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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上海市纺织工业技术监督所、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恒澜科技有

限公司、江苏新视界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德力化纤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世瑛、李德利、王丽莉、陈瑞、孙华平、孙燕琳、俞传坤、徐锦龙、梅峰、曹小芬、

何卓胜、谭延坤、柳敦雷、倪凤军、张子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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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纤维　产品分类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纤维产品的分类原则和分类。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纤维及其专用料和直接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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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４１４６（所有部分）　纺织品　化学纤维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４１４６（所有部分）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分类原则

将分类按照一定顺序系统化，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分类体系。在分类时，既包含现有情况，又充分

考虑到新的发展，留有可扩展空间。

根据产品最稳定的本质属性或特征先按照分面分类法，分成若干不同的分面。再按照线分类法，将

每个分面内的分类对象逐次地分为若干类目。每个类目下例举若干典型产品。

不同分面之间构成并列关系。分面与类目之间构成隶属关系。同一分面的类目之间构成并列

关系。

部分产品，除具有一般的性能外，还满足了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的需求，需要按照国家政策导向进

行分类。

５　分类

５．１　化学纤维专用料

按照主要专用料和其他专用料，分成两大类。每一大类，按照种类不同分面；进而分为若干类目。

表１列出了主要规模化生产的化学纤维专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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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化学纤维专用料

分面 类目 示例

主要专用料

树脂

切片

粉体

泡料

碎瓶片

纤维级切片、纤维级再生切片

聚丙烯粉料

膜泡、丝泡、布泡

纤维级再生瓶片

浆粕 天然纤维素浆粕 棉浆粕、木浆粕

其他专用料

母粒 纺丝母粒 色母粒、阻燃母粒、导电母粒

其他添加剂
粉剂 色粉

浆料 色浆

５．２　化学纤维

５．２．１　按照材质分类

５．２．１．１　单组分化学纤维

表２列出了主要规模化生产的单组分化学纤维。

表２　单组分化学纤维

分面 类目 示例

人造纤维

纤维素纤维

其他类型的人造纤维

粘胶纤维、莫代尔纤维、莱赛尔纤维

醋酯纤维、三醋酯纤维

铜氨纤维

甲壳素纤维、壳聚糖纤维

海藻纤维

合成纤维

聚酯纤维

聚酰胺纤维

聚氨基甲酸酯纤维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ＰＥＴ）纤维（涤纶）、聚对苯二甲酸丙

二酯（ＰＴＴ）纤维、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ＰＢＴ）纤维

聚酰胺脂纤维

芳香族聚酯纤维

聚己内酰胺（ＰＡ６）纤维（锦纶６）、聚己二酰己二胺（ＰＡ６６）

纤维（锦纶６６）、聚己二酰戊二胺（ＰＡ５６）纤维（锦纶５６）

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胺纤维（间位芳纶１３１３）、聚对苯二甲

酰对苯二胺纤维（对位芳纶１４１４）、聚苯砜对苯二甲酰胺纤

维（芳砜纶）、杂环芳香族聚酰胺纤维（芳纶Ⅲ）

聚氨酯弹性纤维（氨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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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分面 类目 示例

