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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程中纺织品功能性检测及应用 

戴江英 

（绍兴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  312000） 

摘  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纺织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需求，而且还要满足人们对其品质上的要
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用纺织品来制作衣服，同时还可以用来装饰房间。因此，纺织品必须具有功能性，纺织行业也在不断更新自
身技术，这就使得纺织行业对纺织品功能性的检测有了更高的要求。纺织品功能检测是指通过对纺织品的物理、化学性能进行测试，并综
合分析测试结果，对其内在质量进行评估的一种方法，根据功能性检测的目的，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即功能性评价和功能性检测。这两
种方法分别由不同的技术人员负责，并由不同的部门和机构来共同完成。其中，前者是一项专业技术，而后者则属于一项管理技术。本文
对纺织品功能性检测的目的、方法及应用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关键词：纺织工程中纺织品功能性检测及应用 

 
引言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发展纺织业对国家的

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纺织产
品的功能需求也越来越高，主要体现在舒适性、健康性、防护性和
生态环保性等方面。由于纺织纤维具有独特的物理、化学特性，因
此对其进行功能性检测可以提升纺织品的品质，推动纺织品在纺织
工程中更好地应用。基于此，本文对纺织品功能性检测的意义进行
了简要介绍，并详细阐述了纺织工程中纺织品功能性检测技术的具
体应用，希望能够为相关人员提供一定帮助，使纺织工程更好地应
用纺织品功能。 

1 基本概念 
1.1 功能性纺织品的定义 
功能性纺织品是指那些除了具备基本使用价值外，还具有一个

或多个附加特殊功能的纺织品，这些功能可以是传统的防护和卫生
保健功能，也可以是现代科技发展下的新功能，如智能穿戴设备所
需的特性。功能性纺织品的研究和开发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领域，需
要综合考虑技术创新、产品安全性、生态环保等多方面因素[1]。 

1.2 功能性纺织品的分类 
纺织产品的功能类别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归类。功能纺织品按

用途可划分为：服装用功能纺织品、家用和装饰用功能纺织品和工
业用功能纺织品。其中，在功能性上，吸湿速干、吸湿排汗、透湿、
透气、防水、防油、防污、抗菌、防虫防蛀、抗皱、抗静电、防辐
射、抗紫外线等功能。在此基础上，将其按功能特性可划分为健康
型（如抗菌、防蚊、防螨性、防霉等）、舒适型（吸湿性、速干性、
保暖性等）、防护型（防水防风、防紫外、防静电、阻燃等）。从科
技发展的角度来说，功能纺织品的研发覆盖了包括纳米光催化剂多
功能纺织品、电磁辐射防护纺织品、超疏水多功能纺织品等在内的
各种高科技产品，它们的研发既能满足基本使用价值，又能起到防
水、防油、防污、抗菌、除螨、抗病毒、防霉、防蛀、阻燃、防紫
外线、电磁辐射等功能。纺织材料的功能性分类，除了根据其使用
范围，还将其分为健康型、舒适型、防护型等多个类别，并随科技
的进步而不断扩展新的功能与应用范围。 

1.3 功能性纺织品测试方法 
（1）吸湿速干性能、吸湿排汗性能测试：GB/T 21655.1-2023

通过测定织物在规定条件下的吸水率、滴水扩散时间、干燥速率和
芯吸高度来模拟水分在织物中吸收、扩散和干燥等过程，以综合表
征织物的吸湿速干性能。GB/T 21655.2-2019 织物试样水平放置，
测试液与其浸水面接触后，会发生液态水沿织物的浸水面扩散，并
从织物的浸水面向渗透面传递，同时在织物的渗透面扩散，含水量
的变化过程是时间的函数。当试样浸水面滴入测试液后，利用与试
样紧密接触的传感器，测定液态水动态传递的状况，计算得出一系
列性能指标，以此评价纺织品的吸湿速干性和吸湿排汗性。（2）防
水 性 测 试 ： 服 装 类 主 要 包 括 沾 水 法 和 静 水 压 法 两 种 。 GB/T 
4744-2013 以织物承受的静水压来表示水透过织物所遇到的阻力。
在标准大气条件下，试样的一面承受持续上升的水压，直到另一面
出现三处渗水点为止，记录第三处渗水点出现时的压力值，并以此
评价试样的防水性能。GB/T 4745-2012 是将试样安装在环形夹持器
上，保持夹持器与水平呈 45°，试样中心位置距喷嘴下方一定的距

