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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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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羽绒制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品质羽绒制品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判定规则、使用说明、包装、运

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以羽绒为主要填充物生产的，含绒量90%以上或绒子含量80%以上的羽绒制品，羽绒

原料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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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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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335.1  服装号型 男子 

GB/T 1335.2  服装号型 女子 

GB/T 3923.1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GB/T 5296.4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 

GB/T 5453  纺织品 织物透气性的测定  

GB/T 6529  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629－2017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 10288  羽绒羽毛检验方法 

GB/T 11048  纺织品 生理舒适性 稳态条件下热阻和湿阻的测定(蒸发热板法) 

GB/T 14272  羽绒服装 

GB/T 17685  羽绒羽毛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 21294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8492  钮扣通用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 铜质类 

GB 31701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GB/T 31907-2015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5454  钮扣通用技术要求 

FZ/T 73053  针织羽绒服装 

FZ/T 80002  服装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QB/T 1193  羽绒羽毛被 

QB/T 1195  羽绒羽毛睡袋 

QB/T 2171  金属拉链 

QB/T 2172  注塑拉链 

QB/T 2173  尼龙拉链 

SN/T 3255  水洗羽绒羽毛中烷基苯酚类及烷基苯酚聚氧乙烯醚类化合物的测定 

TB/T CFDIA002  羽绒净绒含量及绒朵数的检验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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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IA 003  胶水羽绒评估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7685、GB/T 11048、T/CFDIA 003和TB/T CFDIA002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均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体内穿上衣  base ensemble upwears 

测试待测上装时，作为配套服装一起穿在假体身上的基准内衣。 

3.2  

服装热阻（Rf）  thermal insulation of garments 

服装热阻Rf是指所测试样的热阻。 

Rf=假体外壳与所穿服装系统的总热阻Rt-标准内衣热阻Rb-仪器空体热阻R0 

3.3  

粉尘  dust 

粉尘是指羽绒羽毛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损伤、断裂而形成的超短绒丝、羽丝等粉末状混合物。 

4 要求 

4.1 总则 

主要包括原料要求、羽绒填充物、羽绒制品外观质量和理化性能指标。 

4.2 纽扣 

应符合GB/T 35454、GB/T 28492等标准的规定。 

4.3 拉链 

应符合QB/T 2171、QB/T 2172、QB/T 2173等标准的规定。 

4.4 羽绒填充物 

4.4.1 填充物不允许使用胶水羽绒； 

4.4.2 羽绒填充物的绒子含量与净绒之差、（绒丝+羽丝）含量、粉尘含量、鹅毛绒含量、蓬松度、

气味、耗氧量及浊度及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等指标符合表 1规定； 

4.4.3 羽绒填充物其他指标符合相应产品标准一等品的规定。 

4.5 羽绒制品外观质量 

应符合GB/T 14272、FZ/T 73053、QB/T 1193或QB/T 1195等产品标准一等品的要求。 

4.6 羽绒制品理化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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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绒制品理化性能按表2规定，其他理化指标要求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一等品的要求。 

表1 高品质羽绒填充物的技术要求 

标称 

含绒量

(％) 

≥ 

标称 

绒子

含量 

(％) 

≥ 

含绒量/

绒子含

量允差

（%） 

≤ 

绒子含

量与净

绒之差 

(％) 

≤ 

绒丝+羽

丝 

(％) 

≤ 

粉尘含

量 

（%） 

≤ 

鹅毛绒

含量
a
 

（%） 

≥ 

蓬松度(cm) 

≥ 
气味 

（级） 

耗氧量 

(mg/100g) 

≥ 

浊度 

(mm) 

≥ 

烷基酚聚

氧乙烯醚
b
 

(mg/kg) 

