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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１０９２：１９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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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与ＩＳＯ１１０９２：１９９３的主要差异如下：

１．标准名称省略“（蒸发热板法）”；

２．增加术语“克罗值”、“热导率”；

３．将ＩＳＯ１１０９２中的仪器作为Ａ型仪器，并增加了另一种热护环及底板（见图３）及相关内容；

４．增加了Ｂ型仪器———静态平板法（见５．２）以及Ｂ型仪器的重复性、再现性（见８．２）；

５．范围中增加了Ａ和Ｂ两种仪器的适用情况的说明；

６．增加了７．１．１、７．３．１和７．４．２的注；

７．在第７章的有关计算中增加了“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８．增加透湿指数、透湿率、克罗值及热导率的计算（见７．５）；

９．增加了附录Ｃ“仪器的校准”。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１０４８—１９８９《纺织品保温性能的测定》。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１０４８—１９８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１．标准名称中不再使用术语“保温性能”一词，改用术语“热阻和湿阻”；

２．扩大了适用范围；

３．增加了湿阻测定的内容；

４．规定可以采用两种仪器：Ａ型仪器———蒸发热板法，Ｂ型仪器———静态平板法；

５．恒温温度由３６℃改为３５℃；

６．试验环境空气由基本静止（风速小于０．１ｍ／ｓ）改为恒定气流１ｍ／ｓ；

７．以热阻和湿阻为主要指标，并增加透湿指数、透湿率、热导率指标，取消保温率指标；

８．取消以间歇式加热为基础的试验程序和计算公式，只给出定义性公式；

９．增加以标准样校准仪器的程序；

１０．取消原方法Ｂ———管式保温仪法；

１１．增加结果的重复性、再现性一章（见第８章）。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和附录Ｃ均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分委会（ＳＡＣ／ＴＣ２０９／ＳＣ１）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纺织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３Ｍ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踏石贸易有限公

司、温州大荣纺织仪器有限公司、莱州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宝军、任鹤宁、葛癑、潘进、郝长振、邱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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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第一个有关纺织品服装舒适性方面的试验方法标准。

与生理舒适性相关的纺织材料的物理性能包括热和湿传递的复杂结合，每一个过程都可能单独发

生，也有可能同时发生，并具有时间依赖性，而且应考虑稳态和非稳态的情况。

热阻是辐射、传导、对流的热传递作用相结合的最终结果，它的值取决于其中每一个值对热传递的

贡献。虽然热阻是纺织材料的一个固有的特性，但由于受诸如与周围环境辐射热传递等因素的相互影

响，它的测定值会随着试验环境的不同而变化。

有多种方法可以用来测定织物的热湿的性能，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都与其他的方法有所不同，其结

果取决于所设定的条件。

本标准中所描述的受保护的散发湿气的热板（通常把其称作“皮肤模型”）是用来模拟贴近人体皮肤

发生的热和湿的传递过程。测定包含一个或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在多种环境条件下单独或同时发生，

还包括温度、相对湿度、气流速度的复合，在气态或液态环境下进行测定。因此用标准所述仪器测定传

递性能能够在稳态和非稳态状态下模拟由不同的穿着和不同的环境所产生的状态，在本标准中仅仅采

用了标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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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生理舒适性

稳态条件下热阻和湿阻的测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稳态条件下热阻和湿阻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纺织制品以及制作这些制品的纺织织物、薄膜、涂层、泡沫、皮革以及复合材料。

本标准测定技术的应用受到热阻和湿阻最大测定范围的影响，这两个最大值取决于所用仪器的尺

寸和结构性能（例如，适用于本标准的仪器热阻和湿阻测定范围分别至少为 ２ ｍ２·Ｋ／Ｗ和

７００ｍ２·Ｐａ／Ｗ）。

在本标准中所采用的试验环境不代表特定的舒适性条件，也没有给出舒适性的性能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Ａ、Ｂ两种类型的测试仪器。测定热阻和湿阻或仅测定其中之一时优先采用Ａ型仪

器（蒸发热板法仪器），在仅需测定热阻时也可以采用Ｂ型仪器（静态平板法仪器）。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热阻　狋犺犲狉犿犪犾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犚犮狋

试样两面的温差与垂直通过试样的单位面积热流量之比。该干热流量可能由传导、对流、辐射中的

一种或多种形式传递。

热阻犚ｃｔ以平方米开尔文每瓦（ｍ
２·Ｋ／Ｗ）为单位，它表示纺织品处于稳定的温度梯度的条件下，通

过规定面积的干热流量。

２．２

湿阻　狑犪狋犲狉狏犪狆狅狌狉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犚犲狋

试样两面的水蒸气压力差与垂直通过试样的单位面积蒸发热流量之比。蒸发热流量可能由扩散和

对流的一种或多种形式传递。

湿阻犚ｅｔ以平方米帕斯卡每瓦（ｍ
２·Ｐａ／Ｗ）为单位，它表示纺织品处于稳定的水蒸气压力梯度的条

件下，通过一定面积的蒸发热流量。

２．３

透湿指数　狑犪狋犲狉狏犪狆狅狌狉狆犲狉犿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犱犲狓

犻犿狋

热阻与湿阻的比值。由式（１）计算：

犻ｍｔ＝犛·犚ｃｔ／犚ｅｔ …………………………（１）

　　式中：犛＝６０Ｐａ／Ｋ。

犻ｍｔ无量纲，其值介于０和１之间。犻ｍｔ＝０意味着材料完全不透湿，有极大的湿阻；犻ｍｔ＝１意味着材

料与同样厚度的空气层具有相同的热阻和湿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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