合成纤维

聚烯烃纤维

聚乙烯醇纤维

聚氯烯烃纤维

聚丙烯腈纤维

聚乳酸纤维

聚苯硫醚纤维

含氟纤维

聚酰亚胺纤维

聚羟基脂肪酸酯纤维

聚乙烯纤维（乙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聚丙烯纤维（丙纶）

聚烯烃弹性纤维

聚乙烯醇纤维

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维纶）

聚氯乙烯纤维（氯纶）

聚丙烯腈纤维（腈纶）

—

—

聚四氟乙烯纤维（氟纶）

聚偏二氟乙烯纤维

—

—

其他化学纤维

碳纤维

陶瓷纤维

玻璃纤维

矿物纤维

金属纤维

聚丙烯腈基碳纤维

粘胶基碳纤维

沥青基碳纤维

木质素基碳纤维

氧化铝纤维、碳化硅纤维、硼纤维

无碱玻璃纤维、中碱玻璃纤维、低介电玻璃纤维

石棉纤维、水镁石纤维、玄武岩纤维

铅纤维、铜纤维、不锈钢纤维

５．２．１．２　多组分化学纤维

多组分化学纤维分类见表３。其中，合成纤维为大类，再按组分类别的异同，分为若干类目。

表３　多组分化学纤维

分面 类目 示例

合成纤维

异类组分纤维 聚乙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ＰＥ／ＰＥＴ）纤维

同类组分纤维

低熔点聚酯（ＬＭＰＥＴ）／聚酯（ＰＥＴ）纤维、聚对苯二甲酸丙

二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ＰＴＴ／ＰＥＴ）纤维、聚对苯二甲

酸丁二酯纤维／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ＰＢＴ／ＰＥＴ）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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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按照形态分类

５．２．２．１　长度、线密度和单丝根数

按照长度，分成化学纤维短纤维、化学纤维长丝两大类：

———化学纤维短纤维，按照线密度和切段长度不同，再分为若干类目；

———化学纤维长丝，按照单丝根数，再分为若干类目。

见表４。

表４　按照长度、线密度和单丝根数分类的化学纤维

分面 类目 示例

化学纤维短纤维

棉型

毛型

中长型

超短型

丝束

涤纶短纤维、锦纶短纤维

涤纶超短纤维

粘胶丝束、腈纶丝束

化学纤维长丝
复丝 涤纶牵伸丝、涤纶低弹丝

单丝 涤纶单丝

５．２．２．２　截面

按照喷丝孔几何形状，分成：

———圆形，不分类目；

———异形，根据截面组合不同，再分为若干类目。

见表５。

表５　按照截面分类的化学纤维

分面 类目 示例

圆形 — —

异形
异形截面纤维 三角异形纤维、三叶异形纤维、十字形纤维、扁平形纤维

中空纤维 单孔纤维、七孔纤维

５．２．３　按照加工方式分类

按照加工方式，分成两大类：

———短纤维加工，按照加工工艺不同，再分为若干类目；

———长丝加工，按照加工工艺不同，再分为若干类目。

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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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按照加工方式分类的化学纤维

分面 类目 示例

短纤维加工 短纤维 —

长丝加工

未牵伸丝（ＵＤＹ）

预取向丝（ＰＯＹ）、中取向丝（ＭＯＹ）、高

取向丝（ＨＯＹ）、全取向丝（ＦＯＹ）

牵伸丝

变形丝

混纤丝

—

—

涤纶牵伸丝、锦纶牵伸丝

涤纶低弹丝、锦纶６弹力丝

涤纶膨体变形丝（ＢＣＦ）、锦纶６膨体变形丝（ＢＣＦ）

５．２．４　按照原料来源分类

按照原料来源分类，合成纤维为大类，进而分为原生纤维和循环再利用纤维。

５．３　化学纤维直接制品

按照制品类别，分成两大类：

———短纤维制品，按照纺制方式不同，再分为若干类目；

———长丝制品，按照制成品不同，再分为若干类目。

见表７。

表７　化学纤维直接制品

分面 类目 示例

短纤维制品
毛条 涤纶毛条、锦纶毛条

牵切纱 维纶牵切纱

长丝制品

帘子线 涤纶帘子线、锦纶帘子线

帘子布 涤纶帘子布、锦纶帘子布

浆粕 对位芳纶浆粕

５．４　按照国家政策导向分类

在国家政策导向中，化学纤维产品作为新材料产业的一部分，已形成了相应类别。大致分成先进基

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前沿新材料三大类。

示例：碳纤维、芳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聚苯硫酸纤维、聚酰亚胺纤维、碳化硅纤维。

６　其他

一般意义上的化学纤维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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