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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场上销售的防晒衣不合格率高达40%,尤其是儿童防晒服装产品,需要政府职能部门重点监管。购买防

晒服装时应选择明确标有UPF40+或UPF50+的防晒服装,合格的防晒服装不用过分担心其“水洗后不防晒”的问题。

提醒消费者不要轻易相信“皮肤衣就是防晒衣”的炒作。

关键词:防晒服装;UPF;儿童防晒服装;皮肤衣

中图分类号:TS1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18)08-0039-04

收稿日期:2018-05-21
作者简介:贾满兰(1989-),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纺织品、皮革物理性

能和功能性纺织品的研究,E-mail:15026562335@163.com。

  近年来,大气臭氧层不断遭到破坏,特别是在炎热

的夏季紫外线辐射对人类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人们

希望普通服装能够有效阻隔紫外线,同时也希望服装

面料轻薄、柔软、易清洗,所以,轻薄类防晒服装越来越

受到大众的青睐。但目前热销的一些低价防晒服装更

多是商家的炒作,虽然看起来漂亮、有遮荫效果,但其

并没有进行防紫外整理,不能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作

用并不比普通长袖衣服来得有效。那么,市场上的防

晒服效果如何,尤其是儿童防晒服装,是否真的能达到

预期效果呢?

1 防晒服装定义

防晒服装,是指“防晒衣、防晒服、防紫外线衣”,这
里特指产品标签、吊牌或者海报宣传上具有“防晒”、
“UPF”字样的产品。

2 防紫外线产品整理工艺和影响因素

轻薄的防晒面料主要是化纤产品,如锦纶、涤纶

等。但是轻薄的面料必须要经过特殊的防紫外整理才

能达到较好的防紫外效果,目前主要有两种整理方式。
其一是对织物进行后整理,主要有浸轧法、涂层法、吸
进法等,生产工艺简单、成本低,但持久性较差;其二是

采用纺丝法将防紫外材料融入纤维内部,使纤维对紫

外线有较好的反射和吸收作用,这种方法生产的服装

防紫外效果持久,但工艺要求高、成本高[1]。
纺织品的防紫外线性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防紫

外整理是主要途径。实际上,纺织面料的纤维成分、颜
色深浅、质地疏密厚实程度、织物组织结构等的不同,
都可能会对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产生一定影响[2]。

3 检测方法

3.1 样品来源

测试所用防晒服装样品全部来源于上海市各大商

场、品牌专卖店、普通超市等,不涉及三无产品。共采

集了21批次防晒服装,4批次皮肤衣。

3.2 检测仪器与标准

测试所用仪器包括美国SOLARLIGHT防紫外

测试仪、瑞典ELECTROLUX欧标缩水率试验机。
因所采集服装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故此次试验

全部执行GB/T18830-2009《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

的评定》,标准规定:只有当纺织品的 UPF(即紫外线

防护系数)大于40,且UVA(长波紫外线)透射比小于

5%时,才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3]。
针对防晒服装在日常洗涤过程中防护性能可能会

减少的情况,对合格产品,依据GB/T8629-2001《纺
织品试验用家庭洗涤及干燥程序》中5A程序洗涤5
次,测试洗涤后纺织品的防紫外效果。

4 结果与分析

4.1 测试结果

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21批次样品中有8批次

样品原样不符合GB/T18830-2009标准要求,为不

符合产品,不符合率为38%。另外采集的4批次皮肤

衣全部不符合GB/T18830-2009标准要求。

4.2 统计分析

针对检测结果,结合产品采样情况,分析不符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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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检测结果所反映的产品质量特征,如在使用人群、产
品标志等方面检测数据所反应出的产品质量状况,并
根据面料克重、颜色情况分析影响织物防紫外性能的

原因。
表1 21批次防晒服装产品测试结果

名称 序号 UPF
T(UVA)AV
/%

T(UVB)AV
/%

评定结果

防晒衣 1 5631 0 0 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2 1698 0 0 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3 608 0 0 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4 318 0 0 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5 213 3 0 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6 203 4 0 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7 95 2 1 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8 81 2 1 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9 76 3 1 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10 62 1 1 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11 58 3 2 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12 41 4 2 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13 40 2 2 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14 35 11 3 不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15 23 8 4 不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16 7 22 13 不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17 6 20 14 不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18 4 35 24 不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19 3 22 29 不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20 2 44 40 不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21 2 53 44 不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皮肤衣 1 11 17 8 不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2 6 26 16 不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3 3 43 33 不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4 2 44 40 不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表2 21批次防晒服装产品UPF值分布范围

