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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国内文胸产品的现行标准,对12款运动内衣的罩杯支撑力、肩带滑落、透气性能和吸湿性进行检测分

析。结果:有2款运动内衣的底围压力不满足标准要求,产品标准也未按照运动强度的不同进行压力范围区分;肩带稳定

性可通过拉伸弹性回复率的指标进行评价;12款样品的透气性能表现都不错,在面料材质和组织结构上考虑了产品透气

性能;有2款运动内衣面料完全不具有吸湿性能,整体上的吸湿性能偏弱,吸湿性能可作为运动内衣舒适性评价的重要指

标。建议进一步完善运动内衣标准在舒适性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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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健康生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极大带动了大

众对运动、健身的参与度和热情。女性对运动内衣的

需求量和舒适性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品牌也陆续推出

了运动文胸产品,大多都只是在普通文胸原有的基础

上稍作改动[1-2]。运动不同,引起的胸部晃动程度也就

不同。运动激烈程度越高,需要运动内衣的支撑性就

越强。市面上的运动内衣,针对不同的运动量分为3
个等级,低强度内衣、中强度内衣和高强度内衣。消费

者在运动过程中极易出现吸湿性差、肩带滑落和罩杯

支撑力较弱的现象,是运动内衣行业需要解决优化的

问题。现有标准对舒适性评价指标有待改善。
针对以上问题对运动内衣舒适性进行研究,对相

关标准进行总结与分析,提出评价运动内衣舒适性的

影响因素的检测指标。
现行文胸产品的主要标准:FZ/T73012—2017《文

胸》、FZ/T81020—2014《机 织 文 胸》、FZ/T73046—

2020《一 体 成 型 文 胸》、FZ/T74002—2014《运 动 文

胸》[3]。具体的适用范围见表1。
对比发现,《一体成型文胸》《运动文胸》在规定的

范围上,相比《文胸》《机织文胸》更为具体细化。针对

运动内衣在穿着舒适性上存在吸湿性差、肩带滑落和

罩杯支撑力较弱的现状,标准《运动文胸》只对罩杯的

透气率和底围压力做了要求,缺少对肩带稳定性、吸湿

性能的评价。

表1 各标准适用范围

文胸类型 适用范围

《文胸》 适用于经纬编针织物为主要面料制成的文胸

《机织文胸》 适用于以纺织机织物为主要面料生产的文胸,包
括有衬垫、无衬垫的文胸

《一体成型文胸》 适用于鉴定针织一体成型文胸(含一片式和半片
式)产品的品质

《运动文胸》
适用于人在跑、跳、走等运动状态下,对乳房有保
护功能的经纬编针织运动文胸,包括有衬垫和预
定型产品

1 试验部分

1.1 试验材料

通过调查市场上运动内衣的销售情况,选择了12
款比较知名品牌的运动内衣(包含耐克、阿迪达斯、安
德玛、迪卡侬等),宣称用于跑步运动,按运动量划分为

高强度内衣。样品编号S1~S12,详情见表2。
表2 运动内衣样品详情

样品
编号

底围
样式

面料组织
结构
(里布)

型号
上下胸围

之差
/cm

肩带宽度
/cm

S1 开扣式 纬平 70B 22.1 2.5
S2 开扣式 纬平 70B 23.5 2.4
S3 套头式 纬平 70B 20.0 2.5
S4 开扣式 纬平 70B 21.5 2.4
S5 套头式 纬平 70B 19.8 3.7
S6 套头式 纬平 70B 20.4 3.1
S7 套头式 纬平 70B 22.0 3.2
S8 开扣式 纬平 70B 22.4 3.1
S9 套头式 纬平 70B 23.1 3.2
S10 套头式 纬平 70B 24.0 3.0
S11 开扣式 纬平 70B 21.8 2.4
S12 开扣式 纬平 70B 20.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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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备

YG(B)026H型电子织物强力机(温州市大荣纺织

仪器有限公司);YG461E型数字式织物透气量仪(美
邦仪器)。
1.3 测试指标及方法

1.3.1 底围压力

按照FZ/T70006—2004《针织物拉伸弹性回复率

试验方法》要求的定伸长力的测定,匀速拉伸速率为

300mm/min,夹持隔距为100mm,匀速拉力分别反

复拉伸5次,取平均值。
1.3.2 肩带稳定性(拉伸弹性回复率)

