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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织物触感的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方法,以及目前织物触感评价存在的一些问题;展望了织物触感评价

的发展趋势,如建立系统的评价体系,量化触感评价和形成统一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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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是人体的第二皮肤起到保护身体的作用,服
装和皮肤之间形成一个微小气候可以调节温湿度。由

于个体主要是靠着装后对面料的接触来判断织物的舒

适程度,因此研究织物的触感可加强对成品织物的质

量分析,对进一步提高产品实物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很

有意义[1-2]。织物触感是用手来触摸织物时产生的感

觉,是对织物内在性能和人体感官的综合反映,用其评

判的织物特性,一般称之为实物质量或风格[3-5]。影

响织物触感的因素很多,包括纤维、材料、加工工艺和

织物后整理等[6-19]。

1 织物触感评价方法

织物触感的评价方法分为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两

种,主观评价是凭借感觉器官对织物触摸来对织物的

表面物理性能作出评价;客观评价则是通过仪器来测

量织物的某些物理机械性能而获得与之相关的物理

量,并结合感官评价建立量化标准来描述织物触感的

评价方法[20]。

1.1 主观评价

主观评价一般是聘请有经验的检验者对织物进行

感官鉴定,根据个体的主观判断对织物进行评价。人

触摸面料一般有“一捏、二摸、三抓、四看”4个步骤,凭
此可初步判断出织物的一些特性,相关触感术语包括

力学、外观、光学、热学等用语,如厚-薄、轻-重、柔软

-硬挺、滑爽-粗糙等。主观评价方法简单、快捷,但
易受检验者影响,如社会背景、所处环境、性别、年龄、
个人喜好等不同都会影响最终结果[21-24]。

主观评价是最常用的评价织物触感的方法,对其

探究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肖雪霞[1]请几位专业人士对

55块织物进行手感评价,得出专业人士的主观评价与

FAST织物风格仪测试结果相一致结论。何文鑫[25]请

一些消费者对58种织物进行了柔软度主观评价,得出

在蒙眼和不蒙眼情况下,男和女消费者评价有不同的

结论,以及消费者对不同用途面料的柔软度要求不同。
即对贴身穿着的衬衫要求舒适、柔软,其柔软度要求最

高;对西裤要求挺括、硬挺,其柔软度要求较低。
张超[26]聘请16位纺织界的相关专家对62种不同

种类的织物进行主观评价,并测试了织物的一些机械

性能,认为织物的弯曲刚度与纤维、纱线的抗弯性能及

结构有关,随着织物厚度的增加织物的弯曲刚度会逐

步提高,弯曲刚度越大织物的手感越硬挺。织物的弯

曲性能和剪切性能是决定织物风格最主要的物理性

能。
岳静等[27]通过随机选取了25名女性,使用装有

E-Prime软件的计算机及显示器对9种丝绸面料进行

主观认知评价,并用SPSS软件处理了数据,结果表明

平方米质量越小织物越轻薄,但其光滑感、柔软感的认

知差异不显著,同肌理的织物光滑感、柔软感和轻薄感

的认知差异极显著。

1.2 客观评价

采用仪器评价织物风格,从Peirce的悬臂梁法到

KES川端风格仪,以及后来的 FAST 风格测试仪、

YG821,再到现在李毅教授的织物风格测试仪,其间经

历了漫长的历程,但普遍应用的也仅有几种[27-33]。
钱竞芳等[13]利用一些传统测试织物触感的仪器

和方法,测试了一些薄型聚丙烯纺黏非织造布的触感

性能,结果表明在纤维性能、纤网结构、纤网加固工艺、
纤网后整理技术因素中,对纺黏非织造布手感影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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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是黏合区的黏合性能;压缩性能、刚柔性能和折皱

弹性等物理性能反映了最终非织造布的触感。

GilsooCho等[34]选用8种不同面料采用 KES仪

器进行测试,认为织物的刚度、粗糙度越大,织物手感

越硬;织物平滑度随刚度、粗糙度、厚度和重量的增加

而降低,织物越硬越粗糙,织物凉感就会增强。肖学

霞[1]使用FAST织物风格仪测试了55块织物包括35
块薄型精纺毛织物和22块水洗绒织物,并利用Matlab
软件编程进行主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织物手感可用拉

