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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织物的舒适性 

 
舒适性是人体对织物的生理感觉，往往以人体对织物的不适感为评价。 
涉及织物的透通性、热湿舒适性、刺痒作用、静电及湿冷刺激等具体内容。 
前两项一般属热湿舒适性范畴；后两项属接触舒适性。 
 

第一节  织物的透通性 

织物的透通性是反映织物对“粒子”导通传递的性能，粒子包括气体、湿汽、液体、甚至光子、

电子等。因为人体对环境的舒适感取决于气、热、湿能量、质量的交换及其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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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 人体 － 织物 － 环境的相互作用 

 

一、织物的透气性 

1．织物透气性涵义 
气体分子通过织物的性能称为织物的透气性，是织物透通性中最基本的性能。 
 

2．织物透气性表征方法 
织物的透气性常以透气率 Bp 来表示，它是指织物两边维持一定压力差 p 条件下，在单位时间

内通过织物单位面积的空气量，mL/(cm2·s)，本质上是气体的流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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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 织物透气仪原理图 

 

3．影响织物透气性的因素 
（1）织物结构的影响 

平纹< 斜纹 < 缎纹 < 多孔组织 
织物经后整理，一般透气性降低 

 
（2）纤维性质的影响 

纤维的回潮率对透气性有明显影响。如毛织物随回潮率的增加，透气性显著下降 
大多数异形纤维织物比圆形截面纤维织物具有较好的透气性 
纤维表面形状和截面形态，会因形态的阻挡物和比表面积的增加，导致气流流动的阻力的增大 

故纤维越短，刚性越大，产品毛羽的概率越大，形成的阻挡和通道变化越多，故透气性越小。 

 

（3）环境条件的影响 
当温度一定时，织物透气量随空气相对湿度（RH）的增加而呈下降趋势。 
在相对湿度一定时，织物透气量随环境温度升高下降。 

当温度和相对湿度不变时，织物两面的气压差p的变化，会影响实测的流量，而且是非线性的。 

二、织物的透湿汽性 

1．透湿汽性涵义 
 

2．透湿汽性的测量 
（1）吸湿法 
 
（2）蒸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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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 蒸发法测量原理示意图 

 
3．影响透湿汽性的因素 
（1）织物结构与组成的影响 

水汽通过织物传递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水汽通过织物中微孔的扩散； 
二是纤维自身吸湿，并在水汽压较低的一侧逸出； 
三是大量的水汽分子会产生凝露，而通过毛细管作用扩展并在水汽压低的产生较多的蒸发。 
 

（2）大气条件 
空气相对湿度增加时，织物对人体的蒸发散热阻力增加，织物透湿性降低。 
环境气候(或风速)对织物热湿传递性影响很大，风速大时，服装织物的隔热值随风速增加而降

低，透湿性则随风速增加而增大，表明气流速度增加有利于服装织物的传热和传湿。 
 

三、织物的透水性 

1．织物的透水性涵义 
液态水从织物一面渗透到另一面的性能，称为织物的透水性。 
 

2．织物透水性的测量方法     
(1) 静压法和动压法 

静压法是在织物的一侧施加静水压，测量在此静压下的出水量、或出水点时间；或在一定出水

量时的静水压值。 
动压法则是在试样的一面施以等速增加的水压 p = p(t)，直到另一面被水渗透而显出一定数量水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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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 水压和喷淋法原理示意图 

(2) 喷淋法 
 

(3) 浸液法 
 

(4) 接触角法 
 

3．影响织物透水性的因素     
（1）纤维表面的浸润性 

当纤维的接触角θ< 90°时，纤维集合体材料是一个导水材料，结构紧密只会导致更多的毛细

孔，而芯吸导水。当纤维θ> 90°时，纤维集合体具有防水特征。 

（2）织物的涂层 
通过在织物表面涂一层不透水、不溶于水的连续薄膜层，则可降低织物的透水性。 

（3）环境条件 
 

四、织物的透光性 

1．织物透光性的涵义 
 

2．织物透光性的测量 
 

3．织物透光性的影响因素 
（1）织物结构 

 

