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保健协会《抗病毒功能纺织品》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和流行，使得市场对抗病毒功能纺织品需

求大幅增加，对抗病毒纺织品的要求也愈加迫切。为规范抗病毒纺织品在

防疫常态化下有序发展，确保其产品各项性能指标达到相关抗病毒活性标

准要求，为防疫工作提供高效的防护用品，2020 年 8 月 17 日，中国保健协

会发布了关于批准《抗病毒功能纺织品》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的公告，标准

牵头单位为：愉悦家纺有限公司、中国保健协会健康纺织分会、中国保健

协会行业认证分会。 

2．主要工作过程 

（1）2020 年 9 月 24 日，中国保健协会健康纺织分会组织召开了《抗

病毒功能纺织品》团体标准制定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成立标准起草组，

并对标准的范围、分类、要求等进行讨论。 

（2）2020 年 10 月，标准起草组对国内外抗病毒产品和技术的现状与发

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和检索了国内外抗病毒技术资料，并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在此基础上形成《抗病毒功能纺织品》标准草

稿。 

（3）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起草组陆续组织愉悦家纺有限公司、浙江肤

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嘉兴中芯纳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永信非织造材料

有限公司、杭州高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微纳卫康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金海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康溢臣生命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在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

中心按照标准草稿指标要求进行了样品的检测。 

（4）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2月，标准起草组对送检的样品检测结果进行

了汇总，此外，根据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对疫情以来企业送检的上百个样



品的检测样品的数据进行分析汇总后，经过起草组数次研讨后，完成了标准征求

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本文件由愉悦家纺有限公司、滨州欣悦康复医院有限公司、山东如悦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爱慕股份有限公司、华盛爽朗纺织品（北京）有限公司、浙江肤素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高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永信非织造材料有限公司、杭州微纳卫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嘉兴中芯纳米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东莞市大成过滤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康溢臣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山东省疾病预防中心

病毒所、中国保健协会行业认证分会、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负

责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小保、吕世静、周邦勇、许东东、许海坡、李妍、姚

芩、黎玉莲、张丽丽、危宏平、郑苏江、寇增强、刘曰兴、王玉平、李付杰、张

克甲、梁晓风、方招祥、陈琛、冯叶飞、刘双营、朱宝库、赵兴雷、李翠萍、黄

惠标。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制订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

行本文件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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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标准的主要内容及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抗病毒功能纺织品标准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抗病毒功能纺织品判定、检验规则、标志和包装、运输和贮存

等部分构成。 



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抗病毒功能纺织品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抗病毒功能纺织品判定、检验规则、标志和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抗病毒功能的各类纺织材料及其相关制品。 

本文件不适用于 3 周岁及以下的婴幼儿纺织品。 

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举了本文件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名称和标准号。 

2.3 术语和定义 

对 “抗病毒”、“抗病毒功能纺织品”等进行了定义。 

“病毒”直接引用《微生物学名词》（第二版）定义。 

ISO 18184：201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4 技术要求 

2.4.1一般要求 

抗病毒功能纺织品的内在质量、外观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纺织品标准要求。 

2.4.2安全性要求 

2.4.2.1 抗病毒纺织品应符合GB 18401和GB 31701等相关纺织品产品标准

的安全性要求，且不应使用抗病毒纺织品制作3周岁以内婴幼儿的用品。 

2.4.2.2 除符合2.4.2.1的要求外，抗病毒功能纺织品安全性应还符合表1

要求。 

表1  安全性毒理学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 

1 多次完整皮肤刺激试验 无刺激性 

2 皮肤变态反应试验 阴性 

3 阴道黏膜刺激试验 无刺激 



4 基因突变试验 阴性 

5 染色体畸变试验 阴性 

注：1.与皮肤接触的产品应测试序号为 1、2、4、5 的项目。 

2.与黏膜接触的产品应测试序号为 3、4、5 的项目。 

3.基因突变试验检测任意一项符合要求即可。 

2.4.3抗病毒性能要求 

2.4..3.1 试验病毒 

a）包膜病毒：甲型流感病毒H1N1(ATCC VR1469)或H3N2(ATCC VR1679)； 

b）非包膜病毒：肠道病毒EV71(ATCC VR1432)。 

2.4.3.2抗病毒性能要求 

抗病毒性能级别应符合表2要求。 

表 2  抗病毒性能级别指标要求 

类别 
抗病毒

级别 

洗涤次

数 

甲型流感病毒（H1N1

或 H3N2） 

肠道病毒（EV71） 

抗病毒活性值（作用时

间：2h） 

抗病毒活性值（作用时

间：2h） 

非一次

性使用

纺织品 

I 级 
洗前 ≥3.0 ≥2.0 

洗后 ≥2.0 ≥1.5 

II 级 
洗前 ≥2.0 ≥1.5 

洗后 ≥2.0 ≥1.5 

一次性

使用纺

织品 

I 级 0 ≥3.0 ≥2.0 

II 级 0 ≥2.0 
≥1.5 

注：1.根据产品用途亦可增加病毒种类。 

2.洗涤次数根据纺织品材料属性及用途选择确定 5 次、10 次、20 次或 50 次。 

2.5方法验证 



2.5.1抗病毒性能测试方法 

本文件主要参照ISO 18184:2019 纺织品抗病毒性能试验方法进行。参照ISO 

标准编制时主要技术修订如下： 

（1）测试病毒 

ISO 18184:2019对测试病毒株的规定要求，举例使用流感病毒H3N2（ATCC 

VR-1679）和猫杯状病毒F-9 ATCC VR-782。依据病毒特性和人体病毒流行实际情

况，本文件采用流感病毒H3N2，使用肠道病毒EV71代替猫杯状病毒，宿主细胞同

时修改为Vero细胞。 

（2）增加了洗涤试验 

若样品需要洗涤，按FZ/T 73023-2006 附录C规定的方法进行洗涤，洗涤后

烘干或自然干燥后室温放置24 h，然后按ISO 18184:2019进行抗病毒性能试验。 

2.5.2 抗病毒测试方法验证 

起草单位检测人员依据标准草案进行了方法验证试验，以考核实验方法的可

靠性，经过实验证明不同的检测人员对同一样品测试结果的重复性较好。同时实

验室人员对相同样品在不同时间进行重复性检测，检测结果表明重复性较好。 

2.5.3 产品抗病毒性能指标及验证 

对参编企业的抗病毒功能纺织品进行征集，同时也对其他单位委托的抗病毒

功能纺织品的 115 个样品的试验结果进行了统计，获得抗病毒测试结果。从结果

看出，抗病毒性能达到Ⅰ级的为 29.57%，达到Ⅱ级的为 61.74%，因此，本文件

制定的抗病毒性能指标符合目前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制定指标是合理和科学的。 

三、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没有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在全球进入新冠肺炎防疫的常态化形势下，催生了抑制病毒活性功能的纺织

品的出现，加快了研发进程，相关产品已经涉及多个品类如家纺，针织内衣，防

护用品，滤材等，我国目前有关纺织品抗病毒活性的产品标准上尚属空白，为此



制定有关纺织抗病毒产品标准势在必行。该标准的制定有助于抗病毒功能纺织品

健康有序发展，为人们正确消费抗病毒纺织品提供依据。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行

业科学发展、规范化管理、促进产品的市场化及国际化。 

五、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文件抗病毒性能检测方法借鉴并引用了国际标准 ISO 18184。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为中国保健协会团体标准，属于自愿性标准，供社会

和会员自愿采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批准发布 1个月后实施。 

建议本文件由中国保健协会及中国保健协会健康纺织分会组织宣贯实施。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