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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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３３３０—２００９《服装　防雨性能要求》，与ＧＢ／Ｔ２３３３０—２００９相比，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０９年版的第１章）；

———修改补充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０９年版的第２章）；

———修改了内衬的定义（见３．４，２００９年版的３．４）；

———修改了里料的名称（见３．６，２００９年版３．６）；

———修改了抗渗水性测试中水压上升速率；增加了试验用水温度（见５．１．１，２００９年版的５．１．１）；

———修改了抗渗水性测试中水洗和干洗的要求（见５．１．３．２，２００９年版的５．１．３．２）；

———修改了抗渗水性测试中磨损预处理要求（见５．１．３．３，２００９年版的５．１．３．３）；

———修改了拉伸强力试验方法（见５．３，２００９年版的５．３）；

———增加了对抗撕破强力试验试样宽度的规定（见５．４）；

———增加了对接缝强力试验取样部位的规定（见５．５）；

———修改了号型规格（见第６章，２００９年版的第６章）；

———修改了防雨标志的规定（见第７章，２００９年版的第７章）。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服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１９）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杭州天堂伞业集团有限公司、必维申美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纺织集团

检测标准有限公司、厦门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影儿时尚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高铭、龚大舒、周双喜、谭万昌、徐萍、何玲君、李建军、贺萍。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３３３０—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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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对防雨服装的面料和接缝性能提出了测定和分级要求，据此确定防雨服装所达到的防雨水

平。抗渗水性、湿阻是防雨服装的必需性能，需要进行测定并在标签上标注。

作为防雨服装最重要的性能指标，抗渗水性可在服装外层面料上进行测试。测试可在预处理前和

预处理后的织物试样和接缝部位进行。

防水材料分为具有透汽性能和不具有透汽性能两类，前者在湿阻指标较低时，可以增强汗液挥发，

有利于人体降温。优良的透汽性有利于提高人体舒适性并减轻生理疲劳，可以延长服装在特定气候条

件下的连续穿着时间（参见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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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　防雨性能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雨服装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方法、号型规格和防雨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以纺织织物为主要面料制成的，用于遮挡降水（如降雨、降雪）、雾、地面湿气的防雨

服装。

本标准不适用于年龄在１４周岁及以下的婴幼儿及儿童防雨服装。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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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３３５．１　服装号型　男子

ＧＢ／Ｔ１３３５．２　服装号型　女子

ＧＢ／Ｔ１６９０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耐液体试验方法

ＧＢ／Ｔ３９１７．２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　第２部分：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测定

ＧＢ／Ｔ４７４４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静水压法

ＧＢ／Ｔ８６２９—２０１７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ＧＢ／Ｔ１１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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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１２５８６—２００３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耐屈挠破坏性的测定

ＧＢ／Ｔ１３７７３．２　纺织品　织物及其制品的接缝拉伸性能　第２部分：抓样法接缝强力的测定

ＧＢ／Ｔ１５５５７　服装术语

ＧＢ／Ｔ１９９８１．２—２０１４　纺织品　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干洗和湿洗　第２部分：使用四氯乙烯

干洗和整烫时性能试验的程序

ＧＢ／Ｔ２００９７　防护服　一般要求

ＧＢ／Ｔ２１１９６．１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的测定　第１部分：马丁代尔耐磨试验仪

ＧＢ／Ｔ２１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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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１２９４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ＨＧ／Ｔ２５８０—２００８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的测定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５５５７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湿阻　狑犪狋犲狉狏犪狆狅狌狉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犚ｅｔ

试样两面的水蒸气压力差与垂直通过试样单位面积的蒸发热流量之比。蒸发热流量可能由扩散和

对流的一种或多种形式传递。

　　注１：湿阻犚ｅｔ以平方米帕斯卡每瓦（ｍ２·Ｐａ／Ｗ）为单位，它表示纺织品处于稳定的水蒸气压力梯度条件下，通过一

定面积的蒸发热流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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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２：改写ＧＢ／Ｔ１１０４８—２０１８，定义２．２。