≤ 鸭 鹅 

90 80.0 -3.0 10.0 10.0 2.0 85 15.0 16.0 1 4.8 800 

100.0 
95 85.0 -3.0 10.0 10.0 2.0 90 16.0 17.0 1 4.8 800 

 90.0 -3.0 8.0 8.0 1.5 90 16.5 17.5 1 4.8 800 

 95.0 -3.0 5.0 5.0 1.0 90 17.0 18.0 1 4.8 800 

注a：标称“鹅毛/鹅绒”的样品须符合“鹅毛绒含量”要求，标称“鸭毛/鸭绒”的样品，不需考核。 

注b：烷基酚聚氧乙烯醚包括OPEO和NPEO，平均聚合度n=9。 

表2 高品质羽绒制品理化性能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防钻绒性/根 ≤10 

透气率/（mm/s） 

羽绒服(里料、胆料) ≥1 

羽绒服（面料） ≤10 

羽绒被、睡袋 ≥5 

缝子纰裂程度
a
（cm） ≤0.4 

接缝强力
b
（N） 

面料 ≥140 

里料 ≥80 

拉链耐用度 试验后无掉牙、无错牙、无损坏、无生锈、脱落、掉漆、变色等。 

洗后外观
a，c
 

面料 

不允许出现破损、明显变形，变色、沾色不低于 4 级，复合、喷涂、

印花以及绣花面料不能起泡、脱落，无明显起皱，起毛球,表面部

位不能有明显水渍；绣花部位不允许明显起皱或明显松弛；贴花部

位不允许脱开。 

里料 不允许外露。 

缝制部位 
缝制部位不允许脱缝，明显起皱；包缝线不允许脱落；缝纫线不允

许脱开。 

附件 不允许出现变形、破损、脱落和锈蚀。 

注a：羽绒被不考核缝子纰裂程度、接缝强力和洗后外观。 

注b：单位面积质量≤52g/m
2
不考核接缝强力。 

注c：洗后外观不允许其他明显影响服用性能或整体外观的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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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羽绒服热阻和推荐使用温度 

若有需要，保暖级别、热阻及推荐使用温度按表3规定。 

表3 羽绒服热阻与推荐使用温度要求 

保暖级别（级） 热阻（clo）≥ 推荐使用温度（℃） 

5 2.5 -25 

4 2.2 -15 

3 2.0 -10 

2 1.8 -5 

1 1.6 0 

5 试验方法 

5.1 净绒含量 

按TB/T CFDIA002规定执行。 

绒子含量与净绒含量之差按式（1）进行计算，用%表示。 
 

 绒子含量与净绒子含量之差 = 绒子含量 － 净绒含量 ........................................... (1) 

5.2 羽绒蓬松度 

按GB/T 10288规定执行。 

其中试样准备过程中，蒸汽发生器的喷头距前处理箱纱网10cm～15cm处，将蒸汽吹入前处理箱。

每面吹15s，四面共吹60s，直到羽绒完全吹湿；吹风机距前处理箱纱网1cm～2cm，吹干样品，每面至

少吹30s，四面共吹2min以上，直到羽绒完全吹干。 

5.3 羽绒浊度 

按GB/T 10288规定执行，采用目测法。 

5.4 羽绒气味 

按GB/T 14272、FZ/T 73053和QB/T 1193等相应产品标准规定执行。 

5.5 胶水羽绒评估 

按附录A规定执行。 

5.6 羽绒粉尘含量 

按附录B规定执行。 

5.7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按SN/T 3255规定执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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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羽绒制品防钻绒性能 

按附录C规定执行。 

5.9 透气率 

按GB/T 5453规定，其中压降100Pa，试验面积20cm
2
。 

5.10 缝子纰裂程度 

按GB/T 21294规定，取样部位按表4规定执行。 

表4 缝口纰裂程度取样部位 

取样部位名称 取样部位规定 

羽绒服 

袖窿缝 后袖窿弯处 

摆缝 袖窿处向下 10cm 

下裆缝 下裆缝上三分之一为中心 

羽绒睡袋 
侧缝 侧缝上 1/3 为中心 

底部 底部中间位置 

5.11 接缝强力 

按GB/T 3923.1规定测试，每个样品上同一缝迹型式剪取3块，试样宽度50mm±0.5mm，试样长度应

能满足隔距长度，接缝位于试样中间部位。 

5.12 拉链耐用性 

选取拉链长度20cm，以20次/min的频率进行测试，开、合记作1次，测试500次。 

5.13 洗后外观 

洗后外观洗涤方法按GB/T 8629－2017中的4G程序洗涤，明示“手洗”的产品按4H程序洗涤，干燥

方式按程序A。经一次洗涤、干燥后，结合表2进行评价。 

5.14 羽绒服热阻和推荐使用温度 

按附录D规定测试。 

5.15 纽扣 

按GB/T 35454、GB/T 28492规定执行。 

5.16 拉链 

按QB/T 2171、QB/T 2172和QB/T 2173规定执行。 

5.17 表 1 中其他羽绒填充物 

表1中其他羽绒填充物检验项目按GB/T 10288规定执行。 

5.18 其他羽绒制品理化性能 

其他羽绒制品理化性能按GB/T 14272、FZ/T 73053和QB/T 1193等相应产品标准规定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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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判定规则 

