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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装的舒适性》以人体、服装、环境系统为出发点，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服装舒适性及相关学
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服装舒适性的概念、人体热调节系统和热环境的基础知识、服装的热传递性能、服装
的透湿性能和透气性、服装舒适性的评价系统、服装热舒适模型、服装的动态热舒适性、服装的接触
舒适性和压力舒适性等。
《服装的舒适性》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在服装舒适性领域的研究成果，以翔实的资料和
确凿的数据，全方位地、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服装舒适性的科学知识及最新研究进展，为纺织新产品的
开发和新产品增加附加值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帮助。
　　全书既注重理论性，又注重实用性，内容丰富，结构清晰，所引用的参考资料具有权威性和实效
性，可作为服装工程和设计专业的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纺织和服装研究人员及相关工程技
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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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服装舒适性概述　　1.1　服装舒适性的定义　　服装泛指供人穿着，以起保健和装饰作
用的物品。
通常包括覆盖人体躯干、四肢、头、手、足的衣服、帽子、手套、袜子、鞋等。
有时狭义的服装也指衣服。
现代服装复杂多样，各有不同的风格和性能要求，按效用分，有生活服装、运动服装、工作服装、戏
剧服装和军用服装等。
　　服装不仅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而且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象征。
服装的主要功能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即抗御外界气温的变化，同时防止来自外界的各种危害，保护
人体。
此外服装还有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功能，如装饰功能、佩戴功能、标识功能、扮饰功能。
然而，服装的基本功能在于环境温度低时能保温，气温高时能防暑，起着气候调节的作用，保持人体
在热环境中的热平衡和热舒适状态。
　　舒适性是一个很难从正面描述的复杂而模糊的概念，它包括热和非热的成分，且与穿着场合如工
作、严峻及非严峻环境条件有关，但不舒适的感觉却能很容易地用诸如刺痛、痒、热、冷等词来描绘
，真正的舒适只存在于没有任何不舒适的因素，可广泛接受的舒适性定义为：无痛、无不舒适感觉的
一种中性状态。
具体来说，舒适性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热舒适性。
理想舒适的热湿状态，与服装的热湿传递性能和空气透过性有密切关系。
　　（2）接触舒适性。
当纺织品与皮肤接触时所引发的各种神经感觉，主要与织物的表面特性有关，包括纤维末梢粗细、织
物的密度及表面光滑度。
　　（3）压力舒适性。
纺织品允许人体自由运动、减少束缚、根据需要保持身体形状的能力。
织物蓬松度、力学性能及服装对身体的总体合身性是该舒适因子的主要因素，织物的手感性能与该因
子具有高度相关性。
　　（4）服装美观性。
服装引起眼、手、耳、鼻的主观感觉，包括衣服外观的良好状态和穿着者的愉悦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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