UPF值范围 批次

UPF>50 11
40<UPF≤50 2
25<UPF≤40 1
15<UPF≤25 1
UPF≤15 6

 注:GB/T18830中并没有提及 UPF等级评定,故参照 AATCC183
对样品UPF分等。

4.2.1 不同标识字样样品检测结果分析

本次质量评测购买的防晒服装产品以产品名称及

相关的特殊字样为基础,主要包括四大类,按照GB/T
18830-2009对“防紫外线产品”的规定,不同类别的

不符合批次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到,对于产品上明示有“UPF”字

样的防晒服装产品,13批产品中仅有1批不符合GB/

T18830-2009的规定,且该批产品上明示“UPF20
+”,实测值 UPF23,有一定的防紫外性能,但按照

GB/T18830-2009的规定,其并不能称为防紫外线产

品,有误导消费者的嫌疑。总体来说,明确标有“UPF”
值的防晒服装产品合格率较高。

表3 不同标识字样样品检测结果分析表

产品类别 采样批次 不符合批次 不符合率/%

只标有“UPF” 11 1 9
仅品名标有“防晒” 7 6 86
“防晒”和“UPF”均有 2 0 0
店内宣传有“防晒” 1 1 100
无标注“防晒”等的皮肤衣 4 4 100

  对于仅仅品名为“防晒衣”或者“防晒服”,或者只

是店内宣传的“防晒衣”,但并没有“UPF”明示值的防

晒服装产品,8批次样品中7批不符合GB/T18830-
2009的规定,不符合率高达88%,这类防晒服装鱼龙

混杂,消费者很难辨别真假防晒。
而现在市场上流行的皮肤衣,其特点与轻薄防晒

衣一致,部分商家会宣称“皮肤衣”等同于“防晒衣”,且
部分皮肤衣确有良好的防紫外性能,故此次随机选购4
批没有“防晒、UPF”标识的皮肤衣进行检测,测试结果

表明4批皮肤衣全部不符合GB/T18830-2009的规

定,不 符 合 率 100%,由 此 说 明 没 有 任 何 “防 晒”、
“UPF”相关字样的皮肤衣可能不具有商家口头宣传的

防紫外功能,消费者千万不要受商家迷惑。

4.2.2 不同使用人群样品检测结果分析

产品按照使用人群分为婴幼儿儿童纺织产品及成

人纺织产品,通过对检测结果分析发现,婴幼儿儿童防

晒服装产品的不符合率极高,高达78%;成人防晒服装

产品只有1批不满足标准规定。具体检测结果见表4。
表4 不同使用人群样品检测结果分析表

产品类别 采样批次 不符合批次 不符合率/%

婴幼儿儿童防晒服装产品 9 7 78
成人防晒服装产品   12 1 8

4.2.3 不同色系样品检测结果分析

考虑到颜色影响服装面料的防紫外性能,本次采

样样品从深色系到浅色系均有覆盖,具体检测结果见

表5。
表5 不同色系样品检测结果分析表

色 系 采样批次 不符合批次 不符合率/%

深色系 13 3 23
浅色系 8 5 62

 注:深浅色的区分参照GSB16-2159-2007针织产品标准深度样卡

(1/12)。

由表5中可以看出,深色系和浅色系防晒服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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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均有不符合产品出现,虽然颜色不是决定面料防紫

外性能优劣的关键因素,但深色系防晒服装产品不符

合率明显低于浅色系,说明颜色深的面料更容易吸收

紫外线,防紫外性能更好。

4.2.4 不同克重面料检查结果分析

织物平方米克重也是决定织物防紫外性能的重要

因素,一般来说,厚重的织物能较好地阻隔紫外线射

入。此次样品包括不同范围克重的面料,具体检测结

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中可以明显看出,平方米克重≥150g/m2

的5批次样品全部合格,而平方米克重≤52g/m2 的

样品不符合率高达55%,说明轻薄性面料若不经过特

殊的防紫外线整理,很难达到 GB/T18830-2009的

规定,即不能称为防紫外线产品。事实上,平方米克重

是影响织物防紫外效果的重要因素。
表6 不同重量面料检测结果分析表

产品类别 采样批次 不符合批次 不符合率/%

≤52/g·m-2 11 6 55
52~150/g·m-2 5 2 40
≥150/g·m-2 5 0 0

4.2.5 洗后样品检测结果分析

针对防晒服装在日常洗涤过程中防护性能可能会

减少的情况,对13批原样合格产品洗涤5次,测试洗

涤后纺织品的防紫外效果。

表7 13批合格防晒衣洗后测试结果

序号
洗涤前 洗涤后

UPF T(UVA)AV/% T(UVB)AV/% UPF T(UVA)AV/% T(UVB)AV/%
1 5631 0 0 3386 0 0
2 1698 0 0 1037 0 0
3 608 0 0 838 0 0
4 318 0 0 234 0 0
5 213 3 0 213 3 0
6 203 4 0 113 4 1
7 95 2 1 95 2 1
8 81 2 1 217 1 0
9 76 3 1 82 3 1
10 62 1 1 69 2 1
11 58 3 2 72 3 2
12 41 4 2 31 6 3
13 40 2 2 42 2 2

