 沉积灰分的测定

按如下步骤进行测定:
a) 循环洗涤完成后,将同车试验中样品及标准洗涤剂的各平行去污缸中得到的试片,每缸各取出

2片留做外观损伤(粗糙度)和柔软度评价用(见8.2.3),其余做沉积灰分测量。

b) 预先将洁净的瓷坩埚(6.4)标记,于800℃高温炉(6.5)中灼烧2h后,移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

温后称量。

c) 将同一去污缸内得到的剩余试片作为一组,去掉试片边上易脱落的纤维,放入105℃±2℃烘

箱内干燥4h,移入干燥器中冷却后取出,放入一个已知质量的小塑料袋内,称量(因干试片极

易吸潮,不如此则难称准),照此重复干燥、冷却称量,取试片最低质量m1(扣除塑料袋质量)。
d) 用洁净的玻璃棒夹住已称重的试片,在已称重的坩埚(6.4)上方点燃炭化,使燃烧后的炭化物

毫无损失地落入坩埚中,再将坩埚于800℃±10℃高温炉(6.5)中灼烧6h后,移入干燥器中

冷却至室温后称量,得灰分质量m2(扣除空坩埚质量)。

8 结果计算及判定

8.1 去污试验结果的计算及判定

8.1.1 污布去污值的计算

某种污布的去污值(Ri)按式(1)计算:
Ri=∑(F2i-F1i)/n …………………………(1)

  式中:

i ———第i种类污布试片;
F2i———第i种类污布试片洗后光谱反射率,%;
F1i———第i种类污布试片洗前光谱反射率,%;
n ———经Q 值检验后,每组污布试片的有效数量。
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8.1.2 相对标准洗涤剂去污比值的计算

相对标准洗涤剂在第i种污布的去污比值(Pi)按式(2)计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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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s
i/Ro

i …………………………(2)

  式中:

Rs
i ———试样的去污值,%;

Ro
i ———标准洗涤剂的去污值,%。

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8.1.3 洗涤剂去污力的判定

当Pi≥1.0时,则判定结论为“样品对第i种污布去污力相当或优于标准洗涤剂”,简称“对第i种

污布去污力满意”。
当Pi<1.0时,则判定结论为“样品对第i种污布去污力劣于标准洗涤剂”,简称“对第i种污布去

污力不满意”。
要比较样品与标准洗涤剂的去污力大小,应将标准洗涤剂与样品的洗涤溶液置于相同条件下,各用

相同数量的同种试片为一组做同机去污洗涤试验。当0.90<Pi<1.10时(此处Pi 可多取一位进行比

较),为确保测试结果的正确性,消除工作单元的误差因素,应按7.3步骤重复测定,并适当增加测定的

总次数。测定总次数以及样品与标准洗涤剂的去污比值Pi 的最终确定应依据附录E进行计算。
重复测定时,应注意将测试样品和标准洗涤剂在两个工作单元之间对调试验,测定的总次数应是偶

数次(通常需要做4次),以确保测试样品和标准洗涤剂在相同的工作单元中进行相同次数的测定。

8.2 循环洗涤性能的评价

8.2.1 白度保持试验结果的计算及判定

根据7.4.1的测试结果按式(3)计算白度保持值(Tk):

Tk =∑F2
k/∑F1×100% …………………………(3)

  式中:

k  ———洗涤循环次数,通常取k=20;

∑F2
k———k次循环洗涤后同组JB-00试片洗后的光谱反射率之和,%;

∑F1 ———同组JB-00试片洗前的光谱反射率之和,%。
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样品相对标准洗涤剂对白布的白度保持比值(B)按式(4)计算:

B=Ts/To …………………………(4)

  式中:

Ts———样品对白布的白度保持;

To———标准洗涤剂对白布的白度保持。
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注:以循环洗涤完成后,最终的白度保持值计算。