３．２

抗渗水性　狑犪狋犲狉狆犲狀犲狋狉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犠ｐ

材料所承受的静水压，是水透过该材料时所遇到的阻力测量值。

　　注：抗渗水性以帕斯卡（Ｐａ）表示。

３．３

外层面料　狅狌狋犲狉狊犺犲犾犾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制作防雨服装的最外层面料。

３．４

内衬　犾犻狀犲狉

具有防水性能的衬垫物，通常位于面料和里料之间，穿着时不会外露。

３．５

保温衬　狋犺犲狉犿犪犾犾犻狀犲狉

能够提供额外隔热性能的防水夹层。

３．６

里料　犾犻狀犻狀犵

不具备防水性能的最里层的织物。

４　要求

４．１　概述

ＧＢ／Ｔ２００９７中关于人类工效学的要求适用于本标准。根据下面要求测定服装的各构成部分（参

见附录Ｂ），每一部分的单项测试如表１所示。

表１　服装材料性能测定

性　能 标准条款 外层面料 内衬或保温衬 里　料

抗渗水性

（预处理前后）
４．２

● ●

（如适合，进行组合样测试）
—

湿　阻 ４．３

● ● ●

（如适合，进行组合样测试）

拉伸强力 ４．４ ● — —

抗撕破强力 ４．５ ● — —

接缝强力 ４．６ ● — —

尺寸变化率 ４．７

● ● ●

（如适合，进行组合样测试）

　　注：“●”表示需要测试；“—”表示不需要测试。

４．２　抗渗水性

４．２．１　外层面料与所用的防水层应组合在一起按５．１测试抗渗水性，抗渗水性等级应符合表２的要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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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抗渗水性等级

等级／级 １ ２ ３

抗渗水性犠ｐ／Ｐａ

预处理前

预处理后

材　料 ≥８０００ — —

接　缝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材　料 — ≥８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注：“—”表示不需要测试。

４．２．２　不同测试项目的最低等级为试样的抗渗水性等级。

４．３　湿阻

按５．２测试时，应采用包含服装各层的试样，湿阻应符合表３的要求。

表３　湿阻等级

等级／级 １ａ ２ ３

湿阻犚ｅｔ／（ｍ
２·Ｐａ／Ｗ） 犚ｅｔ＞４０ ２０＜犚ｅｔ≤４０ 犚ｅｔ≤２０

　　
ａ １级有限制连续穿着时间，参见附录Ａ。

４．４　外层面料的拉伸强力

按５．３规定测试时，外层面料在经、纬两个方向上分别应承受的最小拉伸强力为４５０Ｎ。伸长率超

过５０％的面料不考核。

４．５　外层面料的抗撕破强力

按５．４规定测试时，外层面料在经、纬两个方向上承受的撕破强力应分别不小于１８Ｎ。

４．６　外层面料的接缝强力

按５．５规定测试时，外层面料的接缝强力应不小于２２５Ｎ。伸长率超过５０％的面料不考核。

４．７　防雨服装的尺寸变化率

按５．６和表１规定测试时，经过５次水洗或干洗后，经、纬两个方向上的尺寸变化率均不应超过

±３％。

５　检验方法

５．１　抗渗水性测试

５．１．１　概述

按ＧＢ／Ｔ４７４４规定测试，水压上升速率为（９８０±５０）Ｐａ／ｍｉｎ，试验用水温度（２０±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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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　试样数量和尺寸