4.2～4.6所列检测项目中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其他检测项目按相应产品标准的

判定规定执行。 

7 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使用说明是交付产品的组成部分。产品使用说明内容按 GB/T 5296.4，GB 18401，GB 31701 及相

应的产品标准规定执行，宜标注蓬松度和推荐使用温度。 

7.2 羽绒服装的包装要求按 FZ/T 80002 执行，其它的羽绒制品应每条（套）用包装袋或盒独立包装。

如供需双方对产品另有要求，可按合同或协议要求执行。 

7.3 产品包装件运输时，应防潮、防破损、防污染。 

7.4 产品贮存应防潮，防霉、防强光照射和防重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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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胶水羽绒评估方法 

A.1 试样处理 

A.1.1 试样的抽样方式、抽样数量、抽样要求、试验用大气条件、样品调湿及留样均按相应产品标准

的规定执行。 

A.1.2 匀样和缩样：按GB/T 14272标准规定的方法将样品进行匀样并缩样至40g。 

A.1.3 各检验项目所需试样数量应符合表A.1规定。 

表A.1 各检验项目所需试样数量 

检验项目 单份试样质量/g 试样份数 

羽绒外观形态 5.0±0.1 2 

显微镜下的形态特征 ≥0.1 2 

含绒量
1
 按 GB/T 14272 规定 

绒子含量
1 

按 GB/T 10288，QB/T 1193，QB/T 1195 等标准规定 

净绒含量 ≤2 3（2 份用于检验，1 份备用） 

注1：表中“含绒量”、“绒子含量”均为样品标称值。 

A.2 检验过程 

A.2.1 检验工具  

A.2.1.1 显微镜，放大倍数≥100X； 

A.2.1.2 分析天平，精确感量为0.0001g； 

A.2.1.3 可用于盛放和称量样品或残留物的容器，如烧杯、玻璃皿等。 

A.2.1.4 混样箱，长（150cm～200cm）×宽（80cm～100cm），深度（20cm～30cm），底面离地面高度

（55cm～65cm），用木质或不锈钢等抗静电材质制成； 

A.2.1.5 分拣箱，顶部为透明，箱内应保证充足的照明，易于操作； 

A.2.1.6 镊子。 

A.2.2 羽绒外观形态 

A.2.2.1 人员要求 

本项目须由从事羽绒检验5年及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操作。 

A.2.2.2 外观形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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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A.1.3定混取5.0g±0.1g试样，散放在试验台上，仔细观察试样中的羽绒形态和外观，绒形是否

清晰，绒核是否明显，是否有明显的绒丝/羽丝/陆禽羽丝粘合在一起或缠绕在绒朵上。 

A.2.2.3 粘结性 

将样品散放到试验台上，观察试样是否存在相互粘结、呈棉絮状或成坨成簇的现象；将存在该现

象的绒样取出，用手轻轻拍打，看其是否可以被拍散；不能被拍散的绒样，用手进行分离，观察其粘

结度。 

A.2.2.4 “蚕茧式”羽绒 

采用四角对分法取0.1g±0.01g样品，通过镊子小心地将绒核上缠绕的绒丝/羽丝/陆禽羽丝拆开，

或用热水浸泡后用镊子抖动绒核，将其散开在水中；如果将一朵打结/缠绕的羽绒分散成一个绒子和较

多绒丝、羽丝、粉尘等，需进行拍照，并记录打结/缠绕的朵数，“蚕茧式”羽绒拆开前后对比示例，

见图A.1。 

当“蚕茧式”羽绒朵数达到20朵及以上，可停止检验，并记录胶水羽绒朵数为“≥20朵”。 

  

