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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新版 GB/T 8427标准解读系列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表格形式列举了标准中的 5种

测试方法的核心内容，分析各种测试方法的适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并列出新标准与

ISO 105 B02:1994中测试方法的差异，目前标准中有关测试方法存在的争议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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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GB/T 8427-2008[1]《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 氙弧》是纺织行业一个应用非常广

泛的标准，它是修改采用 ISO 105 B02:1994[2]标准及其修改单对 GB/T 8427-1998进行修订后产

生的。同时 GB/T 8427-2008 也是一个内容比较复杂的标准。说它复杂，是因为它不但提供了 5
种试验方法，而且还包含了 5个附录，这在纺织标准中是不多见的。而且在实际使用中，使用者

也遇到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了帮助大家特别是初学者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标准的要点，提高

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我们撰写了《新版 GB/T 8427标准方法解读》的系列文章[3, 4]。本文

是第三部分，将详细介绍 GB/T8427-2008中的测试方法，并对每个方法进行点评，指出它们之间

的关联性，以及方法的使用原则等供大家参考。

2. GB/T 8427-2008中测试方法的解析

因为 GB/T 8427-2008标准中的测试方法较多，需要注意及存在争议的地方也很多，容易使使

用者混淆不清，难于理解。这部分先以表格的形式对比分析各种测试方法，然后再找出它们之间的

关联性、测试方法存在的一些疑问及发展方向。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执行标准。

2.1 各种测试方法之间的对比

通过表格形式列举 5种测试方法的核心内容，便于大家进行的直观的比较，详细内容见表 1。
表 1 各种测试方法之间的对比

方法 1 方法 2 方法 3 方法 4 方法 5
曝晒周期

的控制方

式

通过检查试

样的褪色程

度来控制曝

晒周期

通过检查蓝色

羊毛标样的褪

色程度来控制

曝晒周期

通过检查蓝色

羊毛标样的褪

色程度来控制

曝晒周期

通过检查参

比样的褪色

程度来控制

曝晒周期

通过测

定辐照

能量来

控制曝

晒周期

蓝标的使

用

1-8或 L2-L9
蓝色羊毛标

样

1-8或 L2-L9蓝
色羊毛标样

允许试样只与

两块蓝色羊毛

标样一起曝晒

不使用蓝色

羊毛标样；

而是参比样

可单独

将试样

曝晒，

或与蓝

羊毛一

起曝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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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盖物的

使用

二个遮盖物 三个遮盖物 一个遮盖物 一个遮盖物 可用也

可不用

曝

晒

周

期

的

控

制

初评 无 蓝色羊毛标样

2 的变色等于

灰色样卡 3 级

或 L2的变色等

于灰色样卡 4
级

无 无 无

阶 段

1
试样的曝晒

和未曝晒部

分间的色差

等于灰色样

卡 4级 a)

蓝色羊毛标样

4 或 L3 的变色

与灰色样卡 4
级相同

最低允许牢度

的蓝色羊毛标

样的分段面上

等于灰色样卡

4级的色差

参比样上等

于灰色样卡

4级的色差

直至达

到规定

辐照量

为止

阶 段

2
试样的曝晒

和未曝晒部

分的色差等

于灰色样卡

3级 b)

蓝色羊毛标样

6 或 L4 的变色

等于灰色样卡

4级

最低允许牢度

的蓝色羊毛标

样的分段面上

等于灰色样卡

3级的色差 f)

参比样上等

于灰色样卡

3 级的色差

g)

无

阶 段

3
无 蓝色羊毛标样

7 或 L7 上产生

的色差等于灰

色样卡 4级 e)

无 无 无

色牢度评

定

在试样的色

差等于灰色

样卡 3 级的

基础上，作出

耐光色牢度

级数的最后

评定 c)

在合适的照明

下比较试样和

蓝色羊毛标样

的相应变色

对试样和蓝色

羊毛标样的变

色进行比较和

评级，报告“符
合”或“不符合”

对试样和参

比样的变色

进行比较和

评级，报告

“符合”或“不
符合”

用GB/T
250 变

色用灰

色样卡

对比或

用蓝色

羊毛标

样对比

试验报告 用 1-8 或

L2-L9 蓝 色

羊毛标样的

级数来表示

试样的耐光

色牢度级数

d)

用 1-8或 L2-L9
蓝色羊毛标样

的级数来表示

试样的耐光色

牢度级数 d)

