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言

近年来，针织内衣市场新产

品层出不穷，所使用的原料种类

更是多种多样，而据专家调查显

示，在2003年冬天，消费者对保

暖内衣市场的需求动向之一，即

是呼唤中低档产品，被调查者中

有12%的人表示将选50元/套以

下的，有57%的人表示将选51~

150/套元之间的[1]。在这其中，传

统棉针织内衣以及以棉为主的

普通内衣以其天然的柔软、吸

湿、且温暖感、耐碱性、易洗涤

等服用特性，价格适中仍受到

大多数消费者的喜爱。同时从

市场细分角度来看，各内衣生产

企业应避免产品趋同，针对不同

的需求，生产不同特色的内衣产

品，将传统内衣产品做精做好仍

然很有必要。

经过对市场上多种棉针织内

衣面料的详细测试及分析，发现

组织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一组面料

其舒适性有较大差别，这说明其

编织参数的选择缺乏合理性，因

此本文根据服装人体工学对内衣

的舒适性要求[2]，对于合理的组

织及工艺参数的选择，使棉针织

内衣在柔软性、延伸性、厚度适

中、保暖性、透气性等方面达到

综合最佳的状态给出了一些建议。

2 测试及分析

选取几组市场上典型的以棉

为主的针织内衣面料，对其克

重、密度、厚度等结构参数进行

测试，并分别测试其透气率、保

暖率、悬垂系数、一次横向伸长

率及一次拉伸弹性回复率等指

标。试样的原料、组织及结构参

数见表 1，面料的各种性能测试

数据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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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中选取了几组组织结构相近的棉针织内衣面料，对其工艺参数及与舒适性有关的性能

进行了测试，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的棉针织内衣面料要达到舒适所应采取的适当工艺参数及组织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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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测试方法