图A.1  “蚕茧式”羽绒拆开前照片（左）和“蚕茧式”羽绒拆开后照片（右） 

A.2.2.5 蓬松性与回弹性 

将2.2.2试样全部收拢在手中，用力握拳，停留5秒钟，然后松开，通过羽绒蓬开的速度及还原效

果等，观察样品是否蓬松，回弹性是否与正常羽绒不同。 

A.2.3 绒子含量与净绒含量之差 

     绒子含量与净绒含量之差按式（A.1）进行计算，用%表示。 
 

 绒子含量与净绒子含量之差 = 绒子含量 － 净绒含量 ....................................... (A.1) 

A.2.4 显微镜下的形态特征 

采用净绒含量检测后的样品进行显微镜下的形态特征测试，样品重量应大于0.1g（精确到

0.0001g）。 

用镊子夹取单个绒朵，放置在显微镜载玻片上，逐朵进行观察，胶水羽绒呈现不均匀的胶状影像。

正常羽绒和胶水羽绒在显微镜下呈现的形态对比示例，见图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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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正常羽绒（左）和胶水羽绒（右） 

对以上胶状影像进行拍照，对产生该影像的绒朵样品计数。当带有胶状物的绒朵达到20朵及以上，

可停止检验，并记录胶水羽绒朵数为“≥20朵”。用同样方法对第二份试样进行检验，以两份试样的平

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A.3 结果评估 

在评估过程中应记录每个项目的检测结果，并根据表A.2进行结果评估。 

表A.2 胶水羽绒评估方式 

羽绒外观形态
1
 

显微镜下的形态特征
2
 

（0.1g 试样中胶水羽绒的朵数） 

绒子含量与净绒含

量之差
3
 

评估结果 

羽绒分布不均匀； 

绒形较乱，绒核不明显，绒丝、羽丝、陆禽

羽丝、粉尘较多，有打结/缠绕的羽绒；  

蓬松性差，回弹性差；  

粘结严重； 

≥20 朵 ≥12.0% 

若有两项及以上

记为“Y”，则评

估 为 “ 胶 水 羽

绒”。 

 

注1：试样具有羽绒外观形态中的两项及以上特征，记为“Y”。 

注2：显微镜下的形态特征中，0.1g试样中胶水羽绒的朵数≥20 朵，记为“Y”。 

注3：绒子含量与净绒含量之差≥12.0%，记为“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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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羽绒羽毛粉尘含量测试方法 

B.1 仪器和设备 

B.1.1 羽绒粉尘测试仪，出风口内径(20.0±0.5)mm，最大风速（9±1）m/s，风机功率650W；下实验

仓箱体尺寸为长度（300±2）mm，宽度（300±2）mm，高度（300±2）mm，下底部圆弧结构；下出尘口

面积（250±2）mm×（250±2）mm，尼龙网面，目数200目；上实验仓遮尘口面积（560±5）mm×（60

0±5）mm，尼龙网面，目数400目。 

B.1.2 混样箱，长（150cm～200cm）×宽（80cm～100cm），深度（20cm～30cm），底面离地面高度（5

5cm～65cm），用木质或不锈钢等抗静电材质制成； 

B.1.3 分析天平，精确度0.0001g； 

B.1.4 可用于盛放和称量试样的容器，如烧杯等； 

B.1.5 可用于收集粉尘的刷子或大羽毛； 

B.1.6 海绵锤。 

B.2 抽样及试样处理 

试样的抽样方式、抽样数量、抽样要求、匀样和缩样按GB/T 10288的规定执行。调湿用大气条件按

GB/T 6529规定执行，样品需平衡调湿24h及以上。 

B.3 检验过程 

B.3.1 试样数量 

试样份数3份，单份试样质量为（5.0±0.1)g以上，其中2份用于检验，1份备用。 

B.3.2 试样制备 

对用于检验的2份试样分别称重，记录初始质量，精确到0.0001g。 

B.3.3 粉尘含量检验 

B.3.3.1 在测试前，将粉尘测试仪的上实验仓箱和下实验仓箱清理干净，然后将检验试样置于下实验

仓箱内，盖上网盖，关闭仓门，设置吹风时间200s，静止时间15s，按启动按钮。 

B.3.3.2 当仪器停止后，隔尘板下降，静止1至2min后打开仓门，把漂浮在隔尘板和仓箱壁上的杂物清

除掉，关上仓门，用海绵锤拍打上实验仓箱顶部，使粘附在上遮尘口的粉尘自然掉落在隔尘板上，然后

用大毛片轻轻地把上实验仓遮尘网上未掉落的粉尘扫落下来，静止1至2min，用刷子或大羽毛把隔尘板

上的粉尘和粘附在上实验仓箱壁上的粉尘一并收集在烧杯里，进行称重（MF），精确到0.000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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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3 按同样的方法对第二份试样进行检验。 

