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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长三角非织造材料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上海长三角非织造材料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版权归上海长三角非织造材料工业协会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本文件的任何

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发行、改编、翻译、汇编或将本文件用于其他任

何商业目的。



闪蒸法非织造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闪蒸法非织造布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闪蒸纺丝成网方法制造的纤维网，经一种或多种技术固结而成的非织

造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979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GB/T 455 纸和纸张撕裂度的测定

GB/T 1543 纸和纸板 不透明度（纸背衬）的测定（漫反射法）

GB/T 3917.3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 第 3部分：梯形试样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4744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静水压法

GB/T 4745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12703.4 纺织品 静电性能的评定 第 4部分：电阻率

GB/T 12704.1 纺织品 织物透湿性试验方法 第 1部分：吸湿法

GB/T 19976 纺织品 顶破强力的测定 钢球法

GB/T 21196.2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的测定 第 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定

GB/T 22363 纸和纸板 粗糙度的测定（空气泄露法） 本特生法和印刷表面法

GB/T 24218.1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 1部分：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GB/T 24218.2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 2部分：厚度的测定

GB/T 24218.3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 3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

样法）

GB/T 24218.15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 15部分：透气性的测定

YY/T 0506.5 病人、医护人员和器械用手术单、手术衣和洁净服 第 5 部分：阻干态微

生物穿透实验方法

YY/T 0506.6 病人、医护人员和器械用手术单、手术衣和洁净服 第 6 部分：阻湿态微

生物穿透实验方法



FZ/T 01085 热熔粘合衬布剥离强力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无需术语定义。

4 产品分类

按产品根据外观触感的不同，将闪蒸法非织造布分为纸张样的“硬结构”产品和布样的

“软结构”产品。硬结构材料主要应用于印刷性、塑形性、耐磨性要求高的场景，如无菌医

疗包装、建筑围护、印刷、工业包装、信封与封套等领域；软结构材料应用于对阻隔性、舒

适性及透气性要求高的产品，如医用防护服、生化防护服、化学品防护服、车衣、喷漆设备

防护罩、装饰礼品袋等领域。

5 技术要求

5.1 硬结构产品的内在质量应符合表1的技术要求。

表1 硬结构产品内在质量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不透明度（%） ≥80
2 表面粗糙度（μm） ≤4.8
3 厚度（mm） ≥0.15
4 单位面积质量（g/m2） ≥50
5 单位面积质量偏差率（%） ±6
6 剥离强力（N） ≥1
7 顶破强力（N） ≥400
8 纵向断裂强力（N） ≥260
9 横向断裂强力（N） ≥250
10 纵向撕裂强力（N） ≥15
11 横向撕裂强力（N） ≥13
12 耐磨性（C/12 kPa） ≥11000
13 透湿量（g/(m2·d)） ≥2000
14 透气率（mm/s） ≥5
15 抗渗水性（kPa） ≥10



5.2 硬结构产品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2的技术要求。

表2 硬结构产品外观质量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异常气味 不允许

2 昆虫、灰尘和金属粉末等非正常物质 不允许

3 面积大于4 mm2的孔 不允许

4 同批色差（级） 4~5
5 卷边不良（cm/100 m） ≤10
6 污渍疵点（cm2/100 m） ≤10

5.3 软结构产品的内在质量应符合表3的技术要求。

表3 软结构产品内在质量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厚度（mm） ≥0.13
2 单位面积质量（g/m2） ≥40
3 单位面积质量偏差率（%） ±6
4 剥离强力（N） ≥0.58
5 顶破强力（N） ≥200
6 纵向断裂强力（N） ≥65
7 横向断裂强力（N） ≥60
8 纵向撕裂强力（N） ≥20
9 横向撕裂强力（N） ≥16
10 透湿量（g/(m2·d)） ≥2000
11 透气率（mm/s） ≥5

5.4 软结构产品用于防护服的内在质量应符合表4的技术要求。

表4 软结构产品用于防护服的内在质量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表面抗湿性（级） ≥3
2 抗渗水性（kPa） ≥10
3 抗静电性（表面电阻率）（Ω） ≤1×1012

3 抗合成血液穿透性（级） ≥2
4 阻微生物穿透-干态a（CFU） ≤300
5 阻微生物穿透-湿态b（IB） ≥2.8

a 实验条件：挑战菌浓度为108 CFU/g滑石粉，振动时间为30 min。
b 本文件中IB为6.0时，意味着无穿透。采用YY/T 0506.6实验时，在95%置信水平处的IB的最小显著差

异为0.98.这是区分两个材料之间有所不同的最小差异。≤IB的材料变动可能无差异；而＞0.98 IB则可

能有差异。



5.5 软结构产品用于防护服的微生物指标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5 软结构产品微生物指标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细菌菌落总数（CFU/g） ≤200
2 真菌菌落总数（CFU/g） ≤100
3 致病性化浓菌a 不得检出