伸弹性、尺寸稳定性、厚实性、硬挺性来表征,认为主因

子分析方法对手感评价是有效的。王建平[35]、乐逸

婵[36]利用FAST仪器采用主因子、回归、聚类分析三

种方法,对37块仿毛织物进行测试分析,认为FAST
纺织风格仪结合其他相关仪器可使织物风格评价系统

更完整,织物风格可用拉伸、挺括、厚实等来表征。
程哲等[37]利用KES对面料进行测试,认为面料的

成分及其组织结构会影响面料的物理机械性能。李毅

等[38-39]利用快速仿生测量技术测量及模拟人体、手部

接触布 料 时 的 触 感,发 明 了 一 项 衡 量 手 感 的 新 仪

器———织物触感测试仪。它在接触布片时模仿人类触

摸的感觉,能在同一快速测试过程中为样品的多种物

理指标进行经纬方向的测量,包括传热性能、弯曲性

能、压缩性能和表面摩擦特性。MusaABH 等[40]使

用新仪器FTT测试仪对11种不同织物进行测试,认
为热和物理刺激同时影响织物触感。邓远文等[41]采

用FTT织物触感测试仪对砂洗前后真丝素绉缎的触

感进行测试分析,发现砂洗可改善真丝织物的抗皱性、
保形性、保暖性,使织物凉爽感、平滑度增加,总体手感

变好。

2 织物触感评价的局限性

2.1 主观评价的局限性

主观评价的局限性,一是不能排除主观因素。人

凭借感官对织物触感进行直接描述,这与检验者的经

验、爱好等有很大关系。而年龄、性别、所处环境的不

同最终评价结果也会存在一定差别。即其评价结果具

有不稳定性、差异性,无法排除主观意识的影响。二是

缺乏定量描述。主观评价是根据感官做出的主观描

述,不能进行数值量化,缺乏数据基础;因此技术交流

相对较困难,不能与现代纺织技术很好结合起来。

2.2 客观评价的局限性

目前使用仪器来客观评价织物触感的研究已取得

了不少突破性进展,但依旧有不少难题摆在眼前。织

物触感评价离不开人的主观意识,是人的主观感受对

织物风格进行的一个综合性评判;虽然织物触感测试

仪可对织物的物理量进行量化计算,但织物各项物理

量之间的内在联系错综复杂,现有的计算方法还无法

对其进行全面分析[42]。因此就是目前被普遍接受的

KES-F系统和逐渐普及的FAST系统其适用范围都

不广,无法描述所有织物的客观风格,仅局限于服装面

料的几大类型,对非织造材料的触感测试仍然是一个

空白。

3 发展趋势

不同的织物有各自的性能特点,且其应用领域都

有特定的要求。随着人们对织物的要求越来越高,对
织物的触感也有很高的要求。研究织物的触感可以加

强成品织物的质量分析,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实

物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未来有关织物触感的评价将着

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1)织物触感评价要普遍。现有织物触感评价方

法只适用于对几类服装面料进行评价,不能普遍应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不仅仅要求服装面料的触感要

好,而且其他的材料也要有很好的触感。如一次性卫

生用品纸尿裤、卫生巾等,人们对其要求也不仅仅是主

要功能要优越,在接触到皮肤的地方也要有很好的触

感。因此对用于纸尿裤和卫生巾的非织造材料其触感

也要有规范的评价方法,不能仅靠主观触摸来评价。
(2)织物触感评价要量化。将织物触感评价量化

可以使产品质量得到大家认可,同时也方便行业进行

技术交流。现在是“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的
时代,纺织行业也不能落后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

将织物触感评价量化,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3)织物触感评价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标准是

对品质和技能的共同认可。标准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

的沟通促进贸易,为社会带来价值。织物触感评价是

加入了主观感觉,是个体主观意识的体现,因此对织物

触感评价建立一个统一标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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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andApplicationDevelopmentofAloeFiber
BIANJie1,QIXiao1,LVJing-chun1,CHENJia-yi1,

CHENBing-ying1,WANGChun-xia1,ZHOUQing-qing1,2,*

(1.YanchengInstituteofTechnology,Yancheng224051,China;

2.ZhejiangSci-Tech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Preparationmethods,basicproperties,moistureandhealth-careperformanceofaloefiberwereintroduced.Productde-
velopmentandapplicationstatusofaloefiberinfunctionaltextilesweredetailed.Asanovelfunctionalfiber,aloefiberhasanexten-
siveapplicationprospect.

Keywords:aloefiber;skin-careandhealth-care;functionaltex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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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fFabricTactilityEvaluationMethod
QIJing-jing1,QIANXiao-ming1,*,FENGYan1,WANGLi-jing1,MAJi-lan2,HANLi-na2

(1.TianjinPolytechnicUniversity,Tianjin300387,China;

2.BeijingJinglanNonwovenFabricCo.,Ltd,Beijing101204,China)

  Abstract:Thesubjectiveandobjectiveevaluationmethodoffabrictactilitywereintroduced.Andsomeproblemsexistinginfabric

tactileevaluationwereproposedatpresent.Thedevelopmenttrendoffabrictactileevaluationwasalsoprospected,suchastheestab-

lishmentofthesystemevaluationsystem,quantitativetouchevaluationandtheformationofuniformstandards.

Keywords:fabrictactility;evaluatemethod;existingproblems;development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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