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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抗病毒纺织品的产品研发、测试方法;指出了纺织品抗病毒性能与抗菌性能及防病毒性能之间的不

同。分析发现,抗病毒纺织品相关研究不少,但对于纺织品抗病毒机理研究较少涉及;专利产品很多,但都缺乏抗病毒性

能的验证,且相对于国外抗病毒纺织品的研究,国内缺乏相应的产品标准及检测方法标准。建议完善抗病毒纺织品的产

品标准,以规范行业并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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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一场因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

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抗

击疫情的过程中,一方面有关病毒等传染病防治知识

得到普及,另一方面环保、健康意识更深入人心。由于

病毒在体外可以存活,通过介质传播,人们也非常关心

病毒的存活特征。表1列举了文献中包括冠状病毒在

内的一些动物传染病毒在物体表面等介质中的存活特

征[1-2]。
表1 一些病毒在不同介质不同环境下的存活特征

物质表面 病毒种类 菌株 温度 接种浓度 存活时间

木 材 SARS-COV P9 室温 105 5d
金 属 SARS-COV P9 室温 105 4d

棉质布料 SARS-COV GVU6109 室温 106 24h
纸 SARS-COV P9 室温 105 4~5d

玻 璃 HCOV 229E 21℃ 103 5d
塑 料 MERS-COV HCOV-EMC/2012 20℃ 105 2d
PVC SARS-COV 229E 21℃ 103 5d

一次性外罩 SARS-COV GVU6109 室温 106 2d
乳胶手套 HCOV 229E 21℃ 103 <8h

  由表1可知,在一些物质表面,病毒在合适的条件

下可存活长达5d。正因如此,人们非常注意外出时衣

物等是否会沾染病毒,对防病毒、抗病毒衣物购买需求

也相应增加。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商家在口罩、防护服

等常规装备之外,还推出了抗病毒面料制备的衣物,如
抗病毒夹克、抗病毒T恤等。进入网上商城,输入抗病

毒面料,此类商品不胜枚举。在商业领域如此炒作“抗

病毒面料”概念的状况下,本文综述了抗病毒纺织品的

测试标准以及相关产品的研究现状,以期为消费者正

确选择此类产品提供参考,也为抗病毒纺织品的进一

步研发提供帮助。

1 抗病毒面料的研发现状

在分析抗病毒面料时,首先要区别面料的抗病毒

性能与抗菌性能。细菌是完整的细胞形态微生物,如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而病毒是由遗传物质

核酸DNA或RNA与蛋白质构成的非细胞形态微生

物,其结构包括由核酸构成的核心(基因组)和包围着

核心的衣壳(蛋白质)。有些病毒,如冠状病毒,在衣壳

外还覆盖着一层嵌合了蛋白质或糖蛋白的类脂双层

膜,称为包膜。细菌可以自行分裂繁殖,而病毒要通过

在特定的活生物(即宿主)细胞内复制进行繁殖。在宿

主细胞外,病毒能以无生命活动的生物大分子状态存

在,并长期保持活性;遇到宿主细胞,则通过吸附、侵入

和脱壳、生物合成释放子代病毒进行寄生生活[3-4]。
因为细菌与病毒的结构与传播方式有根本区别,所以

面料的抗菌性能与抗病毒性能不能相同而论。
其次要区别抗病毒面料与防病毒面料。防病毒面

料仅限于在一定条件下阻隔病毒与人体的直接接触,
并不影响病毒侵染宿主的能力,其主要测试项目是阻

隔病原体及微生物的穿透性能[5-6]。抗病毒面料要具

有一定抑制或破坏病毒活性的作用以减小病毒传播危

害。本文对抗菌纺织品及防病毒纺织品并未进行归纳

说明,而只介绍抗病毒纺织品的研究现状。
早于2004年,王渊等[7]测试了 WXP整理剂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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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活乙肝病毒、SARS病毒的效果,试验结果表明,该
整理剂可以破坏或灭活乙肝病毒HBsAg表面抗原,其
灭活SARS病毒的效率达到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标

