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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儿童口罩标准产生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之下。

为了有效保障儿童安全，国家紧急制定并发布《儿童口罩技术

规范》（GB/T 38880-2020），这也是首个专门面向儿童口罩

的国家推荐标准。此外，还包括《针织口罩》（FZ/T 73049-

2014）、《一次性使用儿童口罩》（T/GDMDMA 0005-2020）、

《儿童口罩》（T/ZFB0004-2020）等行业、团体标准，可做

为《儿童口罩技术规范》的补充与参考。

1  儿童口罩标准的解读

《儿童口罩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作为国

家主导的儿童口罩标准，其价值不仅是迅速填补了国内儿童口

罩技术、安全、质量等标准空白，同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在具体指标的要求上更加严格。《规范》由八项条款及附录构

成，其中“八项条款”涵盖适用范围，规范引用文件，术

语与定义，分类与规格，技术要求，测试方法，检测规则，

包装、识别、安全警示及运输存储等内容，“附录”涵盖头

模面层材料、头模参考尺寸、运动模拟等指标。整体上看，

为儿童口罩设计、生产、流转、使用等构建一套完整的依据

框架。《规范》最主要的性能指标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安全性能。考虑到儿童自我防护意识、能力较弱，

安全性能是《规范》中要求较为详细的，主要包括：（1 ）

材料，儿童口罩材料不允许使用已经验证会导致不良反应的材

料，不得使用工业再生料，不得对材料进行有氯漂白。（2 ）

配件，杜绝系带式口罩带、鼻夹韧性符合要求（对折 20 次不

断裂）、呼吸法牢固不变形、口罩中内部件不能脱落。（3 ）

外观，其中口罩内侧不允许染色、印花，外侧如印染图案要

确保不掉色，严禁使用芳香氨染料。（4 ）其他方面，甲醛

含量最高不超过20mg/kg，环氧乙烷灭菌残留最高不超过2μg/

g，不允许残留可迁移性荧光增白物质，此外“微生物指标”

参考一次性口罩用品的标准。

第二，舒适性能。口罩舒适性能之所以凸显，关键在于

儿童这一使用者的特殊性，由于日常活动环境为校园，具有群

体性特点，儿童自身活泼好动、爱玩爱闹，如果口罩舒适性

较低容易出现拒绝佩戴的现象。根据《规范》的要求，儿童

口罩的呼气阻力、吸气阻力均不得超过45Pa，较之成人口罩设

计标准（吸气阻力上限 175Pa、呼气阻力上限 145Pa），这一

标准非常低，比较适合儿童运动量大的情况。

第三，防护性能。《规范》中实际给出了两种儿童口罩

定义，分别为“防护口罩”和“卫生口罩”，前一种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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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有害物质吸入，后一种仅强调具备卫生阻隔性能，在新冠

肺炎疫情当下，儿童口罩的防护性能显然更加重要。根据《规

范》要求，整体的防护效果不得低于90%，颗粒物过滤效率不

得低于 95%。

2  儿童口罩的前景分析

以《规范》为参照，交叉对比《针织口罩》（F Z / T

73049-2014）、《一次性使用儿童口罩》（T/GDMDMA 0005-

2020）、《儿童口罩》（T/ZFB0004-2020）三个标准，找出

主要异同点，对于儿童口罩的发展前景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其

中，涉及技术、性能、质量等相关的标准对比，需要从产业、

行业、企业等维度展开，不属于“教育机构”的考量范围。

作为监督儿童正确佩戴口罩、发挥防护作用的主导者，学校主

要考虑儿童口罩的舒适性能和外观设计。

2.1基于舒适性能的儿童口罩前景分析

影响儿童口罩舒适性能的要素，主要是口罩带、鼻夹和透

气性。对比来看，《针织口罩》（FZ/T 7 3049 -201 4）对口

罩带的耐用性没有明确要求——所谓“耐用性”，是指口罩带

本身、口罩带与口罩体连接部分的断裂力承受上限——《一次

性使用儿童口罩》（T/GDMDMA 0005-2020）和《儿童口罩》

（T/ZFB0004-2020）均设定为≥ 10N，《规范》中将标准一

分为二，对于儿童防护口罩的要求是≥15N，儿童卫生口朝的

要求是≥ 1 0 N，遵循《规范》中儿童防护口罩的标准，一定

程度上可以减少因儿童打闹撕扯破坏口罩防护功能的现象。此

外，《规范》中强调不能使用系带式口罩带，倡导“可调节”

