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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下降，保暖衣物进入销售
高峰期，面膜衣、肌底衣、速热衣……让
人眼花缭乱。自发热、远红外、石墨烯，
听上去充满“科技与狠活”。还有一些商
家宣称，保暖内衣中运用了“黑科技”，
在零下40℃穿都不会冷。

这些“黑科技”到底是真保暖，还是
智商税？

“自发热”并不能“凭空产热”
人体是其主要热源

在冬季保暖服装市场上，很多贴身
内衣标有“自发热”功能，号称服装自身
可以发热为人体供暖。

事实上，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热量
不能凭空产生。所有的“自发热”，实际
都是借助外力发热。目前，市面上的“自
发热内衣”，大部分是利用纤维吸湿发
热的原理，也就是吸收了穿衣者自身的
水分，来达到发热的功能。当纤维吸收
水分时，纤维分子中的亲水基团与水分
子结合，水分子的动能降低，转换为热
能释放出来。

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院长、材料
学博士王旭东表示，“自发热”有夸大的
成分，所有的热量都需要热源，人体是保
暖内衣的主要热源，除非服装本身带有
其他电热转换或者电热的驱动能力，否
则很难实现“自发热”。保暖内衣是更大
程度地保持和利用人体的热量，让人体
更舒适、更长时间地适应户外作业。

“石墨烯”“远红外”
专家解读保温原理

这两年，一些保暖内衣宣称含有
“远红外”“石墨烯”等科技材料，有网友
表示，每克石墨烯产品价值约1000元，
如果完全使用石墨烯制造一件保暖内
衣，保守估计成本也要上万元。因此，几
百元一条的秋衣秋裤中添加的基本都
不是真正的石墨烯。这样的说法是真的
吗？

对此，王旭东解释，网友所说的是
纯石墨烯产品，化纺里面添加的石墨烯
很有限，普遍是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五。
此外，同等质量条件下，石墨烯价格已
经下降到普通百姓可以承受的水平。

专家强调，由于添加含量较低，石
墨烯保暖内衣的成本，往往不仅取决于
石墨烯本身，更在于衣物原材料纤维的
种类，以及与石墨烯融合的制造工艺。

石墨烯是碳材料的基本结构单元，
是一种纳米材料，具有高强度、高导电
性和优异的热传导性能。石墨烯纤维可
以制造具有抗菌、除臭、防紫外线等功
能的服装。石墨烯吸收人体热量之后发
射远红外线到人体的机理，即为石墨烯
保暖内衣的工作原理。

此外，专家介绍，远红外纺织品是
一种高效的保温材料。发热原理是先吸
热，再放热。它吸收的能量有两种：

一种是环境中的能量，比如阳光中
的可见光、红外线、远红外线等；另一种
是人体自身发出的能量。远红外纤维吸
收了能量后，会将其转换成远红外线再
辐射回人体，从而实现给人体供热。

既然标有吸湿发热标准
一定限定了产品洗涤次数

专家提醒，无论什么材质，都可以通
过吸湿来发热，只是程度有所差异。在挑
选购买吸湿发热内衣时，除了要注意辨
别某些夸大宣传，选择正规渠道购买，还
要注意保暖内衣也有洗涤次数限定。

在挑选购买吸湿发热内衣时，还可
以检查商品吊牌信息，达标的保暖内衣

会在执行标准栏里明确标注：符合FZ/
T73036-2010《吸湿发热针织内衣》标
准。该项标准提出了两项关于吸湿发热
性能的指标：

最高升温值大于等于4.0℃；30分
钟内平均升温值大于等于3.0℃。

当湿度饱和之后，吸湿发热面料无
法再提供更多的热量。

王旭东表示，理论上，所有产品都有
寿命，但是既然标有吸湿发热标准，一定
是在标准内限定了产品的洗涤次数。

“加绒衣裤是用胶粘的”
这种面料是不是有毒

这两年，加绒衣裤也受到人们的追
捧，但是有网友表示，复合加绒的保暖
内衣面料是用胶粘的，不仅甲醛含量
高，而且有毒，这又是怎么回事？

对此，专家介绍，“复合”就是将两
种不同面料合在一起，是一种常见工
艺。“复合加绒”通常是将一层普通面料
与一层经过拉毛起绒处理的聚酯纤维
（即“涤纶”）面料复合形成类似珊瑚绒、
摇粒绒、羊羔绒质感的面料，“复合加
绒”的关键在于使用的胶水。面料的复
合要保证一定的柔软度，脲醛树脂、酚
醛树脂类胶水硬度高，通常不会使用。

目前市面上复合面料的黏合，多用
热熔胶和油胶两类。聚氨酯类热熔胶是
服装领域最常用的热熔胶，具有黏结强
度高、柔软弹性好、耐热耐水等优点，而
且不会释放甲醛，符合安全标准。

而一些厂家为降低成本，会选择使
用油胶，油胶是用有机溶剂溶解胶水。
虽不含甲醛，但残留的挥发性有机溶剂
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消费者可
通过气味来辨别，如衣物有刺鼻气味，
建议不要购买或直接退货。

综合央视、《扬子晚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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