按照FZ/T70006—2004《针织物拉伸弹性回复率

试验方法》的要求,定负荷15N,预加张力1N,试样有

效长度100mm。拉伸过程中,保持肩带试样夹持在中

心位置,取反复拉伸3次的平均值。
1.3.3 透气性能

按照GB/T5453—1997《纺织品 织物透气性的测

定》,压差设置为100Pa,测量面积选取20cm2,取罩杯

最厚的位置为中心形成测试区域,检测气流从杯里流向

杯面。样品检测左、右罩杯,取2个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1.3.4 吸湿性能

按照GB/T21655.1—2008《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

的评定 第1部分:单向组合试验法》测试运动内衣里

料滴水扩散时间。

2 结果与讨论

2.1 底围压力

12款运动内衣的底围压力检测结果见表3。
表3 底围压力的检测结果 单位:N

样品编号 底围样式 底围压力 要求

S1 开扣式 22.7 ≥7.5
S2 开扣式 9.5 ≥7.5
S3 套头式 9.2 ≥8.5
S4 开扣式 21.7 ≥7.5
S5 套头式 13.1 ≥8.5
S6 套头式 11.1 ≥8.5
S7 套头式 16.1 ≥8.5
S8 开扣式 19.1 ≥7.5
S9 套头式 7.8 ≥8.5
S10 开扣式 18.3 ≥7.5
S11 套头式 7.4 ≥8.5
S12 开扣式 15.9 ≥7.5

  底围压力的舒适性,更多是一种主观层面的感受,
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环境、运动状态等因素时,来评价运

动内衣对人体的压迫感。标准FZ/T74002—2014《运
动内衣》要求开扣式的底围压力应≥7.5N,套头式的

底围压力应≥8.5N。检测结果:样品S9、S11底围压

力偏低,没有满足标准要求,其余10款中,底围压力值

最高为标准要求3倍。这里就存在针对不同的运动

量,因底围压力而引起的舒适度问题。对于低强度运

动时,压力作用对舒适性起到主导作用;而在高强度运

动时,内衣底围的位移会对舒适性起到主导作用。运

动内衣在不同运动强度的舒适性差异不大,但位移对

舒适性的影响较大。考虑到运动内衣的整体舒适性,
建议标准针对不同强度的运动场景,相应作出底围压

力范围。
2.2 肩带稳定性(拉伸弹性回复率)

肩带稳定性评价施加在肩带的外力去除后,可恢

复的变形的能力。12款运动内衣的肩带稳定性(拉伸

弹性回复率)检测结果见表4。
表4 肩带稳定性(拉伸弹性回复率)的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拉伸弹性回复率/%

S1 86.9
S2 84.7
S3 86.4
S4 84.0
S5 90.8
S6 88.6
S7 90.9
S8 83.0
S9 86.1
S10 89.4
S11 92.9
S12 94.7

  肩带虽是运动内衣的附件,但肩带对乳房的提拉

塑型效果发挥了主导作用[4]。运动内衣的肩带在使用

时,常会伴随出现弹性慢慢变差的现象,肩带产生了弹

性“疲劳”,表现出来的是松弛从而出现滑落的尴尬,影
响使用的舒适性和体验感。标准 FZ/T74002—2014
《运动内衣》未对这种肩带的弹性“疲劳”给出评价要

求。检测结果:12款样品的肩带弹性回复率总体都在

80%以上,其中有6款在90%以上。拉伸弹性回复率

越高,运动时肩带支撑耐“疲劳”的效果越好。
2.3 透气性能

透气性影响运动时是否会产生闷热不适,12款运

动内衣的透气率检测结果见表5。
为了更好衡量在运动过程中的黏身感所带来的不

适,标准FZ/T74002—2014《运动内衣》要求透气率≥
75mm/s,且特别强调测试时取样为罩杯最厚的位置,
也就是透气最薄弱的位置。检测结果:12款样品的透

气率表现都在75mm/s以上,其中有9款样品透气率

在200mm/s以上。里布的面料组织均为纬平组织,
结构上更具柔软性和伸缩弹性。在面料设计阶段同时

考虑到成品的舒适性,如通过采用异形纤维的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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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透气性。
表5 透气率的检测结果 单位:mm/s

样品编号 透气率 要求

S1 256 ≥75
S2 232 ≥75
S3 221 ≥75
S4 380 ≥75
S5 281 ≥75
S6 167 ≥75
S7 369 ≥75
S8 158 ≥75
S9 136 ≥75
S10 183 ≥75
S11 426 ≥75
S12 221 ≥75