（2）纤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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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织物的热湿舒适性 

一、织物热湿舒适性内涵 
织物的热湿舒适性是指织物在人体与环境的热湿传递间维持和调节人体体温稳定，微环境湿度

适宜的性能。 

1．决定热湿舒适感觉的因素 
人体 — 织物 — 环境三者间所形成的微气候  

2．热湿舒适感的环境条件 
一般认为人体在衣服内温度32±l℃，相对湿度50％±10％，气流速度25±l5 cm/s的范围内感

到舒适。织物就是维持这一状态、进行热湿传递、调节的。 

二、织物热湿舒适性的评价 

1．物理指标评价法 
（1）热舒适性物理指标 

 
（2）湿舒适性物理指标 

 
（3）热湿综合评价指标 

 

2．微气候参数评价 
 

3．暖体假人法 
 

4．生理学评价方法 

5．心理学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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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5 热湿舒适区及 Ws 与 Ts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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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织物热湿舒适性因素 
 

四、织物热湿舒适性的应用 

1．夏季服装面料的选择 
 

2．冬季面料的选择 
 

第三节 织物的刺痒作用 

织物的刺痒作用是人们穿着使用中常遇的不适感受。 

一、织物刺痒性及产生机制 

1．基本定义 
刺痒感一般是指织物表面毛羽对皮肤的刺扎疼痛和轻扎、刮拉、摩擦的“痒”之综合感觉，而

且往往以“痒”为主。 

2．刺痒产生机制 
 

 
图 19-6 织物表面毛羽刺扎皮肤示意图 

 

二、影响织物刺痒性的因素  

1．纤维性状 
 

2. 毛羽数量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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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7 织物表面毛羽形态 

3．织物和纱线结构 

三、刺痒感的测量方法 

1．刺痒感评价 
  

 
图 19-8 刺痒感前臂实验示意图 

2．织物表面毛羽的评价 
这是针对主要刺痒源性能的评价，有纤维针法、薄膜法、点数毛羽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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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9 刺痒感前臂实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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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刺痒感的消除方法 
其一，去除或减少毛羽，如烧毛、剪毛处理；或反之，增长毛羽并使毛羽倒伏，如拉毛、梳毛

和压烫等处理。 
其二，纤维的柔软化，如碱液、氨处理、砂洗和酶处理，使纤维柔软、变细或原纤化，也可以

改变纤维聚集态结构，尤其是结晶度，或降低纤维的粗细和头端效应。 
其三，纤维变细，选择较细的纤维进行纺织加工或纤维的细化。 
 
 

第四节  织物的静电与湿冷刺激 

一、静电刺激 

1．现象及起因解释 
当人们穿着化纤织物并处于较为干燥的环境中，会发现在脱卸衣服时或与其他物体或人接触

时，会产生放电现象，引发生理不适、神经紧张，甚至感受电击疼痛。尤其在北方秋、冬季干燥气

候时，这种刺激不仅频繁，而且程度剧烈。这种作用被称为静电放电或电击刺激，简称静电刺激。 
  

2．静电刺激评价 
 

3．影响因素 
由静电刺激的起因可知，最主要的因素来自于三方面： 
一是纤维材料本身是否是高比电阻（>109Ω）的绝缘材料，即纤维是否能导电、散逸电荷； 

二是穿着中的织物的摩擦和相互作用程度，即产生电荷的外在作用； 

三是使用的环境条件，即产生电荷有否可能沿织物或向外部散逸。 

 

二、湿冷刺激 

1．现象及起因解释 
    当人体皮肤触及高含湿、或有凝露的织物时，会感觉到湿冷，这尤其在冬季穿着吸湿性好的织

物，或高运动量出汗后，接触潮湿的织物，以及尿湿和尿布。这种感觉尽管发生在身体的局部，但

会使人感到明显地不适、肌肉紧缩、甚至寒战，是典型的湿冷刺激反应。 

 

2．湿冷刺激评价 
 

3．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