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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服在服用和洗涤过程中,由于不断经受摩擦,织物表面会发生起毛起球现象。这不仅使校服外观恶化,降

低校服的服用性能,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还会影响穿着舒适度。通过讨论织物起毛起球机理、校服起毛起球性能的相关

标准要求和检测方法,分析了校服起毛起球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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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服被形象地称为中小学生的“第二层皮肤”,其
质量关系学生的健康成长,承担着学生身份识别与教

育管理等重要功能,因此其服用性能和质量标准至关

重要[1]。校服在实际穿着和洗涤过程中因织物表面不

断经受来自外界和自身的摩擦,会出现起毛起球现象。

起毛起球不仅影响校服外观和手感,降低校服的服用

性能,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还会影响穿着舒适度,降低

中小学生对校服管理的服从性。因此研究校服起毛起

球现象的相关标准和检测方法,分析起毛起球影响因

素,找到改进的方法,有助于保证校服质量。

1 校服起毛起球机理

织物的起毛起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各种校服,

采用不同的织物,如夏天的T恤多用含棉量高的针织

面料,冬天的校服则用涤棉混纺的织物较多。在实际

穿着、洗涤等过程中,面料或里料不断地与外界摩擦,

如与桌子、书包、洗衣机内壁、内穿的衣服等接触,产生

牵拉力和摩擦力,当这些牵拉力和摩擦力大于纤维之

间互相的摩擦力、纤维间的抱合力,及纤维的断裂强力

时,织物表面纤维末梢就会被牵、带、钩、挂拔出,形成

环状和绒毛,或被磨断露出纤维端,在校服表面、里层

呈现许多毛茸,就是起毛;如果这些纤维端毛茸的断裂

强力大于继续摩擦中所受到的牵拉力,就不能及时断

裂掉落,会互相缠绕,反复牵拉和弯曲而纠缠一起,结

成球状小颗粒,就是起球。再经或长或短时间的穿着

洗涤后,因织物继续受到牵拉摩擦,连接毛球的纤维会

因反复拉伸弯曲疲劳而断裂,最终毛球脱落,起球减

少。此后断裂的纤维毛茸还会在使用中继续被抽拔拉

出并再次形成纤维球[2-3]。

2 影响校服起毛起球的因素

校服所使用的原材料,面料、里料和辅料等的纤维

种类、纱线的捻度及股数、织物结构、染色抗皱后整理

工艺等都会影响校服的起毛起球性能。

2.1 纤维种类的影响

一般的天然纤维织物,如用棉纤维、毛纤维、桑蚕

丝织成的面料,因其单纤维耐重复弯曲疲劳强度、断裂

强力和耐磨性能相对低一些,在纤维突出织物外层形

成毛茸后,容易被拉断,不等互相纠缠成球状就被断裂

掉落了,因此较少纠缠形成球;有的即使纠缠形成了

球,织物表面的纤维球也较容易脱落,纤维球总量会较

少。
各种合成纤维的纯纺或混纺校服织物,如锦纶、涤

纶、腈纶、涤棉混纺等纤维织成的面料,因其单纤维耐

重复弯曲疲劳强度、断裂强力和耐磨性能相对高一些,
在纤维突出织物表面形成毛茸后,不容易被磨断掉落,
较容易形成比较明显的毛球,形成的毛球也不容易掉

落,会长期附着在织物表面,特别是衣服的领口、袖口、
下摆等部位。

2.2 纱线的捻度、股数等结构的影响

(1)纺纱时,工艺设计的线密度大,纱线密实,纤维

间包裹紧密,纱线表面毛茸密度小,起毛就少。

·92·     2020年第9期             测试分析




(2)经过精梳工艺的精纺纱线,因其所用纤维较

长,短纤维被梳掉,纤维排列较为顺直,与普梳纱线相

比,起毛起球性能较好。
(3)纱线工艺设计的捻度较大时,纤维间缠绕紧

密,纱线表面毛茸密度小,起毛起球较少。而膨体纱或

花式捻纱线,因其纤维间结构较松散,纱线表面毛茸

多,容易起毛起球。
(4)纱线密度相同时,股线因经过了二次加捻,其

起毛起球性能比单股纱好。

2.3 织物结构的影响

(1)平纹组织织物因其纱线浮线较短,相互间交织

点多,不易被勾,其起毛起球性能比斜纹组织好,斜纹

组织比缎纹组织好。针织物则是双罗纹织物比单面织

物好,单面织物比提花织物好。
(2)在织物紧度相同时,织物密度大,单位面积里

纱线根数多,因纱线更紧密,其起毛起球性能更好。

2.4 染色抗皱等后整理工艺的影响

(1)为改善织物性能,后整理时会选择进行树脂整

理、硬挺整理或热定型处理,经过处理的织物,其起毛

起球性能较好。
(2)织物经过烧毛、剪毛、柔软或增水整理后,其布

面更平整光滑,起毛起球性能更好。

3 国家标准对校服起毛起球性能的要求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制定了多项国家标准,对校服

