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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原料 !织物组织 !性能等方面分析 比较了我国使用的四种军用体能训练服的特点 并提出了有关选用军用体能训练服

的一些建议 ∀

关键词 军用体能训练服  热湿舒适性  耐摩擦色牢度  耐晒色牢度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2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军服的款式 !面料质

地等有了较大的改变 ∀有关军人跑步 !体育活动等

体能训练时穿用的服装 被称为军用体能训练服 我

国已使用了四代产品 ∀这四代产品的简况见表  ∀
表 1  我国使用的四代军用体能训练服简况

序号 使用时间 色  别 原  料 组  织 面密度Π

 年以前 绿色 !蓝色 !白色 !蓝白间条  ∗ ¬棉纱 纬平针  ∗ 

  ∗ 年 绿色 !天蓝色 !白色
面纱 1¬精梳棉纱 地纱 1 ¬

孔细特丙纶长丝
纬平针添纱 左右

  ∗ 年 绿色 !天蓝色 !白色 1¬孔五叶形涤纶长丝 纬平针 左右

 年开始 由绿 !黄 !棕 !黑色等组成的迷彩色
面纱 1¬ 孔五叶形涤纶长丝 

地纱 根 1¬孔细特丙纶长丝
单珠地添纱 左右

1  四种军用体能训练服的热湿舒适性比较

第一种 棉纤维具有良好的吸湿性 在  和

 相对湿度条件下 它吸收水分的能力分别为

1 和   而且棉纤维吸湿后滞留水分的能力

特别大 在  和  相对湿度条件下 它滞留水

分量分别达到  和  
≈ ∀人体是一个温度为

 ε 左右的恒温热源 运动时体内会产生过量的热 

其  以上是通过皮肤排出 ∀人体运动时 人体释

放的热量以热湿汗气的形式出现 如穿用纯棉服装 

棉纤维吸湿后膨胀 很快地会堵塞热湿汗气排出的

通道 人体会感到很不舒服 因此 纯棉军用体能训

练服的热湿舒适性是很差的 ∀

第二种 外层为棉纤维 里层为不吸湿但对热湿

汗气疏导性好的细特丙纶纤维 ∀运动时穿着 人体

排出的热湿汗气可通过细特丙纶纤维的毛细管效应

被输送到外层的吸湿性棉纤维中 再散发到大气中

去 ∀同时 棉纤维的吸湿性 能加强细特丙纶纤维的

毛细管效应 ∀这种体能训练服具有良好的热湿舒适

性 经仪器测试和军队穿用 均证实了这一点≈ ∀

第三种 由五叶形涤纶长丝编织形成 与普通涤

纶长丝相比 具有较好的毛细管效应 因此 该服装

的热湿舒适性应较纯棉的为好 ∀

第四种 外层为五叶形涤纶纤维 里层为细特丙

纶纤维 穿着时人体排出的热湿汗气可通过细特丙

纶纤维的毛细管效应 被输送到外层五叶形涤纶长

丝的空隙中 再通过五叶形涤纶长丝的毛细管效应 

被散发到大气中去 ∀

在相同环境条件下 使用烧杯法 对这四种军用

体能训练服面料的透热湿率Π# 进行测试 ∀

透热湿率越大 面料的导热排湿性能越好 即热湿舒

适性越好 ∀测试结果见表 所示 ∀
表 2  透热湿率测试结果

序号    

透热湿率Π#         

  注 根据公式 Η  Π  ΠΠτ# Σ 计算透热湿率 ΗΠ#

  ∀式中 Π  Π为两次杯中水重称重的重量差 精确到

1Σ 为试样覆盖烧杯口的有效面积  本试验为 1

 τ为两次杯中水重称重的间隔时间 本试验为  ∀

  由表 可知 这四种军用体能训练服热湿舒适

性的程序为第二种 !第四种 !第三种 !第一种 ∀

必须指出 军用体能训练服穿用时的热湿舒适

情况 除了与面料有关外 还与穿用的气候环境状况

有关 ∀根据原料的性能和织物结构状态分析 热湿

汗气的传送 第二种是单向的 由里层向外层传送 

第三和第四种是双向的 因此 在相对湿度较大约

 以上的环境下穿用 第三和第四种的导热排湿

性能可能会降低 在相对湿度很大约  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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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穿用 这四种军用体能训练服的导热排湿情