洗涤剂白度保持的判定:
当B≥1.0时,则判定结论为“样品的白度保持相当或优于标准洗涤剂”,简称“样品白度保持满

意”。
当B<1.0时,则判定结论为“样品的白度保持劣于标准洗涤剂”,简称“样品白度保持不满意”。

8.2.2 沉积灰分试验结果的计算

根据7.4.2的测试结果按式(5)计算沉积灰分(Sk):

Sk =(m2/m1)×100%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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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k ———洗涤循环次数,通常取k=20;

m2———7.4.2d)得到的灰分质量,单位为克(g);

m1———7.4.2c)得到的干试片的质量,单位为克(g)。
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样品相对标准洗涤剂的沉积灰分比值(Hk)按式(6)计算:

Hk =Ss/So …………………………(6)

  式中:

k ———洗涤循环次数,通常取k=20;

Ss———经k次循环洗涤后,样品的沉积灰分;

So———经k次循环洗涤后,标准洗涤剂的沉积灰分。
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8.2.3 外观(粗糙度)和柔软度评判

对织物洗涤后外观(粗糙/平滑)及柔软性的评判,可以采用人工感官评判或仪器法评价。
人工感官评判由五名以上有经验的评判者实施。对7.4.2留下的两块试片作目测、手摸比较,评判

样品洗涤剂循环洗涤后的试片的外观(粗糙/平滑)及柔软性是优于或劣于经标准洗涤剂洗涤同样次数

后的试片。
仪器法评价选择适当的仪器对7.4.2留下的两块试片进行测定,比较洗涤后织物的优劣,结果报告

中需对仪器规格及性能予以明确的说明。

8.2.4 循环洗涤性能的判定

从比较样品和标准洗涤剂循环洗涤后白度保持比值、沉积灰分比值及感官评判,综合评判样品洗涤

剂性能优于、相当或劣于标准洗涤剂。

9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各项:

a) 所用的参考方法;

b) 结果和所用的表示方法;

c) 试验条件;

d) 本标准中未包括的或任选的任何操作,以及会影响结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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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JB系列污布种类及制作

A.1 JB系列污布种类

JB系列污布种类见表A.1。

表 A.1 JB系列污布清单

污布编号 污渍主要成分 布基 应用说明

JB-00 无 白色纯棉 用于评价洗涤剂循环洗涤性能

JB-01 人工模拟混合油污渍 白色纯棉 验证对油、灰尘渍的去污力

JB-02 多种蛋白污渍 白色纯棉 验证对蛋白渍的去污力

JB-03 人工模拟皮脂污渍 白色纯棉 验证对人体油渍的去污力

A.2 试剂与材料

A.2.1 布基材料

纯棉白布,规格符合GB/T25812。

A.2.2 试剂与材料

A.2.2.1 95%乙醇。

A.2.2.2 阿拉伯树胶粉:工业A级。

A.2.2.3 磷脂:规格含油量为35%~37%,丙酮不溶物63%~65%。

A.2.2.4 蓖麻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

A.2.2.5 液体石蜡:试剂级。

A.2.2.6 羊毛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二部。

A.2.2.7 FS-02:脂肪醇醚磺化物,分散匀染剂。

A.2.2.8 碳黑:甲级中色素,粒度20μm左右。

A.2.2.9 新鲜鸡蛋。

A.2.2.10 全脂奶粉:蛋白质含量19%~22%。

A.2.2.11 棕榈酸:试剂级。

A.2.2.12 椰子油:工业级。

A.2.2.13 硬脂酸:工业级(一级)。

A.2.2.14 角鲨烯:工业级。

A.2.2.15 胆固醇:工业级。

A.2.2.16 橄榄油:特级初榨。

A.2.2.17 棉油酸。

A.2.2.18 油酸:试剂级,碘价80~1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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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19 三乙醇胺:试剂级。