报告“符合”或
“不符合”，并

注明所用蓝色

羊毛标样

报告 “符合 ”
或“不符合”，
并注明所用

参比样

用蓝羊

毛级数

来表示

试样的

耐光色

牢度级

数或用

变色用

灰色样

卡对比

评出级

数

注：

a) 此时，注意光致变色的可能性（见 GB/T 8431）。如试样是白色（漂白或荧光增白）纺织品即

可终止曝晒。

b) 如果蓝色羊毛标样 7或 L7的褪色比试样先达到灰色样卡 4级，此时曝晒即可终止。



c) 白色纺织品（漂白或荧光增白），在试样的曝晒与未曝晒部分间的色差达到灰色样卡 4级的基

础上，作出耐光色牢度级数的最后评定。

d) 如级数等于或高于 4或 L3而初评等于或低于 3或 L2级，报告后者数字于括号内。如试样具有

光致变色性，则色牢度后应加一括号，其内写上一个 P字和光致变色试验的级数，例如，6（P3-4）
级。

e) 或在最耐光的试样上产生的色差等于灰色样卡 3级；或者对于白色纺织品（漂白或荧光增白），

在最耐光的试样上产生的色差等于灰色样卡 4级。这两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在曝晒阶段 1或曝晒阶

段 2之前。

f) 白色纺织品（漂白或荧光增白）晒至最低允许牢度的蓝色羊毛标样分段面上等于灰色样卡 4级。

g) 白色纺织品（漂白或荧光增白）晒至参比样等于灰色样卡 4级。

2.2 测试方法之间的关联性

表 1给出了各种测试方法之间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关联性。测试方法 1通过

检查试样来控制曝晒时间，每块试样需配备一套蓝色羊毛标样，因此曝晒时间不确定，随着试样耐

光性的不同而变化。其它测试方法的曝晒时间都是确定的。方法 2通过检查蓝色羊毛标样来控制

曝晒周期，用一套蓝色羊毛标样对一批具有不同耐光色牢度的试样试验。而方法 3在方法 2的基

础上进行简化，也是通过检查蓝色羊毛标样来控制曝晒周期，不过允许试样只与两块蓝色羊毛标样

一起曝晒，一块按规定为最低允许牢度的蓝色羊毛标样和另一块更低的蓝色羊毛标样。方法 4比

方法 3更简化，不用曝晒蓝色羊毛标样，而是同试样一起曝晒参比样，通过检查参比样来控制曝

晒时间。方法 5也是方法 3的简化，是通过达到规定辐照量来控制曝晒时间，可以单独将试样曝

晒或与某个级别的蓝色羊毛标样一起曝晒。

2.3 各种测试方法的适用范围

测试方法 1被认为是最精确的，是其它方法的基准，在评级有争议时应予采用。适用于产品

质量鉴定、合同争议及质量纠纷仲裁等。缺点是实验成本较高、过程较繁琐，且曝晒周期不易控制。

测试方法 2可同时测试大量具有不同耐光色牢度的样品，4个曝晒阶段（包括初评）可将不同耐光

色牢度等级的样品区分开来并准确测定。适用于各种不同质量的样品同时测定，适用范围广、容量

大。缺点是曝晒周期太长，一个完整的周期在 300h以上；增加了实验成本且过程繁琐。

测试方法 3经济、简洁，蓝标使用少，曝晒周期可长可短，适用于验证产品是否达到某个规

定指标。但由于只使用 2块蓝标，对于某些样品只能给出一个范围值，如大于或小于某级。因此

有局限性。

测试方法 4特点及适用范围基本同方法 3，只是不使用蓝标，适用范围受到限制。

测试方法 5特点及适用范围基本同方法 3，突出特点是通过测定辐照能量来控制曝晒周期，手

段更科学，实验重现性好。

从全方位的角度来看，方法 1虽然精确，但一个试样配备一套蓝标的做法似乎有些奢侈，而

使用检查样品的颜色变化的方式控制曝晒周期的做法更是由于个体样品耐光牢度的千变万化而难

以及时准确的控制。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检测机构一般是不会使用此方法的。再看方法 2，虽然是

