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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２７０４《纺织品　织物透湿性试验方法》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第１部分：吸湿法；

———第２部分：蒸发法。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２７０４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２７０４—１９９１《织物透湿量测定方法　透湿杯法》。本部分与 ＧＢ／Ｔ１２７０４—

１９９１的主要差异为：

———删除了方法Ｂ的相关条款；

———范围中“适用于各类织物，包括透湿型涂层织物”修改为“适用于厚度在１０ｍｍ以内的各类织

物，不适用于透湿率大于２９０００ｇ／（ｍ
２·２４ｈ）的织物”；

———删除了“透湿量”的定义，增加了“透湿率”、“透湿度”和“透湿系数”术语及其定义；

———对试验箱提出了具体要求，规范了透湿杯的制作材料和透湿杯组合体的质量范围；

———增加了试样的调湿；

———增加了空白试验；

———增加了ｂ）、ｃ）两组试验条件；

———规定了干燥剂吸湿总增量不得超过１０％；

———将平衡时间由原标准的０．５ｈ改为１ｈ，并规定可根据试样透湿率大小，对初始平衡时间和称

量间隔时间作相应调整；

———将“每个组合体称量时间不超过３０ｓ”改为“不超过１５ｓ”；

———增加了透湿度和透湿系数的计算公式；

———增加了附录Ａ“饱和水蒸气压与温度的关系”。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标准分会（ＳＡＣ／ＴＣ２０９／ＳＣ１）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纺标（北京）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国家纺织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章辉。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２７０４—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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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织物透湿性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吸湿法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２７０４的本部分规定了采用吸湿法测定织物透湿性的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厚度在１０ｍｍ以内的各类织物，不适用于透湿率大于２９０００ｇ／（ｍ
２·２４ｈ）的织物。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２７０４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３８２０　纺织品和纺织制品厚度的测定

ＧＢ／Ｔ６５２９　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ＧＢ／Ｔ６５２９—２００８，ＩＳＯ１３９：２００５，ＭＯＤ）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１２７０４的本部分。

３．１

　　透湿率　狑犪狋犲狉狏犪狆狅狌狉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狉犪狋犲

犠犞犜

在试样两面保持规定的温湿度条件下，规定时间内垂直通过单位面积试样的水蒸气质量，以克每平

方米小时［ｇ／（ｍ
２·ｈ）］或克每平方米２４小时［ｇ／（ｍ

２·２４ｈ）］为单位。

３．２

　　透湿度　狑犪狋犲狉狏犪狆狅狌狉狆犲狉犿犲犪狀犮犲

犠犞犘

在试样两面保持规定的温湿度条件下，单位水蒸气压差下，规定时间内垂直通过单位面积试样的

水蒸气质量，以克每平方米帕斯卡小时［ｇ／（ｍ
２·Ｐａ·ｈ）］为单位。

３．３

　　透湿系数　狑犪狋犲狉狏犪狆狅狌狉狆犲狉犿犲犪犫犻犾犻狋狔

犘犞

在试样两面保持规定的温湿度条件下，单位水蒸气压差下，单位时间内垂直透过单位厚度、单位面

积试样的水蒸气质量，以克厘米每平方厘米秒帕斯卡［ｇ·ｃｍ／（ｃｍ
２·ｓ·Ｐａ）］为单位。

４　原理

把盛有干燥剂并封以织物试样的透湿杯放置于规定温度和湿度的密封环境中，根据一定时间内透

湿杯质量的变化计算试样透湿率、透湿度和透湿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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