A.2.2.20 黏土:300目。

A.2.2.21 氧化铁黄:300目,工业级。

A.2.2.22 氧化铁黑:300目,工业级。

A.3 仪器

A.3.1 洗涤温度可达60℃的滚筒洗衣机。

A.3.2 单辊或多棍熨平机(可控温、能调速)或电熨斗。

A.3.3 磁力搅拌器:可加热控温。

A.3.4 胶体磨:8000r/min,加工细度(以浸泡黄豆为参照物)5μm~20μm。

A.3.5 轧车(带有污液槽、可调压、可调速)。

A.3.6 高剪切混合乳化器。

A.3.7 瓷研钵:内径7cm。

A.3.8 塑料杯:500mL。

A.3.9 玻璃烧杯:100mL、200mL。

A.3.10 量筒:100mL、250mL。

A.3.11 行星式球磨机,配以500mL球磨罐。

A.3.12 搪瓷盘:46cm×36cm。

A.3.13 1000mL搪瓷烧杯。

A.4 JB-00的制作

将棉白布(A.2.1)沿经纬线裁成一定尺寸的长方形布块,加入滚筒洗衣机(A.3.1)中,用自来水按洗

衣机标准洗涤模式进行洗涤,甩干后,再用去离子水加热洗涤30min,洗涤温度为60℃左右,甩干后经

熨平机或电熨斗(A.3.2)展平烘干,裁成一定大小(如27cm×44cm)即成。供下阶段制备污布或循环

洗涤性能测定使用。
注:可根据洗衣机的洗涤容量确定一次处理白布的数量。

A.5 JB-W1污液的制作

操作步骤如下:

a) 称取8g阿拉伯树胶粉(A.2.2.2),加水40mL,搅拌下水浴加热溶解成溶液,备用;

b) 称取24g磷脂(A.2.2.3),加入12g预先按1∶1∶1比例配制好的蓖麻油(A.2.2.4)、液体石蜡

(A.2.2.5)和羊毛脂(A.2.2.6)制成的混合油,加入25mL95%乙醇(A.2.2.1)和25mL水,水浴

加热并不停搅拌,使其变成均匀黏稠的液体,待溶液沸腾冒泡后,从水浴中取出备用;

c) 称取20gFS-02(A.2.2.7),加入50mL95%乙醇(A.2.2.1)和50mL水,搅拌溶解后备用;

d) 称取5g碳黑(A.2.2.8),加入20mL95%乙醇(A.2.2.1)和20mL水,浸泡润湿,备用;

e) 向胶体磨(A.3.4)中注入150mL水,开启胶体磨,稳定运转下加入碳黑混合液[A.5d)],接着

加入阿拉伯树胶溶液[A.5a)],碾磨15min后停止,将溶液放入经预先称重的1000mL搪瓷

烧杯(A.3.13)中,并用150mL水冲洗胶体磨内壁,合并冲洗液;

f) 将上述碾磨好的混合液,置于磁力搅拌器(A.3.3)上搅拌10min,加入FS-02溶液[A.5c)]继续

搅拌10min,然后加入100mL95%乙醇(A.2.2.1)再搅拌10min,开始滴加磷脂混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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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b)],滴加完成后继续搅拌乳化约1h。接着向此混合污液中加水至内容物总重量为

800g,搅拌约5min,使其混合均匀后即成。
注:JB-W1用于循环洗涤性能测定的污渍源,亦作为JB-01污布制作的污渍。

A.6 JB-01污布制作

调整轧车(A.3.5)压力至0.3MPa,调整好污液槽,将JB-W1污液(A.5)用100μm滤布过滤,倒入

轧车污液槽中,取JB-00白棉布浸压一遍后,再将所染污布反向浸压一遍,悬挂晾干即成。

A.7 JB-02污布制作

操作步骤如下:

a) 称取6.7g阿拉伯树胶粉(A.2.2.2),加少量水润湿后,置于水浴上加热溶解。放入4.5g碳黑

(A.2.2.8),研磨约2min后备用。

b) 称取38.6g奶粉(A.2.2.10),加入120m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上述溶液中混合,并补充加水至