离。用一定量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喷淋试样。喷淋后，通过试样外
观与沾水现象描述及图片的比较，确定织物的沾水等级，并以此评
价织物的防水性能。（3）抗菌性能测试有三种：GB/T 20944.1-2007
琼脂平皿扩散法 平皿内注入两层琼脂培养基，下层为无菌培养基，
上层为接种培养基。试样放在两层培养基上，培养一定时间后，根
据培养基和试样接触处细菌繁殖的程度，定性评定试样的抗菌性能。
GB/T 20944.2-2007 吸收法 将试样与对照样分别用试验菌液接种。分
别进行立即洗脱和培养洗脱，测定洗脱液中的细菌数并计算抑菌值
或抑菌率，以此评价试样的抗菌效果。GB/T 20944.3-2008 振荡法是
将试样与对照样分别装入一定浓度的试验菌液的三角烧瓶中，在规
定的温度下振荡一定时间，额定三角烧瓶内菌液在振荡前及振荡一
定时间后的活菌浓度，计算抑菌率，以此评价试样的抗菌效果。（4）
静电性能测试国标有 4 种：GB/T 12703.1-2021 电晕充电法通过电晕
充电装置对试样充电一定时间，在停止施加高压电瞬间，试样静电
压值达到最大。试样上的静电压值开始自然衰减，但不一定降到零。
通过确定峰值电压和半衰期，或者峰值电压衰减到一定比例，来量
化试样的静电性能。GB/T 12703.2-2021 手动摩擦法试样与另一种织
物经摩擦后带电，用法拉第筒实验装置测量试样产生的电量，并计
算电荷面密度。GB/T 12703.3-2009 电荷量用摩擦装置模拟试样摩擦
带电的情况，然后将试样投入法拉第筒，测量其带电荷量。GB/T 
12703.4-2010 电阻率当一直流电压加在与试样相接触的两电极之间
时，通过试样电流会渐近地减小到一个稳定值。电流随着时间的减
小可能是由于电介质极化和可动离子位移到电极所致。测得的值主
要反映被测试样表面污染的特性。表面电阻率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
材料特性，而是材料表面含有污染物质时与材料特性有关的一个参
数。（5）阻燃性能测试有垂直燃烧法和 45°燃烧法，GB/T 5455-2014
垂直燃烧法用规定点火器产生的火焰，对垂直方向的试样底边中心
点火，在规定的点火时间后，测量试样的续燃时间、阴燃时间及损
毁长度。GB/T 14644-2014 45°燃烧法在规定的条件下，对 45°角纺
织的试样表面点火，根据火焰蔓延时间来评定该试样的燃烧速率。（6）
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根据 GB/T 35263-2017 标准，在规
定的试验环境条件下，将温度高于试样的热检测板与试样接触，测
得热检测板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并计算其接触凉感系数（qmax），qmax

数值越大表示皮肤感受到凉感程度越强，数值越小表示皮肤感受到
凉感程度越弱。（7）抗紫外线测试 GB/T 18830-2009 用单色或多色的
UV 射线辐射试样，收集总的光谱投射射线，测定出总的光谱透射比，
并计算试样的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值。当 UPF>40，且 T（UVA）AV

＜5%时，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2 纺织工程中纺织品功能性检测及应用的必要性 
满足市场需求和消费者需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

