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紫外线纺织品基本安全性评价体系研究

孙 杰,茅明华,沈锦玉,李伟松
(国家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桐乡),浙江 桐乡314500)

摘 要:分别选取5种防紫外线服饰面料和5种防紫外线遮阳伞面料,进行模拟实际使用处理前后的对比试验。研

究了织物使用中的洗涤、摩擦、光照因素对防紫外线纺织品安全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防紫外线产品随着使用时间

的增加,安全性能下降。因此,防紫外线织物的安全性评价应包括模拟使用后的测试,并对不同用途的产品分级评价。

关键词:防紫外线纺织品;安全性测试;评价方法

中图分类号:TS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18)08-0020-03

收稿日期:2018-05-21;修回日期:2018-05-25
作者简介:孙 杰(1987-),男,工程师,主要从事纺织品检测技术研究工

作,E-mail:sunjie2007214@163.com。

  紫外线按照波长划分为长波紫外线(UVA)、中波

紫外线(UVB)和短波紫外线(UVC)。短波紫外线

(UVC)因为波长较短,在大气中就已经被臭氧层吸收、
散射掉了,所以无法到达地面[1]。因此,长波紫外线

(UVA)、中波紫外线(UVB)是应重点预防的紫外线波

段。
防紫外线纺织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聚合或熔

融纺织过程中,添加紫外线吸收剂或屏蔽剂等制出防

紫外线纤维,再与其他纤维混纺成纱线,进而织造成防

紫外织物;另一类是在织物后整理过程中,采用紫外线

散射剂和吸收剂进行处理,以减少紫外线透过织物的

量,达到防紫外效果[2]。防紫外线纺织品主要分为服

饰类和遮阳类,服饰类纺织品在使用过程中要经受洗

涤、日晒、摩擦等作用,而遮阳类纺织品在使用中要经

受曝晒和雨淋。选取5种防紫外线服饰面料和5种防

紫外线遮阳伞面料进行模拟实际使用处理前和处理后

的对比试验,综合评价使用中的各因素对防紫外线纺

织品安全性能的影响。

1 试验部分

1.1 仪器和材料

仪器:YG(B)912E 纺 织 品 防 紫 外 线 测 试 仪;

XT220耐日晒色牢度机;G901马丁代尔织物起毛起球

仪;G168双缸耐水洗色牢度仪。
样品:防紫外线服饰面料、防紫外线遮阳面料。
对试验面料剪取4块有代表性的试样,距离布边5

cm以内的织物应舍去,同时剪取的试样按GB/T6529
进行调湿[3]。

1.2 测试

1.2.1 试样在未处理状态下的防紫外线性能测试

织物在全新状态下的防紫外线性能测试按GB/T
18830-2009标准[4],测试织物在全新状态下的UPF、

T(UVA)AV值。

1.2.2 服饰面料耐光照试验

服饰类织物耐光照试验在氙灯人工加速气候箱

上,按照GB/T8427标准[5]的曝晒条件对试样进行曝

晒,设定12h为一个周期。每曝晒一个周期用防紫外

线测试仪测量试样的UPF、T(UVA)AV值。

1.2.3 服饰面料耐摩擦试验

在马丁代尔耐磨与起毛起球测试仪上,参照GB/

T21196.4标准[6],对试样依次进行500、1000、2000、

5000次的摩擦试验。每次摩擦试验后用防紫外线测

试仪测试试样的UPF、T(UVA)AV值。

1.2.4 服饰面料耐洗涤试验

在水洗色牢度测试仪上,按照 GB/T12490标

准[7]的A1M 程序,对试样进行1、4、10、20次洗涤试

验。每次洗涤后用防紫外线测试仪检测试样的 UPF、

T(UVA)AV值。

1.2.5 遮阳面料耐光照试验

在氙灯人工加速气候箱中按照 GB/T8427标准

的曝晒条件对试样曝晒,设定12h为一个周期。每曝

晒一个周期用防紫外线测试仪检测试样的 UPF、T
(UVA)AV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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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试样在未处理状态下的防紫外线性能测试