５．１．２．１　试样

试样数量及测试用途如下：

ａ）　５个试样用于预处理前的面料测试；

ｂ）　５个试样用于预处理前的接缝测试；

ｃ）　５个试样用于干洗或水洗之后的面料测试；

ｄ）　４个试样用于磨损预处理后的测试；

ｅ）　４个试样用于反复屈挠预处理后的面料测试，其中２个试样用于沿经向测试，另２个试样用于

沿纬向测定；

ｆ）　４个试样用于燃油和矿物油预处理后的测试，其中２个试样用于与燃油（液体Ａ）接触，另２个

试样用于与矿物油（液体Ｆ）接触。

５．１．２．２　试样尺寸

试样按照表１的要求从各层上剪取（同时参见附录Ｂ），试样直径不少于１３０ｍｍ。

５．１．３　外层面料和内衬（或保温衬）组合样的预处理

５．１．３．１　概述

在测试抗渗水性之前，样品需要分别单独进行以下预处理。

５．１．３．２　水洗或干洗

５．１．３．２．１　如果维护标签没有禁止水洗，则“水洗”和“干燥”程序根据维护标签标示选择，按

ＧＢ／Ｔ８６２９—２０１７规定的程序进行水洗和干燥，使用Ａ型标准洗衣机。若维护标签中“水洗”或“干燥”

方法标注不完整，则采用洗涤程序４Ｎ，干燥方法采用程序 Ａ。其中，水洗循环包括水洗和干燥两个

过程。

５．１．３．２．２　如果维护标签只允许干洗，试样则按ＧＢ／Ｔ１９９８１．２—２０１４中的普通材料的干洗程序进行干

洗。若干洗时，未禁止整烫，应按照方法Ｂ整烫。

５．１．３．２．３　水洗或干洗的循环次数为５次。

５．１．３．３　磨损

５．１．３．３．１　磨损预处理应在外层面料的正面进行，但试样应是包括防水层在内的全部服装材料组合样。

５．１．３．３．２　预处理按照 ＧＢ／Ｔ２１１９６．１和ＧＢ／Ｔ２１１９６．２进行，并遵循以下规定：

ａ）　将试样装在磨台上，磨料装在试样夹具上；

ｂ）　试样承受压力：（９±０．２）ｋＰａ；

ｃ）　循环次数：外部涂层面料，２５０００次，循环１００００次后把残屑清理干净；其他面料，１０００次，循

环５００次后把残屑清理干净；

ｄ）　磨料：外部涂层面料，磨料为符合ＧＢ／Ｔ２１１９６．１规定的机织平纹毛织物；其他面料，磨料为

Ｎｏ．６００水砂纸；

ｅ）　每次预处理之后均要更换磨料。

５．１．３．４　反复屈挠

预处理应按ＧＢ／Ｔ１２５８６—２００３中的方法Ｃ（折皱屈挠法）进行，其中：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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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个试样用于经向测试，２个试样用于纬向测试；