B.3.4 计算方法 

按式（B.1）计算粉尘含量，计算结果用%表示，按GB/T 8170修约至小数点后一位。 

    100）%粉尘含量（ ×=
M

M F  ........................................................(B.1) 

式中： 
MF —— 粉尘质量，单位为克（g）； 

M ——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B.3.5 结果 

最终结果取两个试样的平均值，按GB/T 8170修约至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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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羽绒羽毛制品防钻绒试验方法 摩擦法 

C.1 原理 

从羽绒制品上裁取一定尺寸的试样，把试样安装在仪器上，经过挤压、揉搓和摩擦等作用，通过计

数从试样袋内部所钻出的羽毛、羽绒和绒丝、羽丝根数来评价织物的防钻绒性能。 

C.2 设备、用具和材料 

C.2.1 摩擦测试仪 

摩擦测试仪：通过两个夹板固定试样，其中一个夹板安装在一个活动单元上，使两个夹板之间的距

离可调；另一个夹板与驱动轮相连，当驱动轮旋转时，该夹板呈椭圆形轨迹运行；夹板尺寸为180 mm×80 

mm，两夹具间的距离为0～60mm，驱动轮转速（135±1）r/min。 

C.2.2 塑料袋 

包裹试样袋的塑料袋由厚度为（25±5）μm低密度聚乙烯构成，表面光滑，无褶。其尺寸为（300±10）

mm×（280±10）mm。 

C.2.3 天平 

精度为0.01g。 

C.2.4 镊子 

C.2.5 缝纫线、缝纫针 

缝纫线的规格、性能应与面料相适应。缝纫针采用9号圆头针。 

C.2.6 封口用电热枪、胶棒、白乳胶 

电热枪通电加热2min左右，使胶棒熔化，然后加压使胶体从枪口喷出，达到粘封目的。 

注：其他能避免缝线处钻绒的粘封方法均可使用，例如：白乳胶。 

C.3 试样的调湿和制备 

C.3.1 按GB/T 6529的规定的标准大气，调湿时间至少4h。 

C.3.2 在羽绒制品上缝制2个试样，直向、横向各取1个试样。优先取平整的部位，取样部位应选取能

涵盖最多缝迹的部位进行取样。使用9号圆头针、针密为（12针～14针）/3cm，在试样上直接缝制有效

尺寸为（200±5）mm×（180±5）mm的试样，保持原制品的面、里料结构状态，起针、落针应回针0.5

cm～1cm，且要回在原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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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 在距离试样长边至少20mm，距离试样短边至少10cm的部位，用剪刀小心地裁剪试样，形成一个

尺寸为240mm×200mm的试样，并确保有效尺寸为180mm×200mm（见图1）。裁剪后，将四边缝线外的填充

料清理干净，用粘封液将四边与实验室缝线处粘封，以防试样在过程中羽毛、羽绒和绒丝从缝线处钻出，

影响试验结果。其中，样品原缝线不做粘封处理。  

 

图C.1 试样示意图 

C.4 试样洗涤和干燥程序 

如需测试和评价羽绒制品洗涤后的防钻绒性能，按GB/T 8629-2017中的4G程序洗涤，明示“手洗”

的产品按4H程序洗涤，干燥方式按程序A。在试验报告中注明洗涤、干燥程序和洗涤次数。 

C.5 试验过程 

C.5.1 将试验仪器和缝制时残留在待测试试样袋外表面的羽毛、羽绒和绒丝、羽丝等清除干净。 

C.5.2 将试样袋放置在按图1钻有4个固定孔的塑料袋中，然后将塑料袋固定在两个夹具上，使试样袋

沿长度方向折叠于两个夹具之间。 

注：试样袋用于收集从试样中完全钻出的填充物，每次试样应使用新的塑料袋。 

C.5.3 根据羽绒制品的主体单位面积充绒量调整隔距，参照表C.1。 

表C.1 隔距参数选择 

羽绒制品主体单位面积充绒量（g/m
2
） 隔距/mm 

≤80 8 

81～120 12 

121～150 14 

151～180 16 

181～21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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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续) 