  从表7中可以看出,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的13批

次样品,经过洗涤后,5批次样品的 UPF值有不同程

度的减小,2批次样品UPF值保持不变,6批次样品的

UPF值反而出现了变大的现象。其中只有1批次样

品洗后不满足GB/T18830-2009的规定,不符合率

为8%,可能因为水洗过程中,会造成织物后整理效果

变差,从而使面料的防紫外性能变差;但也会使织物组

织变得更紧实,纱线毛羽增多,空隙率更小,从而使

UPF值增大。由此可见,真正防晒服装的防紫外性能

受水洗的影响较小,消费者不必过分担心水洗后防晒

服装不防晒的问题。

5 结语

市场上销售的防晒衣不符合率较高,达到40%,尤
其是儿童防晒服装产品,需要政府职能部门重点监管。

影响织物防紫外性能的因素有很多,如防紫外处

理、织物平方米克重、颜色、纤维成分、组织结构等。对

于克重较大的织物来说,防紫外性能较好,轻薄型需要

经过特殊整理才能具有良好的防紫外功能;颜色不是

决定织物防紫外性能优劣的关键因素,但颜色深的面

料更容易吸收紫外线。
消费 者 在 选 购 防 晒 服 装 时,应 选 择 明 确 标 有

UPF40+或 UPF50+的防晒服装,明确的 UPF值很

大程度代表商家进行过专门的测试,值得信赖。同等

条件下,一般颜色深、织物质地紧密厚实的服装其防紫

外效果相对较好。对于一件真正的防晒服装,消费者

不必过分担心其“水洗后不防晒”的问题。
针对只是其品名为防晒衣而没有明确面料 UPF

值的服装,尤其是儿童防晒服装,应谨慎购买,防止上

当受骗。
目前市场上流行的轻薄半透明皮肤衣,如果没有

明确面料的UPF值,其不具备防紫外效果,千万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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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商家“皮肤衣就是防晒衣”的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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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QualityEvaluationofSun-proof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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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fractiondefectiveofsun-proofclothinginthemarketwasupto40%,especiallyforchildren'ssun-proofproducts,

whichneedtobesupervisedbythegovernment'sfunctionaldepartments.Whenbuyingsun-proofclothing,consumersshouldchoose

sun-proofclothingmarkedwithUPF40+orUPF50+,andqualifiedsun-proofclothingwaslargelyunaffectedbywaterwashing.

Consumersshouldnoteasilybelievethefalsepropagandaof“skinsuitsarethesun-proofclo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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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roughliteratureresearchanddatacollection,thefunctionrequirementsofexistingfirefightingcommandclothing
andfirefightingprotectiveclothingwereintroduced.Thefabricfunction,structuraldesignandthehumanizedfunctiondesignofthe

firefightingprotectiveclothingweredetailed.Thedevelopmenttrendoffirefightingprotectiveclothingwasforeca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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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AnalysisandCountermeasureDiscussion
onDigitalPrintingQualityIssuesofPolyamide&Spandex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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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Digitalprintingwasusedwidelyintextilefieldduetoitsuniqueadvantages,especiallyinhighvalue-addedswimsuit

fabrics.Inrecentyears,itsdevelopmentwasparticularlyrapid.ButChina'sdigitalprintingstartedrelativelylate,therewerestill

somedeficienciesinitstechnologyandprocessmanagement.Takingdigitalprintingofpolyamide&spandexfabricasanexample,the

productionprocesswasanalyzed.Thecolorissuesofcolorbleeding,staining,colordifference,pitting,Passmarkandprintingsize

problemsinprintingversionwereinvestigated.Itscauseswerealsoanalyzed.Somecountermeasurestoimprovethequalityofpolyam-

ide&spandexprintingfabricwereproposedcombingwithtechnologyprocessandproductionpractice.

Keywords:polyamide&spandexfabric;digitalprinting;ink-jetprinting;printing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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