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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汗状态下薄型针织物湿舒适性的模糊综合评价

陈莉 黄故 张健飞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学院 天津  

摘  要  为了使用简便易行的测试方法 对针织物的湿舒适性实现全面 !客观评价 首先根据织物的湿传递机制 

选取吸湿速度常数 !透湿率 !透气率 !干燥率 项指标对微汗状态下薄型针织物的湿舒适性进行测试 然后通过建

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利用加权平均型综合评判函数对测试后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其中 权重系数采用客

观法离差最大化法进行确定 计算过程采用 编程语句自动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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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物的湿舒适性是决定服装穿着舒适程度的一

项重要性能 ∀对于针织物而言 由于其具有良好的

吸湿透气性能 通常用作内衣和 ×恤等贴身服装 因

此湿舒适性是评价针织物舒适性能的重要指标 ∀一

直以来 由于在这方面的考核缺乏统一的标准 各厂

的测试方法不一 因此 如何能全面 !客观地评价织

物的湿舒适性成为研究的热点 ∀

由于穿着要求的复杂性 织物湿舒适性测试仪

器昂贵 测试环境要求苛刻 这并不适合一般工厂或

实验室操作 ∀本文旨在采用简便 !易于实施的测试

方法 运用数学手段对织物的湿舒适性实现全面客

观地评价 ∀根据织物的湿传递机制 选取影响针织

物湿舒适性的主要指标进行测试 之后建立模糊综

合评价模型 采用离差最大化法确定权重系数 最

后 利用加权平均型综合评判函数对其湿舒适性进

行综合评价 整个计算过程采用 语言实现数

据运算 ∀

1  实验部分

111  测试内容及方法
根据织物的湿传递机制 织物的湿舒适性包括



对气态水和液态水的吸收 !传导和释放 织物的吸湿

性和透气性与织物的湿传递性能关系密切≈ ∀文献

≈提出用 项测试指标吸湿速度常数 !透湿率 !透

气性 !润湿时间 !导湿综合指标 !干燥率对织物的湿

舒适性进行全面测试 ∀在 ≤∏°对影响

针织物湿舒适性因素的研究中指出 衣内微气候的

干燥时间与针织物的透气性有关≈ ∀本文根据微汗

状态下薄型针织物的穿着特点 选取的主要指标包

括吸湿速度常数 !透湿率 !透气率 !干燥率 ∀吸湿速

度常数参照文献≈进行测试 ∀透湿率参照 Π×

 ) 透湿杯法进行测试 ∀透气率参照 Π×

 ) 采用 ≠型织物中低压透气量仪进

行测试 ∀干燥率参照文献≈进行测试 ∀

112  织物试样参数

对不同组织结构的织物试样进行测试 织物的

结构参数见表  纱线线密度为¬≅  均采用果

胶酶 ≥∏诺维信公司进行前处理 ∀
表 1  织物试样结构参数

Ταβ .1  Στρυχτυρε παραµετερσ οφ κνιττεδ φαβριχ

编

号

织物

组织
纱线成分

横密Π纵行数#



纵密Π横列

数#

厚度Π



面密度Π

#

 平针 棕棉   1 

 珠地 棕棉   1 

 芝麻点 棕棉Π亚麻   1 

 平针 绿棉   1 

 添纱
绿棉Π
≤¬

  1 

 芝麻点 绿棉Π亚麻   1 

 纵条 绿棉   1 

113  测试结果
织物试样的湿舒适性测试结果见表  ∀可以看

出 
的吸湿速度最大 

 和 
 的吸湿速度较小 

从透湿率看 
和 

的较大 而 
的较小 从透气

率看 
和 

的较大 
的较小 从干燥率看 

和


的最好 ∀

表 2  织物湿舒适性测试结果

Ταβ .2  Τεστινγ ρεσυλτσ οφ ωετ χοµφορτ οφ φαβριχσ

编号
吸湿速度

常数 ΚΠ

透湿率Π

##   

透气率Π

#

干燥率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由表 可见 不同织物试样的湿舒适性指标测

试结果不同 各测试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织物的

湿舒适性能 因此采用单一指标对织物的湿舒适性

进行评价 结果分散 评价效果不全面 需要对其进

行综合评价 ∀

2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由于对服装和织物质量的评价是一个模糊 !广

泛的心理过程 因此 在对织物湿舒适性的指标进行

综合评价时 需要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 ∀其中 在对

样本进行综合评判前 需要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对权

重系数的确定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 类 ∀主

观法是由专家对各属性的主观重视程度进行赋权的

方法 客观法是单纯利用指标的客观信息来确定权

重的方法 ∀本文采用客观法确定权重系数 计算过

程使用 语言完成 ∀

211  模糊综合评价模块
图 为所构建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块 ∀

图   模糊综合评价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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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原始数据的输入
设 ν个样本的论域为 Ξ  Ξ Ξ , Ξι , 

Ξν ∀其中 Ξι   Ξι Ξι , Ξιϕ , Ξιµ  ι    

, ν ϕ   , µ 即有 µ 个测试指标 由此构成

原始数据阵 Ξ
≈ ∀

表 中 样本数 ν 为  测试指标数 µ 为  设

Ξι为吸湿速度常数 Ξι为透湿率 Ξι为透气率 Ξι

为干燥率 则原始矩阵为

Ξ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13  数据规格化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不同 数量级也有差异 如果

对原始数据直接进行分析计算 就可能突出或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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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某些数量级特别大或特别小的指标的作用 为

了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不同 需对原始数据矩阵进

行规格化处理 一般采用的方法有标准差规格化 !极

差规格化 !均值规格化≈等 ∀本文采用极差规格化 

算法如下 

ψιϕ 
ξιϕ  Ξϕ



Ξϕ
¬

 Ξϕ




规格化数据矩阵为

Ψ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14  权重系数的确定
文中采用离差最大化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系

数 其算法为

ωϕ  Ε
ν

ι  
Ε
ν

κ 

Ζιϕ  Ζκϕ  Ε
µ

ϕ 
Ε
ν

ι  
Ε
ν

κ 

Ζιϕ  Ζκϕ 



式中 ωϕ为第ϕ个指标的权重 Ζιϕ  ψιϕ Ε
ν

ι  

ψιϕ ι 

  , ν ϕ    , µ ∀由于 Ε
µ

ϕ 

ωϕ   所以 ωϕ

属于归一化权向量≈ ∀

对上述实验数据求解 权重系数 ω为

ω  1  1  1  1 

215  综合评判函数
常用的几种综合评判函数有加权平均型 !几何

平均型 !单因素决定型 !主因素突出型≈
与归一化

权向量对应的评判函数为前 项 即加权平均型和

几何平均型 本文任选其中 项 采用加权平均型综

合评判函数 其算法为

φ ξ ξ , ξµ  Ε
µ

ϕ 

ωϕξϕ 

  表 中织物湿舒适性的综合评判函数值为

φ  1  1  1  1  

1  1  1 

根据综合评判结果 不同织物湿舒适性能的综合评

价排序为 

 


 


 


 


 


 

 ∀

3  结  语

选取针织物的湿舒适性指标 通过建立模糊综

合评价模型 采用离差最大化法客观地确定权重系

数 利用加权平均型综合评判函数 能够对针织物湿

舒适性进行客观地综合评价 ∀由于选用的测试方法

简便 !易行 不需要昂贵的实验设备和苛刻的实验环

境 可行性较强 因此 此方法对生产实践和实验研

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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