羽绒制品主体单位面积充绒量（g/m
2
） 隔距/mm 

211～250 20 

251～300 23 

301～360 26 

＞360 30 

 

C.5.4 使用GB/T 31907-2015《服装测试方法》测量羽绒制品的主体面积，然后换算成单位面积充绒量

（g/m2），修约到整数。其羽绒制品的主体面积的计算公式见式（C.1）、式（C.2）和式（C.3）。 

 羽绒服主体面积 = 2×衣长×胸围 + 4×袖长×袖肥 ................... (C.1) 

 羽绒裤主体面积 = 2×腰围×裤长 ........................... (C.2) 

 羽绒被主体面积 = 长×宽 ............................... (C.3) 

C.5.5 预置计数器转数为2700次，启动按钮，驱动轮开始转动。 

C.5.6 当满数自停后，将试样从塑料袋里拿出来，计数塑料袋里羽毛、羽绒、绒丝和羽丝的根数，并

将试样放在合适的光源下，计数钻出试样表面大于2mm的羽毛、羽绒、绒丝和羽丝的根数。将以上两次

计数的羽毛、羽绒、羽丝和绒丝根数相加，即为一只试样袋的试验结果。若两次计数的羽毛、羽绒、绒

丝和羽丝根数大于70，则终止计数。 

注：用镊子将所计数到的羽毛、羽绒、绒丝和羽丝逐根夹下，以免重复计数。 

C.5.7 重复C.5.1～C.5.6试过程，直至所有样品测试完成。 

C.6 试验结果的计算 

分别计算两个方向试样钻绒根数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整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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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热阻测试方法 

D.1 原理 

将躯干暖体置于环境稳定的气候室内，给暖体穿上待测的单件上装或组合上装（外套类试样需内着

基准内穿上衣测试），模拟人体穿衣状态下人体-服装-环境之间的热交换过程，采用暖体外壳表面温度

与环境温度之间的温差及维持暖体温度恒定所需要的单位面积供热量计算暖体与服装系统的总热阻。总

热阻Rt的计算公式为： 

 ( )
h

STT
R aS
t

×−
=  ...................................................................(D.1) 

式中： 
Rt—总热阻，㎡.K/W； 

Ts—假体皮肤表面温度的平均值，℃； 

Ta—环境温度的平均值，℃； 

S —测试板总面积，㎡；             

H —稳态传热中测试板输出的平均热功率，W。 

当外套类服装试样内着标准内衣进行组合测试时，所测服装热阻Rf为： 

 )R+(R-R=R 0btf  ..................................................................(D.2) 

式中： 
Rt—总热阻，㎡.K/W； 

Rb—基准内穿上衣热阻，㎡.K/W； 

R0—空体热阻，即暖体不穿任何试样时测得的热阻，㎡.K/W。 

若将待测上装直接穿在暖体上（无基准内穿上衣）测试时，则上装热阻Rf为： 

 0tf R-R=R  ........................................................................(D.3) 

D.2 设备、材料技术要求 

D.2.1 仪器技术要求 

D.2.1.1 上装热阻仪宜包括模拟人体的暖体、空间温度测试系统、控制器和数据处理几部分。暖体身

高、胸围、腰围、臀围等主要尺寸及几何造型应符合GB/T 1335.1和GB/T 1335.2服装号型标准体要求，

男子宜选用170/92A号型暖体，女子宜选用160/84A号型暖体。 

D.2.1.2 暖体外壳温度可加热并恒定至35℃±0.5℃。暖体表面降温/升温平均速率控制范围（0.5～

1）℃/min，热功率与时间曲线的时间响应速率≤5s，暖体供热功率的测量偏差≤2%。 

D.2.1.3 服装保温仪测试系统应由实验区、保护区和空间区组成，各区域单独测体表和内壳温度，并

分别进行体表温控，温度响应时间≤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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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4 测试区应至少划分为前测试区和后测试区2个测试区，每个测试区面积≥625 cm
2
。考虑到上