对服饰面料和遮阳伞面料在未处理状况下测试防

紫外线性能,结果如表1、表2所示。
表1 服饰面料的防紫外线性能测试

试样
编号

样品名称 颜色
克重

/g·m-2
UPF UVA

/%

1 全涤防紫外面料 白色 93 86 3.6

2 全涤防紫外面料 艳兰 93 90 3.1

3 全涤防紫外面料 黑色 93 100 2.1

4 涤纶混纺防紫外面料 米灰 86 61 4.2

5 涤纶混纺防紫外面料 桔红 165 74.2 3.9

  由表1可知,试样1、2、3材质相同,克重也一样,
颜色不同,其中试样3的防紫外线性能最好,UPF值

达到100,防紫外线性能随着颜色变深而提高;试样4
与试样5材质相同,颜色相近,克重大的防紫外线性能

高。因此,服饰面料的防紫外线性能除与颜色关系密

切外,还与织物的克重有关,并随颜色的变深,克重的

增加而变大。
表2 遮阳伞面料的防紫外线性能测试

试样
编号

样品名称 颜色
克重

/g·m-2
UPF UVA

/%

1 普通伞 蓝白 120 16 16.24

2 伞面蓝色+伞里银色涂层 蓝色 125 291 1.52

3 伞面普通紫色+伞里黑色涂层 紫色 167 1294 0.18

4 伞面银色涂层+伞里黑色涂层 银色 155 3620 0.03

5 浅紫色花边伞(无涂层) 黑色 93 26.2 17.46

  由表2可知,试样2、3、4无论是银色涂层还是黑

色涂层,只要有涂层,都具有较好的防紫外线性能,其
中试样3、4为深色涂层,防紫外线效果最好;试样1与

试样5没有涂层整理防紫外效果不理想。因此,遮阳

类面料的防紫外线性能与加工工艺关系密切,一旦经

过表面涂层整理的面料,都拥有较好的防紫外线性能。

2.2 服饰面料耐光照试验

服饰面料的耐光照试验结果见表3和表4。
表3 服饰面料的UPF值随光照时间的变化

耐光照
时间/h

UPF
试样1 试样2 试样3 试样4 试样5

0 87 95 110 64 80

6 83 92 95 60 78

12 65 89 78 55 62

24 72 87 85 60 61

36 69 85 82 52 56

表4 服饰面料的T(UVA)AV值随光照时间的变化

耐光照
时间/h

T(UVA)AV/%
试样1 试样2 试样3 试样4 试样5

0 2.48 3.02 1.68 2.85 2.15
6 2.68 3.21 2.10 3.15 3.28
12 3.26 3.46 2.86 3.21 3.90
24 3.10 3.54 2.48 3.45 4.12
36 3.40 3.54 3.40 3.57 4.43

  从表3、表4可以看出,有些试样的防紫外线性能

受光照的影响较小,如试样1和试样2;有些试样随着

光照时间的增加,防紫外线性能下降较快,如试样3和

试样5。总体来说,第一个周期的光照试验(光照12h)
后,试样的颜色普遍发生了明显变化,同时 UPF、T
(UVA)的相对变化率较高。

2.3 服饰面料耐摩擦试验

服饰面料的防紫外线性能与摩擦的关系见表5和

表6。
表5 服饰面料的UPF值随摩擦次数的变化

累计
摩擦次数

UPF
试样1 试样2 试样3 试样4 试样5

0 85 90 108 64 75
500 68 79 86 55 64
1000 51 60 65 45 51
2000 32 58 60 34 37
5000 25 50 54 21 26

表6 服饰面料的T(UVA)AV值随摩擦次数的变化

累计
摩擦次数

T(UVA)AV/%
试样1 试样2 试样3 试样4 试样5

0 2.86 3.01 1.45 2.88 2.90
500 3.88 3.12 2.51 3.94 3.01
1000 3.99 3.44 3.08 3.92 3.59
2000 4.08 3.69 3.78 4.10 3.90
5000 5.31 4.80 4.70 5.20 5.20