口罩带，《一次性使用儿童口罩》（T/GDMDMA 0005-2020）

中则要求，口罩带的材料应具备良好的弹性、柔软性，避免

造成儿童机体受损。《儿童口罩》（T/ZFB0004-2020）对于

口罩带的要求更侧重结构设计，强调儿童所用口罩的口罩带不

能出现自由端，不得使用皮筋紧勒式、套头式结构；鼻夹耐

用性方面，除了《规范》中明确提出“不应断裂”的要求

外，其余标准均没有涉及这一方面的要求。《规范》要求鼻

夹应采用可塑性材料，长度≥55mm，其余标准在鼻夹材料要求

上基本相同，仅在长度上有细微区别；在透气性方面，其余

标准与《规范》不具备可比性，《规范》针对儿童口罩所使

用的熔喷布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主要是阻力、滤效两方面指

标）；整体上，在舒适性能上，儿童口罩应遵循《规范》的

相关要求构建发展前景。

2.2基于外观设计的儿童口罩前景分析

从“外观设计”角度分析儿童口罩的前景，主要基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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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标准的共性。其中，《规范》综合安全考虑，强调口罩与

皮肤接触的部分不应染色、印花，其余标准也遵循这一原则。

不同之处在于，《规范》对于口罩外部的印染没有提出明确要

求，而《一次性使用儿童口罩》（T/GDMDMA 0005-2020）和

《儿童口罩》（T/ZFB0004-2020）中均认为，口罩不与皮肤

接触的部分应印上色彩、图案、文字标识等，以帮助儿童更

好地区分方向、正确佩戴，同时儿童大部分实践是群体活动，

如果能够在外观设计上做到“个性化”，则有利于相互区分，

避免临时摘掉口罩后，儿童重新佩戴口罩出现拿错的现象。

3  儿童口罩的创意设计

3.1创意设计缘起

随着《规范》的贯彻落实，儿童口罩标准进一步优化，

其舒适性、安全性、防护性等方面将不断提升，但以上均属

于儿童口罩供给范畴。聚焦儿童口罩应用范畴，需要开发全新

机制引导儿童形成主动佩戴口罩、正确使用的意识。但客观

上，儿童自我防护意识不足、不喜欢被约束，加上群体性的

学习、生活、运动、游戏等环境作用，导致相当一部分儿童

对佩戴口罩产生心理抵触。通过在儿童口罩非皮肤接触面（外

侧）进行创意设计，印染符合儿童兴趣、爱好的图案，能够

激活儿童主动佩戴口罩的意愿。

3.2研究内容分析

第一，通过对市场上若干款儿童口罩调查，选定符合《规

范》中儿童防护口罩标准的产品，再从实用性、环保性、卫

生性、舒适性等多个角度对比，筛选最佳的一款作为创意设计

的载体。

第二，通过对儿童的调查访谈，了解他们对图案、图像、

标识符号等喜好倾向，最终选定“绘本素材”作为创意设计基础。

第三，通过分析特定儿童（3-6周岁幼儿）的接受能力，根

据《3-6岁儿童发展指南》的教育领域划分，确定“健康”“艺术”

“科学”“语言”“社会”五个创意设计领域，在此基础上细化主

题，如“生活类故事绘本”创意设计。

3.3实现手段构建

儿童口罩创意设计实现手段基于“项目式”构建，即“儿

童口罩改进项目”，推出童乐绘儿童文化创意口罩成品。其中，所

使用到的绘本素材来源于经典绘本故事以及师生自创绘本。

以项目为单位设计“童乐绘”儿童文化创意口罩，一个项目

中以年为套系、以月为专题、以周为系列；其中，每个系列以一

个绘本为主题素材，每个专题一个主题，共计需要设计12个专

题、52个系列、共计365只口罩、让孩子们每天都佩戴不同款式

的口罩，保持新鲜感的同时，还能学到新的绘本知识，培养儿童

的阅读能力；同时，加强周边产品的开发，如教学方面，让幼儿

根据自己佩戴口罩上印刷的图案，在课堂上讲述故事片段，教师

需要准备PPT、视频资料等，进行辅助教学（对应语言训练）。又

如，在儿童生活区域制作口罩盒，用于收集儿童使用过后的口

罩，在口罩盒上印刷与绘本主题相关的logo，培养学生垃圾分

类、卫生意识。

4  结语

总地来说，儿童口罩标准的密集、迅速出台，表明国家、

行业及全社会对儿童群体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注。其中，教育机构

（中小学及幼儿园）虽然不直接参与儿童口罩标准的制定，但作

为儿童口罩使用的主要监督者、执行者、引导者，对现有儿童口

罩标准及发展前景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从现实维度出发，教育机

构无法直接参与到儿童口罩标准修订及产品创新上，从教育价值

实现角度思考，不断完善创意设计实现机制、丰富儿童口罩使用

体验，有助于培养儿童正确佩戴口罩的习惯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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