总体积为356mL。

c) 取一烧杯放入70g鸡蛋液(A.2.2.9),其中蛋清42g,蛋黄28g,356mL水搅拌均匀后备用。

d) 用乳化器(A.3.6)以10000r/min左右的速度均质溶液b)20min后,放入蛋液c)继续乳化

40min,制成染制污液。

e) 调整轧车(A.3.5)压力至0.3MPa,调整好污液槽,将制备好的污液[A.7d)]用两层纱布过滤至

轧车污液槽中,取JB-00白棉布轧染,悬挂晾干即成。

A.8 JB-03污布制作

A.8.1 混合油的制备

依次称取液体石蜡(A.2.2.5)30g,棕榈酸(A.2.2.11)30g,椰子油(A.2.2.12)45g,硬脂酸

(A.2.2.13)15g,角鲨烯(A.2.2.14)15g,胆固醇(A.2.2.15)15g,橄榄油(A.2.2.16)60g,棉油酸

(A.2.2.17)45g,于烧杯(A.3.9)内,加热充分融化后,搅拌均匀放入一容器中,密闭贮存于阴凉干燥处

备用。

A.8.2 灰尘碳黑污垢的制备

操作步骤如下:

a) 称取碳黑(A.2.2.8)2.5g,氧化铁黄(A.2.2.21)1g,氧化铁黑(A.2.2.22)2g,黏土(A.2.2.20)44.5g
于球磨罐中,加入乙醇(A.2.2.1)10mL;

b) 加入用10mL蒸馏水溶解的阿拉伯树胶(A.2.2.2)3.8g,用蒸馏水5mL洗杯,并入球磨罐中;

c) 加入蒸馏水100mL于球磨罐中;

d) 启动行星式球磨机,研磨15min后停止,倒出灰尘碳黑污垢于烧杯中备用。

A.8.3 皮脂污液的制备

称取油酸(A.2.2.18)4.8g,三乙醇胺(A.2.2.19)9.6g,灰尘碳黑污垢(A.8.2)20.4g于2000mL烧

杯中,再加入120mL融化的混合油(A.8.1),最后加入水1050mL,保持温度60 ℃左右,转速

3000r/min搅拌1h后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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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4 染制

调整轧车(A.3.5)压力至0.3MPa,调整好污液槽,将制备好的皮脂污液(A.8.3)趁热用两层纱布过

滤至轧车污液槽中,取JB-00白棉布轧染,悬挂晾干,重复上述步骤进行第二次轧染,再次晾干后即成。

A.9 包装、贮存、标志

成品JB污布在密封避光下冷藏保存,必要时可采用真空避光的包装材料,以防止污渍因氧化造成

的质量变化。未启封的成品污布保质期应不少于6个月。
成品JB污布外包装应标出制作日期、保存期限、污渍名称、布基种类、储存条件及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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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标准洗涤剂的种类及制作要求

B.1 标准洗衣液(代号:SLD)

烷基苯磺酸(按活性物计)8%,聚乙氧基化脂肪醇(平均EO加合数为9)4%,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钠

(2EO,按活性物计)2%,三乙醇胺0.5%,二水合柠檬酸三钠0.6%,防腐剂0.1%,水余量。试验室配制

方法:将各种成分依次加入一定量的水中,同时搅拌溶解(必要时加热),并用氢氧化钠调节溶液的pH
值为8.5~9.0,补足水量至100%即可。

标准洗衣液原料规格如下:

a) 烷基苯磺酸;

b) 聚乙氧基化脂肪醇;

c) 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钠;

d) 三乙醇胺(HG/T3268—2002中的Ⅱ型);

e) 二水合柠檬酸三钠(化学纯);

f) 防腐剂,卡松;

g) 水(GB/T6682三级水)。

B.2 无磷标准洗衣粉(代号:SLP)

烷基苯磺酸(按活性物计)17.4份,4A沸石15份,液碱(按氢氧化钠计)2.5份,硅酸钠(按有效成分

计)10份,碳酸钠14份,聚丙烯酸钠均聚物(按活性物计)0.5份,硫酸钠40.5份。试验室配制方法:将烷

基苯磺酸、液碱搅拌中和,在70℃水浴下边搅拌边加入硅酸钠、聚丙烯酸钠均聚物、4A沸石、碳酸钠、硫
酸钠,在全部加完后,继续搅拌10min。将配好的样品于105℃±2℃烘箱中烘干(水分小于或等于