  从表5和表6可以看出,大部分试样的防紫外线

性能随着摩擦次数的增加而逐渐下降,少数试样的性

能变化不大。

2.4 服饰面料耐洗涤试验

服饰面料防紫外线性能与洗涤的相关性见表7和

表8。
表7 服饰面料的UPF值随洗涤次数的变化

累计
洗涤次数

UPF
试样1 试样2 试样3 试样4 试样5

0 85 90 108 64 55
1 81 82 90 60 53
4 76 78 72 58 49
10 58 62 68 47 40
20 50 55 62 3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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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服饰面料的T(UVA)AV值随洗涤次数的变化

累计
洗涤次数

T(UVA)AV/%
试样1 试样2 试样3 试样4 试样5

0 2.51 2.88 1.86 3.02 2.15
1 3.08 2.98 2.44 3.26 3.68
4 3.22 3.23 3.02 3.75 4.89
10 4.06 4.02 3.24 5.12 5.63
20 4.11 4.15 3.82 5.38 6.12

  从表7、表8的测试结果看,大多数试样在最初的

洗涤试验后,防紫外线性能的变化都不大。试样4和

试样5经过10次洗涤后,性能下降较大,而试样1、2、3
经过20次洗涤后,性能仍未见较大变化。

2.5 遮阳伞面料耐光照试验

遮阳面料耐光照试验数据见表9、表10。
表9 遮阳伞面料的UPF值随光照时间的变化

耐光照
时间/h

UPF
试样1 试样2 试样3 试样4 试样5

0 26 290 1295 3617 35
6 17 192 1150 3169 29
12 19 208 1160 3160 38
24 16 173 950 2957 29
36 14 159 900 2477 18

表10 遮阳伞面料的T(UVA)AV值随光照时间的变化

耐光照
时间/h

T(UVA)AV/%
试样1 试样2 试样3 试样4 试样5

0 16.24 1.52 0.32 0.13 17.46
6 24.83 1.83 0.39 0.15 21.07
12 22.21 1.82 0.36 0.14 16.54
24 26.37 1.92 0.42 0.16 21.67
36 30.14 2.01 0.50 0.19 34.91

  从表9、表10可看出,所有试样的防紫外线性能随

着光照时间的增加而减弱,经过涂层处理的试样2、3、4
的防紫外线性能随光照时间变化率较低。这是因为涂

层处理致使阻挡紫外线透过的性能提高,试样对光线

的敏感度下降,经过36h的光照,仍然具有较好的防

紫外性能,而未整理过的试样经过连续光照,颜色发生

明显变化,同时防护安全性大大降低。

3 结论

(1)通过对防紫外线织物进行模拟实际使用过程

的预处理试验,发现不同试样的防紫外线安全性存在

差距。大多数服饰类面料在累计摩擦1000次、累计

洗涤10次、光照36h以内仍然具有较好的防紫外线

性能;经过涂层整理的遮阳伞面料在不同光照条件下

均具有较好的安全性能。因此,防紫外线织物的功能

安全性评价应对织物的使用环境和时间予以具体标

注,确保消费者的使用安全有效。
(2)防紫外线产品的性能评定依据目前 GB/T

18830-2009《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标准中的

评定原则是:当样品的UPF>40且T(UVA)AV<5%
时,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当40<UPF≤50时,标为

UPF40+;UPF>50时,标为 UPF50+。但实际检测

中UPF>50的标注过于笼统,如UPF为60的产品和

UPF为120的产品标注都为UPF50+,消费者难以从

标识上判断产品性能差异和应用范围,因此应细化

UPF的标识范围,划分不同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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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BasicSecurityEvaluationSystemofAnti-UVFabric
SUNJie,MAOMing-hua,SHENJin-yu,LIWei-song

(NationalTextilesandGarmentQualitySupervisionInspectionCenter(ZhejiangTongxiang),Tongxiang314500,China)

  Abstract:5kindsofanti-UVclothingfabricsand5kindsofanti-UVsunshadefabricswereselectedtosimulatethecomparison

testbeforeandafteractualuse.Theimpactofwashing,rubbingandilluminationonitssafetyofanti-UVfabricwasstudied.There-

sultsshowedthatthesafetyperformanceofanti-UVfabricsdeclinedwiththeincreasingofusetime.Therefore,thesafetyevaluation

ofanti-UVfabricshouldincludethetestafteruseandimplementgradingevaluationforproductsofdifferent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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