况均会有很大程度的降低 即使热湿舒适性最好的

第二种 由于外层棉纤维吸收外界的潮气后膨胀会

堵住向外界输送热湿汗气的通道 ∀

2  四种军用体能训练服穿用时与皮肤接触

的状况比较

  第二和第四种 里层均为细特丙纶纤维 单纤维

细而柔软 与皮肤接触较舒服 出汗后不会粘贴在身

上 并且丙纶纤维具有不怕酸 !不怕碱的特点 在一

定时间约  内贴身穿用不会滋生细菌 卫生性

能好 ∀第三种 由 孔 1 ¬五叶形涤纶长丝

编织形成 由于单纤维较粗 贴身穿用 有类似于粗

糙感的不舒服感觉 ∀第一种 运动时贴身穿用 出汗

后棉纤维滞留水分 紧贴在皮肤上会产生不舒服的

感觉 ∀

3  四种军用体能训练服的染色牢度比较

采用合理的染色工艺 选用合适的染料和助剂 

四种军用体能训练服均能获得较好的耐水洗色牢度

和耐皂洗色牢度达 级或  ∗ 级 ∀第一和第二

种 采用棉纤维染色 存在着耐摩擦色牢度和耐晒色

牢度差的问题 这是世界上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第

三和第四种 对涤纶纤维进行染色和印花 耐摩擦色

牢度和耐晒色牢度均较好 ∀

我国军费很紧 每年每个战士发 件体能训练

服 洗涤和干燥条件又差 穿后用手搓洗 洗后在太

阳光下曝晒 ∀自然 对于第一和第二种 过不了多长

时间 衣服上的颜色基本上快褪完了 这是后来我国

军队改用第三和第四种的原因 ∀据考察人员回国介

绍 自 年以来 意大利 !英国等国军队的体能训

练服开始使用第二种面料 与我国不同的是 里层材

料不用细特丙纶长丝 而使用细特丙纶短纤纱 ∀他

们的外观不如我国的平整和漂亮 面密度也较我国

的大 但导热排湿性比我国的好 ∀他们也存在耐摩

擦色牢度和耐晒色牢度差的问题 ∀

对于第一 !二 !三种 服装的色彩以素色为主 而

第四种为迷彩色 具有保护功能 ∀

4  四种军用体能训练服的生产状况比较

第一和第三种 分别使用棉纱和五叶形涤纶长

丝进行纬平针编织 编织情况较简单 ∀第二和第四

种 分别采用两种纱线进行单面纬编添纱编织 如采

用传统理论和方法 易产生地纱露底问题 在大筒径

圆纬机上应采用新型大筒径单面纬编添纱编织理论

和方法进行编织 可有效地解决地纱露底问题 ∀第

四种与第二种相比 后者为纬平针添纱编织 织机上

所有织针处同一种纱线的张力和喂入量相同 并且

作为面纱的 1¬棉纱与作为地纱的 1¬细

特丙纶长丝的粗度比符合 1Β的要求 棉纱能有

效地覆盖细特丙纶长丝≈ ∀而前者为单珠地添纱编

织 同时存在平针编织和集圈编织横列 纱线张力和

喂入量较难控制 并且 1 ¬五叶形涤纶长丝

体积密度为 1 Π
为面纱与 根 1⁄细旦

丙纶长丝体积密度为 1 Π
为地纱的粗度比

约为 1Β 不符合 1Β的要求 尽管采用了多层

添纱编织的新方法 在织物面密度要求为  Π

的条件下 面纱覆盖地纱的难度很大 经过试验 面

密度增加为  Π 时 地纱露底能有效地消除 ∀

在染整方面 第二 !三 !四种均利用纱线的毛细

管效应来提高织物的热湿舒适性 ∀因此 在柔软等

整理加工时必须选用不会把纤维间毛细管堵塞的

助剂 ∀

5  结  论

1四种军用体能训练服热湿舒适性的好坏程

序为第二种 !第四种 !第三种 !第一种 ∀

1在我国军费较充足 !军营服装洗涤和干燥条

件获得改善的条件下 进行迷彩印花的第二类产品

为合适的军用体能训练服 ∀我国化纤和纺纱行业 

应加强丙纶 !涤纶等细特短纤纱的开发 以更好地适

应军用和民用的需要 ∀

1我国目前使用的第四种军用体能训练服 应

在使用的纱线粗细 !采用的织物结构和面密度等工

艺参数上进行改进 以降低原料损耗和提高产品质

量 ∀例如现有的原料规格和织物结构不变 面密度

应调整为  Π ∀

参 考 文 献

  孙  锋 人造纤维针织物衣着的生理优势译文 湖北纺织 

  ∗  

  孙  锋等 军用体能训练服针织面料的研究 针织工业 

  ∗  

  ≥∏ ƒ ×2⁄∏ 2

  ƒ   ≥ ∏  ≤

×¬ √∞∞   ∗  

年  第 期 纺织学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