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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11048—2008《纺织品 生理舒适性 稳态条件下热阻和湿阻的测定》,与

GB/T11048—2008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修改为“纺织品 生理舒适性 稳态条件下热阻和湿阻的测定(蒸发热板法)”;
———删除了第1章范围中对A型、B型仪器的描述(2008年版的第1章);
———删除了第2章“克罗值”、“热导率”的术语和定义(2008年版的2.5、2.6);
———删除了第3章符号和单位中“k热导率”、“d材料的厚度”(2008年版的第3章);
———删除了原标准中B型仪器-静态平板法及其相关条款(2008年版的5.2、8.2);
———删除了原图3热护环及底板示意图(2008年版的图3);
———删除了7.5其他指标的计算(2008年版的7.5);
———增加了附录D易于膨胀的试样的放置(见附录D)。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1092:2014《纺织品 生理舒适性 稳态条件下热阻和湿阻

的测定(蒸发热板法)》。
本标准与ISO11092:2014的技术性差异如下:
———将国际标准第1章中对范围的补充说明调整为“注”;
———在第7章的有关计算中增加了“结果保留3位有效数字”;
———增加了附录C“仪器的核查”,将ISO11092:2014中附录C顺延调整为附录D。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9)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大荣纺织仪器有限公司、宁波纺织仪

器厂、厦门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温州方圆仪器有限公司、晋江中纺标检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任鹤宁、王宝军、龚迎秋、于龙、肖顶、郭小强、张孟胜、李苏、胡君伟、谭万昌、

朱克传。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1048—1989、GB/T1104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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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纺织材料的生理舒适性能包括了热和湿传递的复杂组合。每一个过程都可能单独发生,也有可能

同时发生。他们与时间有关系,而且应考虑稳态和非稳态的情况。
热阻是辐射、传导、对流的热传递作用相结合的最终结果,它的值取决于其中每一个值对热传递的

贡献。虽然热阻是纺织材料的一个固有的特性,但由于受周围环境辐射热传递等因素的影响,它的测定

值会随着测试环境的不同而变化。
有多种方法可以用来测定织物的热湿的性能,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都与其他的方法有所不同,其结

果取决于所设定的条件。
本标准中所描述的蒸发热板(通常把其称作“皮肤模型”)是用来模拟贴近人体皮肤发生的热和湿的

传递过程。测试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进行,这两个过程可能单独发生,也可能同时发生。用这台仪器测

定传递性能,能够在稳态和非稳态状态下模拟不同的穿着和不同的环境状态,在本标准中仅仅采用了稳

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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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生理舒适性 稳态条件下
热阻和湿阻的测定(蒸发热板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稳态条件下纺织品生理舒适性的热阻和湿阻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纺织织物及其制品,涂层织物、皮革以及多层复合材料等可参照执行。
注1:本标准测定技术的应用受到热阻和湿阻最大测定范围的影响,这两个最大值取决于所用仪器的尺寸和结构性

能(例如,适用于本标准的仪器热阻和湿阻测定范围一般不小于2m2·K/W 和700m2·Pa/W)。

注2:在本标准中所采用的试验环境不代表特定的舒适性环境,也没有给出舒适性的性能要求。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热阻 thermalresistance
Rct

试样两面的温差与垂直通过试样的单位面积热流量之比。
注1:该干热流量可能包括传导、对流、辐射中的一种或多种形式。

注2:热阻Rct以平方米开尔文每瓦(m2·K/W)为单位。

2.2
湿阻 water-vapourresistance
Ret

试样两面的水蒸气压力差与垂直通过试样的单位面积蒸发热流量之比。
注1:蒸发热流量可能由扩散和对流形成。

注2:湿阻Ret以平方米帕斯卡每瓦(m2·Pa/W)为单位。

2.3
透湿指数 water-vapourpermeabilityindex
imt

热阻与湿阻的比值,由式(1)计算:

imt=
S×Rct

Ret
…………………………(1)

  式中:

S=60Pa/K。
注:imt为无量纲,其值介于0和1之间。imt=0意味着材料完全不透湿,有极大的湿阻;imt=1意味着材料与同样

厚度的空气层具有相同的热阻和湿阻。

2.4
透湿度 water-vapourpermeability
Wd

由材料的湿阻和温度所决定的特性,由式(2)计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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