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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洗尺寸变化率是针织服装服用性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选取两组试验,一组试验对不同材质和类型的针

织服装产品采用相关标准进行检测,另一组试验研究不同干燥方式对服装水洗尺寸变化率的影响,探讨针织服装产品标

准中尺寸变化率的影响因素,提出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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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变化率是针织服装产品性能检测中的重要指

标,包括水洗尺寸变化率和干洗尺寸变化率,具体是指

针织服装经过水洗或干洗后的尺寸相比原来尺寸的变

化率,是针织服装稳定性的集中体现。其不仅关系到

服装生产的裁剪尺寸,也对针织产品的外观效果和服

用舒适度有重要影响,甚至影响消费者的服用情绪。
因此,对针织服装尺寸变化率的研究十分重要。

1 针织服装尺寸变化率的检测标准

针织服装产品水洗变化率测试主要参照《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实验》、《纺织品实验用家庭洗涤和干

燥程序》以及《纺织品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的测定》
等国家标准GB进行,此外还有纺织行业标准FZ,标准

体系较多,对针织服装产品尺寸变化率的要求各有不

同。现行标准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对尺寸变化无要求

的标准,二是对横向的收缩伸长有要求的标准,三是对

直向收缩有要求、对直向伸长无要求的标准。
部分针织服装产品标准如表1所示[1]。

表1 针织服装产品标准

标 准 成 分 方 向 优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

FZ/T73024-2014化纤针织内衣 纤维素纤维含量≥50% 直向≥
横 向

-5.0
-5.0~0

-6.0
-8.0~2.0

-8.0
-8.0~2.0

纤维素纤维含量≤50% 直向≥
横 向

-3.0
-3.0~0

-5.0
-5.0~2.0

-7.0
-7.0~2.0

GB/T8878-2014棉针织内衣 直向≥
横 向

-5.0
-5.0~0

-6.0
-8.0~2.0

-8.0
-8.0~3.0

GB/T22849-2014针织T恤衫 直 向
横 向

-3.0~1.5
-3.0~1.5

-5.0~2.0
-5.0~2.0

-6.0~3.0
-6.0~3.0

GB/T22853-2009针织运动服 直 向
横 向

-4.0~2.0
-4.0~2.0

-5.5~3.0
-5.5~3.0

-6.5~3.0
-6.5~3.0

2 针织服装尺寸变化率检测试验

2.1 样品与标准

第一组试验是对不同材质、类型的针织服装产品

的水洗尺寸变化率进行检测,服装类型包括家居服、学
生服、牛仔服装、T恤、化纤针织内衣、棉针织内衣。采

用相应类型服装标准进行检测[2],样品总数为100件,
测试中各类服装件数如表2所示。

表2 试验服装类型及件数 单位:件

名 称 数 量

居家服 5
学生服 10
牛仔服 10
T 恤 20

化纤针织内衣 25
棉针织内衣 30

2.2 试验结果

通过试验检测发现,针织服装在水洗后的直向尺

寸变化率集中在-3.0%~+4.0%之间,产品的横向

尺寸变化率集中在-5.0%~+2%之间,具体尺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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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类型及样品件数如表3所示。由此可见,针织服装

产品经过水洗后容易产生直向伸长和横向收缩。
表3 水洗后横直向试验结果 单位:件

伸 长 收 缩 无变化

横 向 49 40 11
直 向 77 14 9

3 不同干燥方式对尺寸变化率检测的影响

3.1 试验准备及原理

为了避免被检测产品的材质和服装类型对试验结

果的影响,采用的试验样品是同款同色同码的100件

针织服装产品。主要采用FZ/T73020-2004中水洗

尺寸变化率的测试方法进行试验,由于试验产品的说

明中明确标识着只可手洗,因此采用仿手洗程序进行

试验,划分成5个试验组,每组样品20件,以每组的平

均尺寸变化率进行对比和衡量,平均值符合标准要求

即为合格[3]。

3.2 试验方案与结果

试验样品采取规定的洗涤、干燥和标记方法进行

测试,即仿手洗和悬挂晾干,取衣长胸围做标记。每一

个试验组只改变干燥方式或标记方法,记录其直向收

缩率和横向收缩率,记录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
标记方式对针织服装水洗尺寸变化率测试没有实际影

响,而干燥方式则对检测结果有较大影响。
表4 标记和干燥方式对水洗尺寸试验结果

干燥方式 标记方法
直向收缩率
/%

横向收缩率
/%

第一组 悬挂晾干 衣长胸围 1.2 7.0
第二组 悬挂晾干 针织面料纹路 1.3 7.3
第三组 悬挂晾干 面料纹路 2.2 6.0
第四组 平摊晾干 针织面料纹路 1.8 2.7
第五组 平摊晾干 面料纹路 1.6 2.3

4 针织服装尺寸变化率检测分析

(1)检测标准不够合理

目前针织服装尺寸变化率检测标准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标准过多,对产品水洗尺寸变化率的要求各不