质量 提 出 了 要 求。校 服 安 全 与 质 量 应 符 合 GB/T
31888-2015《中小学生校服》、GB/T23328-2009《机
织学生服》和GB/T22854-2009《针织学生服》产品标

准的要求。同时还要满足国家强制性标准GB18401
-2010《国 家 纺 织 产 品 基 本 安 全 技 术 规 范》和 GB
31701《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等国家

标准的要求[4-8]。

以上标准中,对校服起毛起球性能的要求为:
(1)GB/T31888-2015《中小学生校服》规定,校

服面料起球级别要求大于等于3-5级。
(2)GB/T23328-2009《机织学生服》规定,机织

学生服的质量等级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优

等品及一等品起毛起球允许程度要求大于等于4级,

合格品要求大于等于3级,其中,磨毛、起绒类产品不

考核起毛起球。

(3)GB/T22854-2009《针织学生服》规定,针织

学生服的质量等级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优

等品起球级数要求大于等于4级,一等品起球级数要

求大于等于3-5级,合格品起球级数要求大于等于3
级。

4 起毛起球的检测方法

按照GB/T31888-2015《中小学生校服》、GB/T
23328-2009《机织学生服》和GB/T22854-2009《针
织学生服》的规定,校服织物起毛起球的测定方法为圆

轨迹法和起球箱法[9-10]。3个产品标准规定的测试方

法和参数略有不同。

GB/T31888-2015《中小学生校服》规定,机织类

和针织类校服起毛起球的测定按照 GB/T4802.1-
2008《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定 第一部分:圆
轨迹法》的方法E执行[11],毛针织类校服起毛起球的

测定按照GB/T4802.3《纺织品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

测定第3部分:起球箱法》执行[12],精梳产品翻动14
400r,粗梳产品翻动7200r。

GB/T23328-2009《机织学生服》规定,起毛起球

测试方法按照GB/T4802.1-2008《纺织品织物起毛

起球性能的测定第一部分:圆轨迹法》规定执行,试样

与精梳毛织品起球样照、粗梳毛织品起球样照对比评

级。

GB/T22854-2009《针织学生服》规定,校服起球

试验按照GB/T4802.1-2008《纺织品织物起毛起球

性能的测定第1部分:圆轨迹法》的规定执行,其中压

力为780cN,起毛次数0次,起球次数600次,评级按

GSB16-1523-2002《针织物起毛起球样照》评定[13]。

5 抗起毛起球的措施

优化改进各项影响起毛起球性能的因素都可以改

善校服织物的起毛起球性能,如根据产品特点,选用合

适的面料,选配合理的纤维种类、纱线结构、织物组织

和后整理工艺等。采用变性纤维以改善纱线性能,采
用股线织物以减少表面毛茸,将纯合纤纺校服织物改

为混纺校服织物,采用树脂整理或硬挺整理的织物等

措施,都能减少校服的起毛起球。在其他参数、配置都

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在后续的染色印花整理过程中采

用毛球不易显现的花型的被动措施,也可改善起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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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能。

6 结语

起毛起球现象对校服的服用性能有较大影响,影
响起毛起球性能的因素很多,文中主要从校服纤维性

能、纱线结构、织物结构和后整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些

建议和改进措施。

为保证校服质量,规范校服生产,生产企业在采购

面料、里料和组织生产过程中,应严把原材料质量,严
格执行校服国家标准要求。在校服采购过程中,学校

应在采购合同中标明校服执行标准、等级、纤维含量等

技术参数,明确交接验收程序。各采购单位购买的校

服,要具备齐全的产品合格标识,并具有法定检验机构

出具的本批次校服质量检验合格报告。各地质监部门

所属专业检测机构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对

校服样品进行检验,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校服供货企

业的日常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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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roughconstantabrasion,fuzzandpillswouldappearonfabricsurfacesofschooluniformduringwearorlaundering.

Schooluniformwithfuzzandpillsnotonlyhadunsightlyappearanceandunpleasanthandle,butalsoreducedthewearingperformance

ofschooluniform.Thefabricsthatcameintodirectcontactwiththeskinwouldalsocausediscomfort.Pillingmechanism,therelevant

standardsanddetectionmethodsofschooluniformpillingpropensitywerediscussed.Theinfluencingfactorsofpillingwereanalyzed.

Theimprovementmeasureswere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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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大有可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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