一批试样使用一套蓝标，但超长的曝晒周期限制了方法的使用。现在委托检验的客户一般都要求尽

可能快地拿到检测结果，而方法 2动辄几百小时的实验周期和过高的测试费用显然是让客户无法

接受。说到方法 3，与前面两个方法相比，该方法的优势明显。首先是蓝标使用少，曝晒周期可长

可短灵活控制，这些无疑都较低了测试成本；其次整个曝晒周期只有两个阶段，操作比较简单、方

便。但正如前面讲到的，该方法只使用 2块蓝标，对于某些样品只能给出一个范围值，如符合或

不符合某级，无法给出一个确切值，因此也有其局限性。至于方法 4和方法 5，这两种方法在实际

检测中使用较少，在此不再赘述。

2.4 关于测试方法的选用

我国毛纺行业一直以来使用方法 3来测定毛纺织品的耐光色牢度，其产品标准规定深、浅色

样品的最低允许牢度分别为 4级和 3级，整个曝晒周期最多四十几个小时，比较方便快捷。其它

行业如服装、针织等（其产品标准的耐光色牢度指标一般为 4级）也使用该方法，各纺织检测机



构也正是看中其周期短的特点，采用该方法检测各类纺织品的耐光色牢度。但对于那些耐光色牢度

要求较高的产品，如军用、警用或特种纺织品，其耐光色牢度指标在 6级左右，这类产品如果参

照毛纺行业的方法显然是不合适的，选来选去似乎只有方法 2比较合适。当然也可以按照方法 3
去晒，假如最低允许牢度为 6级，按照方法 3的规定需要 6级和 5级蓝标进行试验，曝晒周期为 6
级蓝标晒至灰卡 4级及灰卡 3级，这样一来试验周期已经与方法 2无异。在此还要指出的是，某

些产品标准规定产品的最低允许牢度指标为 3-4级，并声称按照方法 3进行试验。这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试验者无法选择试验用蓝标。标准规定产品的最低允许牢度指标为 3-4级，若选 4级，则高于

标准半级；若选 3级，则低于标准半级。是产品标准的制定者对方法 3缺乏了解，导致了标准使

用者的困难和不解。这个例子说明，有些时候是其它的因素造成了方法使用的障碍，而非方法本身

的问题。

因此，我们选用曝晒方法的基本原则是，不能一味地考虑周期和成本，还要考虑方法和样品的

特性及产品标准的规定，在保证数据科学准确的前提下，选择最优化和最合理的试验方法。

灰色样卡等级

图 1 灰色样卡对应的△E*的值

2.5 蓝色羊毛标样曝晒时间的确定

人们一般选择蓝色羊毛标样或样品的曝晒与未曝晒部分之间的颜色变化等于灰色样卡4级和3
级作为控制曝晒时间的基准。之所以选择灰色样卡 4级和 3级是因为人眼感觉颜色差别达到灰色

样卡 3级时较明显，此时进行评级较为科学。另外，蓝色羊毛标样在这个区间代表颜色变化的△E*
与时间之间的曲线接近线性（见图 1），其结果更具有一致性。而在 GB250-1995[5]中，也指出灰

色样卡 4级对应△E*的值是 1.7±0.3，而灰色样卡 3级对应△E*的值是 3.4±0.4。
2.6 GB/T 8427-2008与 ISO 105 B02:1994的差异

新版 GB/T 8427-2008标准中不但增加了附录 B“测定耐光色牢度用空冷式氙弧灯设备（平板

型）”，而且还纠正了 ISO 105B02:1994标准中的一些笔误，如将 ISO标准中的“注 4：a)和 b)有
可能发生在 7.2.2.3或 7.2.2.4之前”改为 GB/T 8427-2008中的“注 4：b)和 c)有可能发生在 7.2.3.3
或 7.2.3.4 之前”。这是因为 ISO 105 B02:1994 标准中 7.2.2.5 节中 a)的曝晒阶段不可能发生在

7.2.2.3或 7.2.2.4之前，这是一个明显的笔误。

2.7 测试方法目前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

在新版 GB/T 8427-2008中，也存在一些疑问或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以下几点：

在 7.2.2节的方法 1中没有提到初评，但是在第 9节的试验报告中却提到初评，好像有些前后

不一致。本文作者觉得如果以后再对 GB/T 8427-2008进行修订，可在方法 1中加入初评。

在 8.8节中，针对方法 3和方法 4，试样的耐光色牢度只评定为“符合”或“不符合”，而没有计

算出色牢度级数，本文作者建议在评定时也要计算出色牢度级数。



3. 总结

本文对比分析了 GB/T 8427-2008中的 5种测试方法。并指出每种测试方法的适用范围及它们

之间的关联性。同时说明蓝色羊毛标样曝晒时间的确定、GB/T 8427-2008与 ISO 105 B02:1994
的差异及 GB/T 8427-2008中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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