准。同时用经 WXP整理剂(乳液)处理后的毛巾织物

(整理剂有效浓度为0.5%)作相同试验,结果表明整理

后的毛巾织物同样具有抑制/灭活病毒的功能。文献

中采用的方法是依据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

版2.2.2.10.7项的技术要求设计试验,以病毒感染

宿主细胞TICD50对数值评估 WXP试样灭活SARS病

毒效率,并对试验过程及结果做了详细记录。
秦益民[8]研究了Cupron铜基抗菌纤维抗菌、抗病

毒性能,并对 HIV病毒做了研究,达到合格标准。龚

承元等[9]研究荷电材料,结果表明对SARS病毒的模

拟病毒大肠杆菌噬菌体f2的去除率达到了相关技术

要求,且荷电防病毒口罩的抗病毒效果比普通市售口

罩高3~4个数量级。

YoungnamSeo[10]研究了利用淫羊藿提取液对苎

麻织物进行染色,并阐述了染色后的苎麻织物有抗病

毒的作用。但其并未做相关抗病毒式验,只是从淫羊

藿具有抗病毒性能推论而来。也有学者[11-12]研究了

甲壳素及改性壳聚糖对某些病毒的抑制作用。不过这

类研究并没有进行具体的抗病毒试验。
此外,国内有关抗病毒纺织品多以专利形式发表,

表2对一些专利进行了汇总[13-19]。

表2 一些有关抗病毒纺织品专利汇总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作者 发表时间

一种抗病毒抗菌单向导湿面料 CN210100899U 何金根 2020-02-21
一种板蓝根针织童装面料 CN209915097U 甄丽 2020-01-10
一种抗病毒石墨烯面料 CN108274832A 刘志忠 2018-07-13

一种具有抗病毒防霾复合功能口罩 CN206314625U 刘汉鹏 2017-07-11
一种含有石榴皮纤维混纺面料的制作工艺 CN104988641A 冯伟民 2015-10-21

抗病毒及防护健康口罩 CN204653857U 曾伟民,鲍进跃 2015-09-23
一种具有抑菌抗病毒防霉除臭保健功能的羽绒制品 CN2646172 陈良,高德康 2004-10-06

  此类专利的主权项有关于纺织品结构、工艺、材质

及整理剂等,在专利中只是阐述其专利产品具有抗病

毒功能,不涉及相关验证试验,也无相关抗病毒测试方

法描述。在甲型 H1N1流感病毒在全球肆虐之时,日
本春山服装公司推出了一款“防流感”西服套装,西服

的面料上涂有化学物质二氧化钛,它在见光后会自行

分解并杀死可能存在的流感病毒,而且衣服在多次洗

涤后也保留该性能[20]。

2 抗病毒纺织品的测试方法

国际上有关纺织品抗病毒测试的正式标准起源于

2014年8月ISO正式发布的《纺织品抗病毒活性的测

试》,现行标准为ISO18184-2019[21]。该标准的发布

标志着国际上功能纺织品检测技术及评价体系的研究

和发展有了新的进展,功能纺织品步入了抗病毒的新

时代。

ISO18184规定了纺织品(包括梭织和针织面料,
纤维,纱线等)抗病毒性能的测试方法。在此标准中,2
种病毒用于研究,一种是包膜病毒,流感病毒,人体感

染该病毒后可导致呼吸道疾病;一种是非包膜病毒,猫
杯状病毒,人体感染该病毒后可导致肠胃疾病。该标

准的原理为:将病毒接种到测试标本中,在规定的时间

后,对剩余的传染性病毒进行计数,并通过常用对数比

较抗病毒产品测试样本和参考样本之间的比率来计算

减少率,从而确定测试标本的抗病毒性能。一般用

TICD50方法量化传染性病毒的滴度,也可用噬斑测定

的方法。检测机构可依据自身条件选择2种方法的一

种。
而我国并没有现行的抗病毒纺织品的检测标准,

一般是参考TICD50方法进行测试。该方法是通过计

算各组接种病毒标本的TCID50滴度,最终测出病毒灭

活效果。该方法对不能耐受干燥的病毒特别适用,且
是目前使用最多的一种病毒测试方法[22]。

3 结语

综述并分析了有关抗病毒纺织品的产品开发及检

测方法。研究发现,相对于抗菌纺织品,我国抗病毒纺

织品研究不少,但对纺织材料抗病毒的机理研究较少。
在ISO18184标准发布以后,英国直接发布等同标准

BSISO18184-2019用于纺织品抗病毒性能检测,日
本JTETC机构宣布可进行抗病毒整理的纺织产品认

证[23],而国内至今并没有推出相关纺织品抗病毒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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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标准。因此建议,在抗病毒纺织品需求激增的

背景下,中国应抓住机遇尽快发布抗病毒纺织品检测

标准及产品标准,规范行业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快速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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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andProspectofAntiviralTex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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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productdevelopmentandtestingmethodsofantiviraltextileswereintroduced.Thedifferencesbetweentheantiviral

property,antibacterialpropertyandanti-viruspropertyoftextileswerepointedout.Theanalysisfoundthatthereweremanyrelated

researchesonantiviraltextiles,buttheresearchontheantiviralmechanismoftextileswaslessinvolved.Thereweremanypatented

products,buttherewasnoverificationexperimentonantiviralperformance.Comparedwithforeignresearchonantiviraltextiles,rel-

evantproductstandardsandtestingmethodstandardswerelackinginChina.Itwassuggestedthattheproductstandardsofantiviral

textilescouldbeimproved,toregulatethedevelopmentofantiviraltextiles.

Keywords:antiviral;textile;determination;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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