ｂ）　循环次数：９０００次。

５．１．３．５　燃油和矿物油预处理

５．１．３．５．１　将外层面料与内衬（或防水衬）的组合试样安放在试验装置上（参见附录Ｃ），安放时应使试

样的测试表面朝上并与试验试剂直接接触。

５．１．３．５．２　试剂容器应耐腐蚀，并应密封，防止试剂挥发。

５．１．３．５．３　试验试剂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９０规定要求：

ａ）　液体Ａ：１００％异辛烷（２，２，４三甲基戊烷）；

ｂ）　液体Ｆ：测试矿物油，由体积分数８０％的直链烷烃（Ｃ１２到Ｃ１８）和体积分数２０％的１甲基萘

组成；

ｃ）　试剂量：（５０±５）ｍＬ；

ｄ）　测试温度：（２０±２）℃；

ｅ）　接触时间：６０ｍｉｎ。

５．１．３．５．４　试样从试验装置中移出后，应用吸水滤纸小心地将残留在表面的试剂吸干。清除试剂后

１０ｍｉｎ内立即进行抗渗水性能测试。

５．１．４　结果评价

记录第一滴水渗出试样时的最低水压值，单位为帕斯卡（Ｐａ）。

５．２　湿阻试验

按ＧＢ／Ｔ１１０４８规定测试。

５．３　拉伸强力试验

按ＨＧ／Ｔ２５８０—２００８中方法１（抓法试验方法）规定测试，试样应调湿后测试，移动夹头的速度为

（１００±１０）ｍｍ／ｍｉｎ。

５．４　抗撕破强力试验

按 ＧＢ／Ｔ３９１７．２ 规定测试，试样宽度为 ５０ ｍｍ，试样应调湿后测试，移动夹头的速度为

（１００±１０）ｍｍ／ｍｉｎ。

５．５　接缝强力试验

按ＧＢ／Ｔ１３７７３．２规定测试，取样部位按ＧＢ／Ｔ２１２９４相应要求执行。

５．６　尺寸变化率试验

按ＧＢ／Ｔ２００９７规定测试。

６　号型规格

６．１　号型设置按ＧＢ／Ｔ１３３５．１和ＧＢ／Ｔ１３３５．２规定。超出标准范围的号型按标准规定的分档原则

扩展。

６．２　成品主要部位规格按ＧＢ／Ｔ１３３５．１和ＧＢ／Ｔ１３３５．２有关规定自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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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防雨标志

防雨标志按ＧＢ／Ｔ２００９７规定。在服装耐久性标签上，应标明本标准编号、防雨标志图形及相关等

级（见图１）。如果湿阻为１级，级别后应附加警示：“限制连续穿着时间”（参见附录Ａ）。

图１　防雨标志图

６

犌犅／犜２３３３０—２０１９



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推荐的连续穿着时间

　　表Ａ．１推荐了服装在不同环境温度和透汽性条件下的连续穿着时间。

表犃．１　推荐的最长连续穿着时间

（由不含保温衬的茄克衫和裤子组成的套装）

工作环境温度／℃

等级／级

１

（犚ｅｔ＞４０ｍ
２·Ｐａ／Ｗ）

２

（２０ｍ２·Ｐａ／Ｗ＜犚ｅｔ≤４０ｍ
２·Ｐａ／Ｗ）

３

（犚ｅｔ≤２０ｍ
２·Ｐａ／Ｗ）

推荐最长连续穿着时间／ｍｉｎ

２５ ６０ １０５ ２０５

２０ ７５ ２５０ —

１５ １００ — —

１０ ２４０ — —

５ — — —

　　注：“—”表示连续穿着时间没有限制。

　　表Ａ．１适用于中等生理负荷犕＝１５０Ｗ／ｍ
２ 的标准人，５０％的相对湿度，风速狏ａ＝０．５ｍ／ｓ。在有

效的敞开透汽和间歇式穿着条件下，可以延长穿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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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层压纺织品和保温衬示例

　　层压纺织品和保温衬示例见图Ｂ．１～图Ｂ．４。

　　说明：

１———外层面料；

２———里料；

３———薄膜（箔，涂层）；

４———外层织物。

图犅．１　３层层压外层面料

　　说明：

１———外层面料；

２———里料（不防水）；

３———薄膜（箔，涂层）；

４———外层织物。

图犅．２　２层层压面料和里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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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１———内衬；

２———针织物；

３———薄膜；

４———里料（不防水）；

５———外层面料（不防水）。

图犅．３　里料、内衬和外层面料的组合

　　说明：

１———保温衬；

２———无纺布；

３———薄膜；

４———里料（不防水）；

５———外层面料（不防水）。

图犅．４　里料、保温衬和外层面料组合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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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单面试验接触燃油和矿物油的试验装置

　　单面试验接触燃油和矿物油的试验装置见图Ｃ．１。

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螺纹密封塞子；

２———内径为１１３ｍｍ的试剂筒；

３———试样；

４———底座（底盘）；

５———翼形螺母；

６———螺栓。

　　注：本装置为参考ＧＢ／Ｔ１６９的改进装置。

图犆．１　单面试样接触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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