相同,优等品和其他等级产品的划分方式不同,容易给

消费者带来困扰。许多检测标准不够合理,具体表现

为考核部位不全面、项目设置不合理等,比如一些针织

服装产品的检测标准只规定了上衣的领口、胸围等部

位的尺寸变化率,而没有裤长、腰围等部位的标准规

定。从表4的第一组试验中可以看出,针织服装产品

的水洗尺寸变化主要表现为横向收缩和直向伸长,但

是部分标准中没有对直向伸长的标准要求[4]。
(2)检测方法不明确

由于服装材质的不同,服装生产厂家在产品说明

中会标注适宜的洗涤方式,比如一些材质的针织服装

不适合水洗、一些材质的针织服装不适合干洗。而在

尺寸变化率检测过程中,常忽略了厂家产品说明,比如

对不可水洗产品进行水洗尺寸变化率检测,其检测结

果并不能代表产品真正的尺寸变化率。从表4的第二

组实验中也可以看出,进行水洗测试后的干燥方式也

对产品尺寸变化率有重要影响,由于现行检测标准中

普遍没有明确检测方法,所以会对检测结果有很大影

响,其检测结果不足以为消费者提供有效参考[5]。

5 建议与措施

(1)对针织物尺寸变化率标准进行整合

现有的针织服装产品标准主要分为GB和FZ两

大体系,两大体系中对具体针织服装产品的分类和尺

寸变化率规定不尽相同,产品优劣等级划分也不尽相

同,长期以来给广大消费者造成较大困扰。因此,有必

要对针织服装产品的尺寸变化率检测标准进行整合,
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采用统一的优劣等级划分方式,
使消费者能够根据产品等级明确区分产品服用性,从
而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性价比较高的产品[6]。

(2)完善检测项目

在检测标准的项目划分上,缺乏对实际检测情况

的考虑,检测项目往往不能较为全面地代表产品的实

际水洗变化率情况,因此,要对检测项目进行优化,完
善检测标准。比如在FZ/T73024-2014化纤针织内

衣标准、FZ/T8878-2014棉针织内衣标准中,加入直

向水洗尺寸变化率的规定。在进行具体项目制定时,
应充分考虑检测项目的合理性,使检测结果更加接近

产品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利益。
(3)明确检测方法

检测方法的选择对产品尺寸变化率的检测结果有

重要影响,但在现有的检测标准中,很少有对检测方法

的明确规定。在检测方法的确定上,首先应根据产品

材质和产品类型确定进行水洗检测或干洗检测。此

外,应注重检测过程的细节处理,比如干燥方式的选

择,并在检测标准中加以说明,保证产品检测的合理

性,同时也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参考,选择正确的洗涤和

干燥方式,从而保证针织产品的美观性和舒适度。
针织服装的材质和类型、检测方式、洗涤方式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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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方式,都对其尺寸变化率有重要影响,而现行的产品

标准只是对产品材质和类型进行区分,缺乏对检测方

式方法的考虑,因此检测结果的可靠性不高,难以为消

费者提供有效参考。因此,有必要对检测标准进行优

化,提高产品检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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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DimensionalChangeRateofKnittedApparelProductStandards
ZHANGYu-ting

(GuangzhouFiberProductTestingandResearchInstitute,Guangzhou511400,China)

  Abstract:Dimensionalstabilitytowashingisoneofthemostimportantfactorsinthewearabilityofknittedapparel.Twogroups
ofexperimentswereselected,agroupofexperimentwascarriedouttoexaminetheknittingfabricsofdifferentmaterialsandtypesby
relevantstandards,andtheothergroupofexperimentwasusedtoinvestigatetheinfluenceofdifferentdryingmethodsondimensional
stabilitytowashing.Theinfluencingfactorsofdimensionalchangerateinknittedapparelstandardswerediscussed.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andmeasureswere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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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MobileLearningSoftwareforWovenFabricTe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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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Mobilelearninghasbecomethefocusofeducationfield.Inordertohelpstudentslearnprofessionalcourses,mobile

drawingAppforwovenfabrictexturewasdevelopedbasedonAppInventor.TheAppcoulddrawanyfabrictexturechartbytouching
themobilescreens.Italsocoulddrawdraftbyinputtingparameters.ThepracticeshowedthatmobilelearningAppplayedanactive

roleintheteachingoftextureanddesignofwoven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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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DifferenceofTestingStandardsforTextilesColorFastnesstoLight
ZHANFHuan-huan,LIYing*,CHENLiang,ZHOU Wei,TANGYing
(ShanghaiInstituteofQualityInspectionandTechnicalResearch,Shanghai200040,China)

  Abstract:Thenationalandinternationalstandardsfortextilecolorfastnesstolightwereintroduced,andstandardmaterial,tes-

tingconditions(illuminant,temperatureandhumidity),specimenpreparation,testmethodsandgradingassessmentofdifferent

standardswerecompared.Thedevelopmenttrendofcolorfastnesstolightwas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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