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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纱线线密度测试方法的对比分析 
 

肖中华  何建源 
南通市纺织产品质量检测所有限公司 

 

摘要：本文选用了纯棉纱、涤纶纱、粘胶纤维纱、晴纶纱、涤棉（50/50）混纺纱作为试样，分别采用 GB/T29256.5-2012

及 GB/T4743-2009 两个标准进行了纱线线密度的测试对比，发现虽然两标准在测试方式上存在不同，但所测结果差异不

大，得出从织物中拆下的短纱线进行线密度测试结果，是可靠的、实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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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日常检测工作中，常常会遇到某些客户拿来一块小小的布样，要求分析经纬纱线密度，凭此小样

布检测的经纬纱线密度进行加工生产。 因此，小样布的检测结果准确性将影响未来加工的大货样是否

符合客户要求，致关重要。 

目前对织物纱支分析的检测方法主要有 GB/T 29256.5-2012《纺织品 机织物结构分析方法 第 5部

分：织物中拆下纱线线密度的测定》；而织造前用纱的线密度测试方法主要依据 GB/T 4743-2009《纺织

品 卷装纱 绞纱法线密度的测定》进行。 

本文主要是采用同一试样，通过两种线密度的检测方法得出的检测结果来对比分析，判定小样布检

测结果的对织造用纱的选购是否有参考作用。 

2 实验 

2.1 仪器 

纱线定长仪  电子天平  烘箱  缕纱测长器  链条天平 

2.2 样品 

 选用了 5种不同成分的纱线样，见表 1。 

表 1 

试样 纱线名义线密度 

涤纶纱 36.9tex(16
s
) 

腈纶纱 16.4tex(36
s
) 

粘胶纤维纱 14.8tex(40
s
) 

涤棉（50/50）混纺纱 13.1tex(45
s
) 

棉纱 11.8tex(50
s
) 

2.3 试验方法 

 GB/T 29256.5-2012《纺织品 机织物结构分析方法 第 5部分：织物中拆下纱线线密度的测定》 

GB/T 4743-2009《纺织品 卷装纱 绞纱法线密度的测定》 

2.4 试验方案 

2.4.1 试样准备：织物样品尺寸一般都较小，按 GB/T29256.5-2012 标准规定，均需将经纬纱拆下后测

量长度，称重，烘干，计算。而织造前纱样一般是筒子卷装，按 GB/T4743-2009标准规定采用缕纱测长

器测量长度，称重，烘干，计算。织物中纱样因受后加工的影响，会发生一些变化，为了比较两种测试

方法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本试验方案直接采用 5种不同原料和不同纱支的筒子纱线样，按两种测试方法

进行检测，判定两种测试方法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2.4.2试样调湿处理：按 GB/T6529-2008《纺织品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将试样在标准大气条件下调

湿至标准规定的平衡状态。 

2.5 纱线试样线密度的检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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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纱线试样按 GB/T29256.5-2012标准规定，使用纱线定长仪进行定长，试样的长度不短于 30cm，

预加张力按（0.2×线密度+4）cN设置。将纱线样两端分别夹持于纱线定长仪的２个夹钳内，移动一端

夹钳，在纱线样的预设张力下消除卷曲并伸直后，记录两夹钳间距离（试验纱线的长度），然后将两夹

钳之间纱线切取下来。如此反复上述操作，最后截取的伸直试样纱线不少于 100根，截取的试样纱线长

度不短于 25cm，总试样长度约 25m左右。 

然后将截取的所有试样放入已知重量的铝质称量盒内，放入 105℃烘箱内烘干，移入干燥器内冷

却，箱外称重。按下式（1）计算，计算结果见表 2： 

      ……………… (1) 

2.5.2 纱线试样按 GB/T4743-2009标准检测，用缕纱测长器摇取 20缕试样，12.5tex~100tex 纱线样，

每缕取长 100米，小于 12.5tex纱线样，每缕取长 200 米，预加张力按（0.5×线密度）cN设置，总试

样长度为 2000m或 4000m。 

然后将摇取的纱线试样放入 105℃八篮烘箱内烘干，实行箱内称重。按下式（2）计算，计算结果

见表 3： 

     ……………… (2) 

3结果与分析 

3.1 测试结果 

3.1.1 纱线样按 GB/T29256.5-2012的检测结果见表 2。 

表 2 

试样标称规格 
平均伸直长度

（m） 
试样根数 

自然重量

(g) 

干燥重量

(g) 

线密度

(tex) 
英支(s) 

16 支涤纶纱 0.263  100 0.9916 0.9880  37.72 15.6 

36 支腈纶纱 0.251  100 0.4113 0.4028  16.37 36.1  

40 支粘纤纱 0.258  100 0.3767 0.3365  14.74 40.1  

45 支涤/棉(50/50)