2.4 吸湿性能

运动内衣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伴随出汗,这就

对产品本身要求有良好的吸湿性能。12款运动内衣

的吸湿性-滴水扩散的检测结果见表6。
表6 滴水扩散的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吸湿性-滴水扩散/s 面料成分

S1 9.0 75%锦纶25%氨纶

S2 1.8 91%聚酯纤维9%氨纶

S3 8.6 88%聚酯纤维12%氨纶

S4 1.8 82%锦纶18%氨纶

S5 >300.0 94%锦纶6%氨纶

S6 10.0 94%锦纶6%氨纶

S7 3.8 80%锦纶20%氨纶

S8 40.0 73%锦纶27%氨纶

S9 >300.0 95%锦纶5%氨纶

S10 49.6 77%锦纶23%氨纶

S11 1.2 90%锦纶10%氨纶

S12 7.8 76%锦纶24%氨纶

  运动内衣与皮肤直接接触,吸湿性、散湿性、透气性

都会对内衣的微气候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吸湿性作

为微气候环境的载体,是影响整体舒适性的一个重要参

考因素。标准FZ/T74002—2014《运动内衣》并未对该

项目进行要求。检测结果:能达到10s以内的有8款,
其中3款能达到3s以内,分别是样品S2、S4、S11。样品

S5、S9的滴水扩散时时间最久,均超过了300s。进一步

分析2款样品的面料成分,除氨纶之外锦纶成分含量偏

高,吸湿受影响较大;另外,氨纶含量相比偏低,纱线弹

性较弱,面料伸展会受影响,吸湿阻力增大。

3 结束语

影响运动内衣穿着舒适性的因素很多,通过对市

面上12款运动内衣进行检测分析,分别对主要影响运

动内衣穿着舒适性的底围压力、肩带稳定性、透气性

能、吸湿性能进行探讨。底围压力应随运动强度而变

化,建议标准依据其要求的范围有所区分;肩带稳定性

作为经常出现的问题,拉伸弹性回复率指标可以用来

检测这方面的不足;透气性能指标整体上表现都还不

错;吸湿性能除了面料成分配比的影响因素外,整体面

料的吸湿、放湿性能仍然是运动类面料设计的重点。
与此同时,标准FZ/T74002—2014《运动内衣》需要进

一步完善在舒适性方面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王方圆.基于位移与压力的运动文胸舒适性研究[D].上
海:东华大学,2013.

[2] 王停停.运动文胸下围摩擦性能研究[D].杭州:浙江理工

大学,2015.
[3] 吴萍,周鹏,颜方沁,等.国内外内衣标准比对及发展建议

研究[J].中国标准化,2018(20):174-177.
[4] 于晓坤,肖平,张音.文胸肩带拉伸性能测试分析[J].纺

织学报,2013,34(7):100-105.

DiscussiononWearingComfortStandardsofWomen'sSportsUnderwear
YANGLongfeng

(HangzhouDaddyLabCo.,Ltd.,Hangzhou310021,China)

  Abstract:Thecurrentstandardsofbraproductswerediscussed.Thecupbottompressure,shoulderstrapslippage,airpermeabil-
ityandmoisture-absorptionperformanceof12sportsunderwearonthemarketwastestedandanalyzed.Result:Thecupbottompres-
sureof2sportsunderweardidnotmeetthestandardrequirements,andtheproductstandarddidnotdistinguishthepressurerange
accordingtothedifferenceofexerciseintensity;Thestabilityoftheshoulderstrapcouldbeevaluatedbytheindexoftensileelasticre-
coveryrate.Theairpermeabilityofthe12samplesweregood,andtheairpermeabilityoftheproductwasconsideredintermsofthe
fabricmaterialandorganizationalstructure.Therewere2sportsunderwearfabricsthatdidnothavemoisture-absorptionperform-
ance,andtheoverallmoisture-absorptionperformancewasweak.Themoisture-absorptionperformancecouldbeusedasanimportant
indexforthecomfortevaluationofsportsunderwear.Atthesametime,itwasrecommendedthatthestandardofsportsunderwear
needstofurtherimprovetherequirementsintermsofcomfort.

Keywords:sportsunderwear;comfort;cupbottompressure;moisture-absorption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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