4 大肠杆菌 不得检出

a 致病性化浓菌指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与溶血性链球菌。

5.6 软结构产品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6的技术要求。

表6 软结构产品外观质量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豁边、切边不良（cm/100 m） ≤60

2 卷边不良（cm/100 m） ≤200

3 污渍、色斑（4 mm2~50 mm2）/（个/100 m） ≤10

4 同批色差（级） 4~5
5 异常气味 不允许

6 破损疵点 不允许

6 试验方法

6.1 厚度

按 GB/T 24218.2规定执行。

6.2 单位面积质量和单位面积质量偏差率

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按 GB/T 24218.1 规定执行；单位面积质量偏差率按式（1）计算，

计算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式中：

G—单位面积质量偏差率，%；

G1—单位面积质量实测值，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G0—单位面积质量标称值，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6.3 剥离强力

按 FZ/T 01085规定执行。

6.4 不透明度

按 GB/T 1543规定执行。

6.5表面粗糙度

按 GB/T 22363规定执行。

6.6 顶破强力

按 GB/T 19976规定执行，钢球直径是 38mm。

6.7 断裂强力

按 GB/T 24218.3规定执行。

6.8 撕裂强力

硬结构产品按 GB/T 455规定执行；软结构产品按 GB/T 3917.3规定执行。

6.9 耐磨性

按 GB/T 21196.2规定执行。

6.10 透湿量

按 GB/T 12704.1规定执行。

6.11 透气率

按 GB/T 24218.15规定执行。

6.12 表面抗湿性

按 GB/T 4745规定执行。

6.13 抗渗水性

按 GB/T 4744规定执行。

6.14 抗静电性

按 GB/T 12703.4规定执行。

6.15 阻微生物穿透-干态

按 YY/T 0506.5规定执行。

6.16 阻微生物穿透-湿态

按 YY/T 0506.6规定执行。

6.17 微生物指标

按 GB 15979规定执行。

6.18 异常气味

异常气味的检测采用嗅觉法，操作者应是经过训练和考核的专业人员。检测应在洁净的

无异常气味的环境中进行。操作者洗净双手后戴手套，双手拿起样品靠近鼻孔，仔细嗅闻样

品所带有的气味，如检测出有霉味、高沸程石油味（如汽油、煤油味）、化学气味等中的一

种或几种，则判为“有异味”，并记录异味类别。否则判为“无异味”。



应有 2人独立检测，并以 2人一致的结果为样品检测结果。如 2人检测结果不一致，则

增加 1人检测，最终以 2人一致的结果为样品检测结果。

6.19 外观检验

采用目测方法检验。检验光线以正常北光为准，如以日光灯照明时，照度不低于 400 lx；

一般检验产品正面，若疵点涉及两面时，以严重一面为准。

7 检验规则

7.1 取样

7.1.1 按交货批号的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产品作为检验批。从中按照表 7规定随机抽取相

应数量的卷数。

表 7 取样卷数

一批的卷数 批样的最少卷数

≤25 2
26~150 3
≥151 5

7.1.2 内在质量的测定应从批样的每一卷中距卷头至少 1m以上处剪取，样品尺寸应满足试

验要求。

7.2 结果判定

7.2.1 内在质量的判定

内在质量按所抽取样品的测试结果作为该批的指标，各项指标均符合表 1或表 3、表 4

要求，则判定该批产品内在质量合格，否则从该批中按表 7规定重新取样，对不符合项目进

行复验。如果复验结果符合要求，则判该批产品的内在质量合格；如果复验结果仍不合格，

则判该批产品内在质量不合格。

7.2.2 微生物指标的判定

对于闪蒸法非织造布，一批产品一次测试结果如符合表 5 的要求，则该批产品微生物指

标合格。如有不合格项时，从该批中按表 7规定重新取样对不符合项目进行复检。如果复检

结果符合表 5的要求，则该批产品的微生物指标合格；如果复检结果仍不符合要求，则该批

产品微生物指标不合格。

7.2.3 外观质量的判定

外观质量的检验，按表 2 或表 6 对抽取的每卷产品进行评定，如果所有卷均符合表 2

或表 6要求，则判该批外观质量合格。否则从该批中按表 6规定重新取样进行复验。如果复



验结果符合表 2或表 6要求，则判该批产品的外观质量合格；如果复验结果仍不合格，则判

该批产品的外观质量不合格。

7.2.4 结果判定

按 7.2.1、7.2.2和 7.2.3判定均合格，则该批产品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每个包装单元应附有标志内容或条形码，其包括内容有：制造商名称和地址、产品名称、

生产批号、产品规格（单位面积质量、幅宽、卷及颜色等）、卷重、卷号等。

8.2 包装

包装材料采用塑料薄膜或者收缩膜，包装应保证产品质量不易损坏，便于运输。

8.3 运输

运输时应避光、防水、防潮、防污染、防破损和防挤压。

8.4 贮存

贮存时应放于通风、干燥、避光和清洁的仓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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