意识的增强，对纺织品的功能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功能性纺织品能
够提供更多的舒适度和便利性，如吸湿速干、抗菌防螨、透气透湿
等特性，这些都是现代消费者所追求的。因此，进行功能性检测是
确保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和消费者期望的重要手段。保障产品质量和
安全，通过功能性检测，可以确保纺织品在特定使用条件下的性能
稳定可靠，避免因质量问题导致的安全事故。例如，防水、防油、
防污等功能性测试可以确保纺织品在户外活动或特殊工作环境中的
适用性和安全性。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功能性检测不仅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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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评估现有产品的性能，还能指导新产品的研发方向，通过对纺织
品进行各种功能性的测试和评价，可以发现新的材料、技术和设计
方法，推动纺织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符合国际标准和法规
要求，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纺织品的功能性有各自的测试标准和法规
要求，进行功能性检测并获得相应的认证，是纺织品进入国际市场
的重要前提，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是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体现。提高市场认可度和竞争力，通
过功能性检测，可以向消费者证明产品的高品质和独特价值，这种
透明度和信任感能够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
份额和品牌影响力[2]。 

3 功能性纺织品的应用现状 
功能性纺织品的应用现状表明，这一领域正在经历快速的发展

和变革，全球及中国市场的销售额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显著增长，
显示出该行业的强劲发展势头，特别是在中国市场，功能性纺织品
的市场规模在过去几年中变化较快，预计到 2028 年将达到更高的
市场规模，占全球市场的更大比例。功能性纺织品的应用范围广泛，
包括但不限于服装面料、户外运动服、高档休闲服等，这些产品不
仅满足了消费者对舒适性和美观性的需求，还体现了对环保和社会
责任的关注，例如，汽车领域和医疗领域对功能性针织面料的需求
日益增加，这不仅提升了产品的耐磨性和阻燃性，还有助于降低环
境污染程度。随着新材料制备、织造技术和后整理技术的发展，功
能性纺织品正从简单的功能产品向多功能复合产品转变，这一趋势
已成为必然，这种转变使得纺织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细化的需
求，同时也推动了纺织行业向深层次和高层次的发展。此外，功能
性纺织品的发展也受到了全球范围内政策环境的影响。例如，新冠
疫情和碳中和背景下，功能性纺织品行业面临着发展机遇与困境，
这些外部因素促使行业不断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
术进步。 

4 纺织工程中功能性纺织品检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4.1 测试方法和标准不统一 
近年来，功能性纺织品及其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的

生态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标准体系
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缺乏检测方法。不同国家对功能性项目的检
测方法和要求也会有所不同，例如，中国的标准与欧美等国的相关
法规研究存在差异，这种国际间的标准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测试
方法和标准的不统一。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功
能性纺织品的新功能不断涌现，如抗菌、凉感等，这些新功能的测
试方法和标准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但由于更新速度较快，导致现
有标准难以完全覆盖所有新功能，从而造成测试方法和标准的不统
一。一些开发和生产应用企业可能会根据自身的技术特点和市场需
求，各自制定企业标准技术指标，这种做法虽然为企业提供了灵活
性，但也导致了市场上存在多种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增加了消费者
的选择难度，同时也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3]。 

4.2 测试项目与实际不符 
标准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功能性纺织品的检测方法和要求

存在差异，这可能导致同一产品在不同地区的测试结果不一致，例
如，AATCC TM183-2020 与 GB/T 18830—2009 在防紫外线性能的标
准上就存在差异。最主要是测试仪器的差异，国产与进口设备精密
度的差异，测试程序的差异，AATCC 还需要做湿态试验，结果表
述上的差异。产品描述不清或误导，例如吸湿速干、抗菌等与其实
际性能不符，或者产品描述中存在误导信息，也会导致检测结果与
实际产品标准不符。 

4.3 测试标准与生产标准存在差异 
功能性纺织品的测试标准与生产标准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

些差异主要体现在测试标准和生产标准的目的、内容以及应用范围
上，测试标准主要用于评估和验证功能性纺织品是否达到了特定的
功能性要求，生产标准则更多地关注于产品的制造过程和最终产品
的质量控制。测试标准主要关注于功能性纺织品的功能性表现，如
抗菌、防水、吸湿速干等，而生产标准则侧重于确保这些功能性的
纺织品在生产过程中能够达到预定的质量标准，两者虽然有交集，
但侧重点和应用场景有所不同。测试标准是产品上市前必须经过的
一系列功能性测试，以证明产品符合特定的功能性要求，而生产标
准则是指导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确保最终产品能满足功能性纺
织品的标准要求。因此，功能性纺织品的测试标准与生产标准之间
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它们各自的目标和应用上。 