装热阻的不均匀性，每个测试区至少分为2个区域，分别进行温度测量和控制。热护区位于测试区周边，

最小宽度≥试样最大厚度的两倍，以保证供给试验区的电热量只能通过试验区法向的试样散失。测试区

和热护区温度测量范围≥（0～50）℃；温度显示分辨力≤0.01℃；表面温度差异≤0.5℃。 

D.2.1.5 空间区位于暖体周边，至少配置4个空间温度传感器，分别位于前身测试区的右上方和左下方、

后背测试区的右下方和左上方，每个空间温度传感器空间高度宜放在距测试区各边缘四分之一处，且与

暖体的距离能够在（10～50）cm范围内可调整。空间区温度传感器的测量范围≥（-30～50）℃，温度

显示分辨力≤0.1℃。  

D.2.1.6 应定期（每个月或测试结果异常时）对测试仪进行校验，在相同测试条件下，对同一样品进

行3次试验，3次试验热阻结果值的变异系数应不大于10%。 

 

 

图D.1a  正视图                     图D.1b  侧视图 
 

说明： 
1- 空间区罩架        2- 前上热护区   

3- 后上空间温度传感器      4- 前测试区   

5- 前下空间温度传感器      6- 空间区   

7- 前下热护区           8- 前上空间温度传感器  

9- 后下空间温度传感器     10-后上热护区   

11- 后测试区                        12-后下热护区   

图D.1 躯干暖体和空间区结构示意图 

D.2.2 环境仓技术要求 

D.2.2.1 环境仓的有效空间至少为（2×2×2）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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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2.2 在假体周围0.5m的范围内，环境仓可调节温度范围-20～20℃，相对湿度可调节范围20～80%

（5～20℃），在上述范围的任一温度、相对湿度下，测试过程中温度允差±2℃、湿度允差±4%（温度

低于0℃时，湿度不作要求）、风速不大于0.3m/s。 

D.2.2.3 按上装试样用途及预计穿着环境条件，参考表D.1选定所需气候室温、湿度。 

表D.1 推荐选用的环境条件 

服装 

种类 

上装组合热阻 中国 1 月份实际使用环境 推荐气候室环境温湿度 

clo m
2
·k/w 温度/℃ 相对湿度/% 温度/℃ 相对湿度/% 

低温环境的

保暖服、厚羽

绒服等 

5.4～4.3 
0.837～

0.665 
-30≤T≤-10 

47%的城市湿度在 40~60%，其中

64%的城市湿度在 50~60% 
-20±2 - 

51%的城市湿度 >60%，其中

62.5%的城市湿度在 65~75% 

羽绒服、厚棉

衣等 
4.3～3.2 

0.665～

0.493 
-10<T≤0 

64%的城市湿度在 40~60%，其中

82%的城市湿度在 50~60% 
-5±2 - 

棉衣、毛呢大

衣、薄羽绒服

等 

3.2～2.1 
0.493～

0.321 
0<T≤10 

94%的城市湿度>60%，其中 70%

的城市湿度在 75~85% 5±2 80±4 

茄克衫、风

衣、西服等 

2.1～

0.96 

0.321～

0.149 
10<T<20 

97%的城市湿度>60%，其中 78%

的城市湿度在 70~80% 
12±2 75±4 

保暖内衣 <0.96 <0.149 恒温恒湿实验室 20±2 65±4 

D.2.3 基准内穿上衣 

D.2.3.1 贴身穿着的单衣类试样，不需要另着基准内穿上衣，可直接将待测单衣穿在暖体上测试。 

D.2.3.2 外套类试样，根据服装类型选择合适的基准内穿上衣，表D.2的基准内穿上衣已被证明对测试

是合适的，也可选择其他由实验室确认过合适的基准内在上衣，或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基准内穿上衣。 

表D.2 推荐选用的基准内穿上衣及参数 

服装种类 推荐基准内穿上衣 

冬季外套： 

棉衣、羽绒服、毛呢大衣等 
棉针织衫+羊毛衫 

其他： 

茄克衫、风衣、西服等 
棉针织衫 

注：供需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基准内穿上衣。 

D.2.3.3 推荐选用的标准内衣及主要参数： 

——棉针织衫：圆机编织，小圆领，下摆罗纹收紧，100%棉，平方米质量（228.5±0.5） g/m
2
，

厚度（0.81±0.05）mm。标准大气条件下克罗值0.33±0.05。 

——羊毛衫：横机编织，小圆领，下摆罗纹收紧，100%羊毛30S/2，平方米质量（318.5±0.5）g/m
2
，

厚度（1.20±0.05）mm。标准大气条件下克罗值0.38±0.05。  

D.3 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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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 试样预调湿处理：同种上衣随机抽取1件进行实验，将试样摊开或悬挂于GB/T 6529 规定的标准