厚度测试按GB/T 3820-1997标

准测试，在厚度仪上完成，压脚

面积2 000 mm2，压力50 cN，加压

时间10 s。悬垂性按FZ/T 01045-

1986标准测试，由于测试条件限

制，以悬垂系数取代硬度仪的弯

曲长度指标测试，借此比较织物

的柔软性。拉伸性能根据针织

物拉伸弹性回复试验标准 Z B W

60001-89中定负荷法测试，定负荷

4.9 N，拉伸速度50 mm/s，测试其

一次拉伸横向伸长率及一次弹性

回复率。保暖率根据GB/T 11408-

1989，在 YG（B）606D型保暖仪

上测试。透气率按GB/T 5453-1997

在 YG（B）461D型数字式织物透

气量仪上测试。

2.2 测试结果分析

1#和2#为同一组结构相类似

的织物，同为空气层夹涤丝的织

物，经过测试发现，如果所选择

的工艺不同，则织物的性能相差

很大。1#织物的涤纶丝a以衬纬方

式夹入，组织结构为绗缝（见编

织图 1），2#织物的涤纶丝b以集

圈方式织入，两面空气层以集圈

相连（见编织图2）。

1#织物与2#织物相比，纱支

相同，但由于1#编织密度大，厚

度较厚，易使着装者的外形臃

肿，悬垂性也较差，柔软度降低，

织物手感板结。1#织物的横向延

伸率远低于2#、3#、4#、5#织物，根

据人体工学研究，膝部及肘部弯

曲时，皮肤扩张率在 35%~45%左

右，因此内衣尤其内裤应选用延

伸率大且接近这一延伸率的织

物，会使穿着者感觉舒适，因此

2#织物的延伸性更好。1#织物在

厚度大于2#的情况下，其保暖率

却低于2#，其透气率也低于2#。由

于内衣处于外衣之内，较少空气

流动，透气率高既能提高舒适性

又不会降低保暖性。2#织物的透

气率高，除了由于织物密度低

外，织物两面以集圈相连，形成

花纹孔眼有直通气孔，也加强了

透气。2#织物的涤纶丝 b以衬垫

的方式编入织物，也是横向延伸

性提高的原因之一，同时避免了

衬纬式涤纶丝在延伸后的滞留。

总之，2#织物虽比 1#薄，平方米

克重比1#低很多，却有更高的保

暖率、延伸性、透气率和柔软性。

因此空气层织物在编织时应注意

选择适当低一些的密度及合适的

结构，以提高性价比。

3#和4#也是一组结构近似的

织物，3#为菱形花纹的绗缝式空

气层织物，但不夹丝，其绗缝线

圈的数量在一个完全花纹循环内

占40%，花纹线圈分布较为分散。

4 # 织物也为不夹丝的空气层织

物，但两面以集圈相连，花纹分

布较集中，集圈线圈数量占 20%

左右（见图3）。

从测试结果看，3#虽比4#厚

度厚但保暖率却低于4#，根据对

其体积质量的计算，也相差不

多，3#为0.231 6 g/cm3，4#为0.247 6

g/cm3。 因此，初步判定为3#织物

其绗缝线圈分布过多过分散，导

致里外两层空气层区域减小变

薄。此外可以看到3#的绗缝线圈

及分布方式也影响了其延伸性，

并导致回弹性下降，其延伸性甚

至低于普通棉毛组织。在穿着

时，虽然增加了花纹效果，但作

为内裤穿着时会使穿着者在膝部

有捆绑、牵制感。

5#和6#织物都是棉毛组织，6#

织物中氨纶丝在下针上以一隔一

的平针编入，其克重略大于5#织

物，保暖率却低于普通棉毛，这

是由于氨纶的织入加大了织物的

紧密度(5#织物体积质量为0.247 4

g/cm3，6#织物体积质量为0.300 5

g/cm3)，织物透气率降低内存空

气减少。同时氨纶的浮线式加入

对延伸性的提高也不大。因此，

要想使普通棉毛织物舒适性提

高，氨纶丝最好以添纱方式织

入，同时也要降低织物的密度以

提高其膨松度。值得注意的是，

此类织物在制作成衣时，往往会

比普通的（如棉毛组织）棉针织

内衣在板型上减少横向放量，因

此在穿着时，织物处于拉伸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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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这时织物厚度下降，保暖性

会进一步降低，同时由于贴紧皮

肤，空气层厚度为零，保暖性方

面更不占优势。

3 结论

从上面三组棉针织面料的测

试及分析结果来看，生产棉针织

内衣应针对不同目标顾客选择不

同的织物组织及参数，甚至在款

式及尺寸制作上也应改进。

a. 三重空气层织物在市场

上已出现多年，但由于其比4~5层

保暖织物的厚度小及柔软性更

好，保暖性比普通棉毛织物好，

价格便宜，仍然很有销路。2#夹

丝空气层织物更适合那些注重保

暖和舒适，要求产品价格适中的

中老年消费群体，应选择密度略

低的编织参数避免手感板结、紧

密而导致内存空气层减少，使保

暖率下降；在组织结构方面建议

夹丝以衬垫方式织入，里外两面

的联结以集圈方式相连，可使延

伸性和透气率增加。板型上应选

择开发一些 B型或 C型适于胖体

的型号；

b. 在设计以集圈连接里外

层的双面和三层织物时，连接的

集圈数量不可过多过于分散，以

达到延伸性与保暖性兼顾的效果；

c. 加氨纶的单、双面织物

更适合着裙装消费者穿着，这类

织物穿着时贴身有弹性，但贴皮

肤穿着时皮肤与面料的空气层厚

度为零，体内热量通过传导散失

会增加，保暖性更小[2]，同时贴身

穿着也限制了服装内气流的对

流。国外研究资料也进一步证实

了这一结论：随着弹性纤维量的

增加，线圈长度几乎不变，但圈

距和圈高值均减小，且织物更加

紧密，质量和厚度增加，但织物

的透气性下降，起球性下降，纬

斜减少[3]。因此一方面可以考虑

使添加氨纶的棉织物降低编织密

度，使用膨松度大的组织结构，

以增加其保暖性；另一方面可对

低弹性的棉针织内衣面料，在制

作内衣时，尝试恢复加大放量到

普通棉毛内衣尺寸，以降低传导

热散失及增加人体活动时面料与

皮肤的滑移量。

d. 中国针织工业协会理事

长王智在对2003年的保暖内衣市

场发表评论时指出[4]，保暖率仅

能评价保暖衣的绝对值高低，只

有用定量化的单位克重保暖率才

能反映产品的轻而暖。因此在原

料一经选定之后，织物的组织结

构和结构参数的选择对产品相对

保暖率有很大影响，在这方面值

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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