纱 
0.257  100 0.3298 0.3168  12.87 45.9  

50 支棉纱 0.256  100 0.2946 0.2766  11.72 50.4  

3.1.2 纱线样按 GB/T 4743-2009的检测结果见表 3。 

表 3 

试样标称规格 
试样每绞长度 

（m） 
试样绞数 

烘前重量

(g) 

烘后重量

(g) 

线密度

(tex) 
英支(s) 

16 支涤纶纱 100 20 74.76  74.49 37.39 15.8 

36 支腈纶纱 100 20 32.90  32.22 16.43 35.9  

40 支粘纤纱 100 20 29.49  26.35 14.89 39.7  

45 支涤/棉(50/50)

纱 
100 20 25.90  24.86 12.98 45.5  

50 支棉纱 200 20 46.52  43.68  11.85 49.8  

3.1.3 两种试验方法检测的线密度偏差率，依据表 2和表 3检测结果统计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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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名义线密度 

tex 

按 GB/T29256 实

测线密度 

按 GB/T4743 实

测线密度 

按 GB/T29256

实测线密度相

对名义线密度

偏差率，% 

按 GB/T4743 实

测线密度相对

名义线密度偏

差率，% 

GB/T29256实测

线密度相对

GB/T4743 实测

线密度偏差

率，% 

36.9 37.72 37.39 2.2 1.3 0.9 

16.4 16.37 16.43 -0.2 0.2 -0.4 

14.8 14.74 14.89 -0.4 0.6 -1.0 

13.1 12.87 12.98 -1.8 -0.9 -0.8 

11.8 11.72 11.85 -0.7 0.4 -1.1 

3.2 结果分析 

3.2.1 GB/T 29256.5-2013 和 GB/T 4743-2009两种试验方法存在以下差异，见表 5。 

表 5 

序号 不同点 GB/T 29256.5-2013 GB/T 4743-2009 

1 取样长度 每根纱线截取一般在 1000mm 以内，取样根数：

经纱 100 根，纬纱 250 根 

10 缕以上，每缕长 100m 或 200m 

2 预加张力 纱线样≦7tex：（0.75×线密度）cN 

纱线样>7tex：（0.2×线密度+4）cN 

0.5cN±0.05cN 

3 截取方法 静态测长 动态测长 

4 称量方法 常用箱外冷却称重 常用箱内热称重 

5 称量精度 精度 0.001g 或 0.0001g 称  精度 0.01g 称  

虽然两标准在取样长度、预加张力、截取方法、称量方法、称量精度要求上存在不同，但从表 4

检测结果统计分析表看，实测结果差异并不大，具有相关性。 

3.2.2 两标准在纱线取样长度有较大差异。织物中拆下纱线线密度的检测，由于定长手段的限制，一般

单根纱线试样截取长度小于 1m。而织造前纱线一般为筒纱样，退绕方便，单根纱线取长度不受定长手

段的限制，一般采用的是缕纱测长器取样，单根纱线取样长度一般在 100m或 200m。是织物中拆下单根

纱线的 100倍或 200倍。因此，从织物拆下纱线检测线密度，应加大取样根数，以增加试样的累积长度，

减少与筒纱试样长度上的差异，可提高检测准确度，减少与筒纱检测结果的偏差。 

3.2.3 称量设备的精度不同。一般称量设备的配置精度应达称量重量的千分之一，织物中拆下的纱线样

较短，根数有限，一般试样合计重量小于 1g。因此，为保证称量准确，拆下试样合计重量小于 1g时，

应选择万分之一克的称量天平称重；拆下试样合计重量大于 1g时，可选择千分之一克的称量天平称重。

若称量精度不满足称量精度要求，可增加拆下纱线根数，提高合计试样重量的办法进行称量，减小称量

误差。 

3.2.3 预加张力和截取方法存在差异。通过多次验证，对试验结果影响不大。 

3.2.4 干燥重量称量方法存在差异。由于织物中拆下纱线合计重量一般小于 1g，而一般八篮烘箱配置

的天平精度为 0.01g,不能满足称量精度要求，所以织物中拆下纱线称量一般需采用箱外更高精度的天

平称重，以满足称量精度要求，减少称量误差。筒子纱线取样量大，试样总重一般均大于 10g，八篮烘

箱配置的天平精度能满足称量精度要求。所以，筒子纱线样烘干称重一般采用八篮烘箱箱内称重的方法。 

3.2.5 此外，影响织物中拆下线密度因素有：纱线本身的条干均匀度、织物整经和上机织造张力大小，

染色前处理和染色、整理工艺因素，均对拆下的实际纱线线密度有一定影响。 

3.2.6 减少织物中拆下纱线线密度结果误差，可以通过增加截取纱线试样长度、增加截取的根数来拉近

筒纱线密度的差距。 

4结论 

通过按 GB/T29256.5-2012和 GB/T4743-2009两个检测方法的对比试验分析，可以看出两个试验方

法的差异，以及减少织物拆下纱线线密度与筒子纱线线密度试验结果的差距办法，从而帮助客户准确选

择织造用纱纱支，织出符合后道用户要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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