2.0%),研细至全部通过0.8mm筛,装瓶中备用。工厂成批方法:以试验室配制方法相同的投料顺序和

比例,采用常规高塔喷粉工艺,生产制作及封装(水分不大于2.0%)。
标准洗衣粉原料规格如下:

a) 烷基苯磺酸;

b)4A沸石;

c) 硫酸钠(GB/T6009—2014中的Ⅱ类一等品或以上);

d) 聚丙烯酸钠均聚物(QB/T5481—2019中Ⅲ型);

e) 碳酸钠(GB/T210.1—2004中的一等品);

f) 硅酸钠[GB/T4209—2008中的Ⅰ类液-4一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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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漂洗控制器技术参数

C.1 漂洗控制器工作要求

漂洗控制器用于代替手工转动漂洗器,能够实现对漂洗器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和转速下,转动漂洗

器,且可按需要设定自动切换正反转动的时间或圈数。

C.2 漂洗控制器外观结构

漂洗控制器的仪器外观结构参考图C.1,图C.2为漂洗控制器与漂洗器组合。

图 C.1 漂洗控制器 图 C.2 漂洗控制器与漂洗器组合

C.3 漂洗控制器技术参数

漂洗控制器依据漂洗器外形大小设计,能够实现对漂洗器固定和内桶的转动。可编程控制转动时

间(不少于15min)、转动速度(最高转速不低于50r/min)、转动方向和间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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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Q 值检验法

  Q 值检验法步骤如下:

a) 将一组需要检验的测试数据按数值大小顺序排列(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

b) 确定极端值差,即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

c) 算出可疑值与其邻近值的差。

d) 计算c)步骤所得的差值与b)步骤差值的比,此值称为Q 值。

e) 查一定置信度下的Q表 值,见表D.1。

f) 将d)步骤计算得到的Q 值与对应次数n 下查表D.1得到的Q表 值比较。当Q>Q表 时,则该

端值在给定的置信度下可以舍去。接着可以重复上述步骤进行下一个数据的检验。

表 D.1 置信度为90%的Q表 值

n 3 4 5 6 7 8 9 10

Q表 0.94 0.76 0.64 0.56 0.51 0.47 0.44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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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去污比值测试结果的检查和确定

E.1 两个初始测试结果

在重复条件下得到两个测试结果,如果两个结果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0.10,最终测试结果û 为两

结果的平均值。

E.2 多次重复测试结果

在重复条件下如果两个结果之差的绝对值大于0.10,应再做两次测试。如果4个结果的极差(Xmax-
Xmin)等于或小于n=4的临界极差CR95(4),则取4个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测试结果û。临界极差的

表达式为式(E.1):

CR95(n)=f(n)σ …………………………(E.1)

  式(E.1)中的f(n)值见表E.1。

表 E.1 临界极差系数f(n)

n f(n) n f(n)

2 2.8 12 4.6

3 3.3 13 4.7

4 3.6 14 4.7

5 3.9 15 4.8

6 4.0 16 4.8

7 4.2 17 4.9

8 4.3 18 4.9

9 4.4 19 5.0

10 4.5 20 5.0

11 4.6

  注:临界极差系数是(Xmax-Xmin)/σ分布的95%分位数,Xmax和Xmin分别是来自标准差为σ的正态分布总体,

样本量为n的样本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如果4个结果的极差大于重复性临界极差,则取4个结果的中位数作为最终测试结果。
上述判断过程进一步详细的表述参见GB/T6379.2—2004。图E.1为上述结果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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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1 测试结果检查框图

E.3 去污比值或白度保持比值测试结果的确定

对E.1或E.2的比较判定,取小数点后两位进行,最终结果修约后取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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