大气环境平衡24 h以上。 

D.3.2 环境设定和预调控：参考表D.1设定的气候室环境参数，也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测试环境条件。 

D.3.3 调整4个空间温度传感器至暖体的距离均为20cm。 

D.3.4 上装热阻测试仪预热及空体试验：开启上装热阻测试仪，设置相关测试参数，如暖体的外壳温

度（设定为35℃）、平衡时间（一般设定为30min以上，具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参数设定）和测试时间（设

定为30min），仪器预热、平衡后进行空体试验，记录测量时段的Ts、Ta、H值，并计算空体热阻R0。若设

定的测试环境温度≤10℃，将基准内穿上衣穿在暖体上预热。 

D.3.5 试样测试：将基准内穿上衣和上装试样依次迅速由上至下套在暖体上，整理暖体外着的衣服，

拉上拉链/扣上扣子，用夹子夹住袖口。开启测试按钮，仪器和服装传热系统经历过设定的非稳态传热

时段（即平衡时间），再经历测试时间（如30 min）后，结束测试，并根据测量时段的Ts、Ta、H值计算

显示暖体及其外穿的所有上衣（基准内穿上衣、试样）的总热阻Rt。 

注：一般试样传热系统非稳态传热时段可设定为30min，具体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非稳态传热时间，保证仪器进入 

稳态传热阶段后开始测试。 

D.3.6 脱下试样，再重新穿上，按步骤D.3.5重复测试一次。 

D.4 结果与表示 

D.4.1 热阻 

根据热阻的计算公式计算组合服装的总热阻Rt、穿着标准内衣的热阻Rb。则所测服装热阻Rf为： 

 
0btf R-R-R=R  ................................................................... (D.4) 

式中： 

Rt—组合服装总热阻，㎡.K/W； 

Rb—标准内衣时热阻，㎡.K/W。 

R0—空体热阻，㎡.K/W。 

以两次测试的上装热阻的算术平均值为待测上装热阻的试验结果，如果两次测试结果相对偏差超过

15%，应加测一次（如果3次测试结果变异系数超过10%，建议按D.2.1.6对仪器进行校验），取3次测试

结果的平均值。热阻计算结果按GB/T 8170规定保留到小数点后3位。 

注：若无采用服装内着标准内衣组合方式测试时，则服装热阻的计算公式为Rf=Rt-R0。 

D.4.2 克罗值 

克罗值=6.451×服装热阻 

克罗值结果按GB/T 8170规定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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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步骤
	试样预调湿处理：同种上衣随机抽取1件进行实验，将试样摊开或悬挂于GB/T 6529 规定的标准大气环境平衡24 h以上。
	环境设定和预调控：参考表D.1设定的气候室环境参数，也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测试环境条件。
	调整4个空间温度传感器至暖体的距离均为20cm。
	上装热阻测试仪预热及空体试验：开启上装热阻测试仪，设置相关测试参数，如暖体的外壳温度（设定为35℃）、平衡时间（一般设定为30min以上，具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参数设定）和测试时间（设定为30min），仪器预热、平衡后进行空体试验，记录测量时段的Ts、Ta、H值，并计算空体热阻R0。若设定的测试环境温度≤10℃，将基准内穿上衣穿在暖体上预热。
	试样测试：将基准内穿上衣和上装试样依次迅速由上至下套在暖体上，整理暖体外着的衣服，拉上拉链/扣上扣子，用夹子夹住袖口。开启测试按钮，仪器和服装传热系统经历过设定的非稳态传热时段（即平衡时间），再经历测试时间（如30 min）后，结束测试，并根据测量时段的Ts、Ta、H值计算显示暖体及其外穿的所有上衣（基准内穿上衣、试样）的总热阻Rt。
	脱下试样，再重新穿上，按步骤D.3.5重复测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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