5 纺织工程中纺织品功能性检测及应用的策略 
5.1 改善纺织品的服用性能 
通过化学或物理方法对纤维表面进行改性，可以提高纺织面料

的服用性能，采用化学或机械方法对纺织品进行后整理，以获得柔
软、滑爽、丰满、硬挺、轻薄或厚实等综合触感，同时提高纺织品
的耐用性，如防蛀、防霉整理等。通过功能化改性技术，如添加吸
湿排汗剂，提高织物的透湿性能，从而提升服装的舒适性能，此外，
还可以通过特定的改性技术赋予纺织品特殊的功能，如抗菌、防紫
外线等。选择合适的织法和纤维类型与特性，可以显著影响纺织品
的耐用性和服用性能，例如，紧密织法可以提高耐磨性和抗皱性。
开发和应用高性能纤维，如碳纤维、芳纶纤维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纤维等，通过低成本生产、着色印花、功能优化等技术进展，提升
纺织品的功能性和附加值[4]。 

5.2 有效提升抗菌性能 
通过化学溶剂处理法和辐射法等化学改性方法，使纤维表面具

有可以与抗菌基团结合的作用部位，从而赋予纺织品抗菌功能，此
外，还可以采用表面改性的方法，如引入乙酰基团和疏水性十八醛
到棉纤维表面，以制备具有荧光、抗菌、疏水、抗紫外和高透气性
的功能性棉织物。利用等离子体预处理技术，可以提高天然抗菌提
取物在纺织品上的负载，增强纺织品的抗菌和抗真菌效率及耐久性。
纳米抗菌材料因其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而受到广泛关注，通过后
期添加法和本体加入法等方式，将抗菌离子引入纳米级载体结构中，
可以有效提升纺织品的抗菌性能。 

5.3 合理利用防静电纺织品 
通过后整理型、纤维化学改性型、导电纤维混纺型等加工工艺，

提高纺织品的抗静电性能及耐久性，例如，使用非离子纺织品抗静
电剂与面料三抗整理剂同时使用，可以使无纺布兼具拒水、抗酒精、
抗血浆、抗静电效果。基于导电纤维的服装可以有效防止静电积累，
提高穿着舒适度和安全性，导电纤维或防静电合成纤维的混入或交
织，是制作防静电工作服的关键技术之一。通过表面活性剂处理增
强织物表面的亲水性，进而提高防静电性能，同时，提高纤维的吸
湿性也有助于减少静电的产生。为了提高穿着舒适度，可以在防静
电面料的基础上进行柔软整理，使纺织品表面更加柔软、光滑，有
机硅类柔软剂的效果比脂肪酸衍生物类柔软剂更佳，耐久性也更好。 

5.4 增加纺织品的耐磨性和抗起毛起球性 
选择具有较好耐磨性能的材料，如涤纶、尼龙等合成纤维，

同时，考虑纤维的物理性质，如拉伸、弯曲与剪切的物理特性，
以及纤维的形态尺寸，例如纤维的长度、厚度、横截面的形式等。
通过改变纱线的捻度、表面光洁度、强力、抗弯性及耐磨性来提
高织物的耐磨性，紧密的织物结构能够提高纺织品的耐磨性能，
纱线的质量对纺织品的耐磨性能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面料的后
整理工艺中加入面料抗起毛起球剂，这类整理剂能够增加纱线间
的摩擦系数，改善面料起毛起球现象，并同时赋予面料柔软的手
感。氨酯整理，这些方法能在纤维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纤
维的游移，增大表面摩擦力，从而达到抗起毛起球效果，对面料
进行烧毛、剪毛、刷毛、热定型处理等物理处理，以改善其耐磨
性和抗起毛起球性 [5]。 

结语 
纺织品的功能性检测及其应用是纺织工程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它涉及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技术。
随着社会对纺织品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功能性纺织品的研发和应
用将持续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未来，我们期待看到
更多创新性的功能性纺织品被开发出来，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
活品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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