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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由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协会提出，2022 年 11 月份下达了标准

制修订项目计划《防切割服》（计划编号：2022-11-102）。 

（二） 标准制定的目的、意义 

防切割服是具有防切割以及防护磨损、撕裂、穿刺等一种

或多种机械危害的防护服装。应用行业和场景非常广泛：建筑

与装修行业的工人在切割金属、玻璃等材料时，容易受到飞溅

的碎片或锐器的伤害，防割服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防护；装修

工人在处理锋利材料或进行高风险作业时，防割服也是重要的

防护装备；汽车制造、钢铁加工、玻璃制造等行业，工人在操

作过程中常接触到锋利的金属部件或工具，防割服能降低他们

受伤的风险。特别是金属切割、冲压等高风险岗位，防割服几

乎成为必备的防护用品；摩托车赛车手在比赛中也可能穿戴防

割服，以提供额外的身体保护。 

警察、巡警、狱警等公安执法人员，高风险场所保安人员，

公共服务人员如出租车司机、长途客车司机等，在面对可能发

生的突发事件时，防割服也能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野外探险

家、登山向导等在高风险环境中工作时，防割服也是重要的防

护装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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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市场对防切割产品销量和收入

呈增长趋势。随着各领域应用的需求，防割服市场发展也面临

巨大机遇和挑战。 

在市场竞争方面，防割服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市场正面临

着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防割服无标准，导致防割服无有效第

三方报告，客户对防护性能的质疑，致使防割服质量参差不齐。

该团体标准的制定可以填补标准的空白。 

（三） 标准起草单位 

常州科旭、通标（上海）、恒辉安防、星宇呈阳、浙江嘉云、

嘉兴泓盾、陕西帛宇等行业相关企业、检测机构参与了标准的

起草。 

（四） 标准编制过程 

2024 年 4 月，协会提出成立标准起草组，商议工作安排与分

工。 

2024 年 5月，起草组完成标准初稿。 

2024 年 6月，在常州科旭纺织有限公司召开第一次审稿讨论

会，形成标准讨论稿。 

2024 年 9月，起草组召开线上讨论会，并对讨论稿进行修改，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12 月 26 日-2025 年 1 月 25 日，面向社会、行业征

求意见。 

（五） 标准的先进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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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有的标准体系中，对于防切割服的性能指标和测

试方法没有标准进行规范，该团体标准的制定在行业内具有创

新性，填补了空白。 

标准参考国内外强制标准中的测试方法，与世界接轨。同

时兼顾到具有除防切割功能之外多种防护功能融为一体服装是

市场发展趋势，在标准中针对其他防护功能也给出了参考测试

方法和标准，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 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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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协

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坚持严格要求与行业适宜性、可操

作性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制定标准的适用范围、技术参数、试

验方法。在技术指标方面宽严得当，既能适应实际生产，又能

体现产品特性，体现技术进步要求。并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

考虑产品的生产工艺特点和产品特性，兼顾市场实际需求。 

（二） 主要内容论据 

标准主要内容由以下部分组成：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设计要求、材料性能要求、成品要求、试验方法、

标识和使用说明。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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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防切割产品的设计要求、材料性能要求、成

品和缝制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和使用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防切割以及防护磨损、撕裂、穿刺等一

种或多种机械危害的防切割服以及防切割辅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标准引用如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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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说明：结合产品功能对“防切割服”和“防切割辅件”给出定

义。 

4. 设计要求 

说明：防护性服装的设计以确保防护功能为主，不能有对穿戴

者产生二次伤害的潜在危险。在保证防护功能的同时，尽可能

兼顾通风透气等舒适性，提供缓解长时间工作出汗过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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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产品号型按照已有国家推荐标准 GB/T 13640。 

 

5. 材料性能要求 

说明：材料性能要求包括基本要求和防护性要求。“基本要求”

是防切割服和防切割辅件作为一件纺织产品，其主要的面料和

里料需要满足的基本理化指标。甲醛、pH 值、可分解致癌芳香

胺染料、异味参考 GB 18401《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中 B 类和 C类要求；色牢度指标结合防切割材料的材质特点，

提出了高于 GB 18401 的要求。参考 GB/T 20097《防护服 一般

要求》纳入了材料的“尺寸变化率”指标，限值参考 ISO 13688 

《防护服 一般要求》。为了确保防护服在工作过程中能耐受一

定程度的外力拉扯和耐用性，根据特点纳入“机织物拉伸断裂

强力”和“针织面料胀破强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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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防切割等其他机械作用是防切割服的重要指标。参数指

标参考GB 24541《手部防护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说明：如防切割服同时兼具其他防护功能，需要满足相应国标

标准的要求。 

6. 成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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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成品要求从缝制和外观上需要满足整洁、无明显色差等

要求。 

 

说明：成品性能要求水洗尺寸变化率和接缝强力。在材料已有

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价制成品的性能。机织服装参考国家

标准阻燃服的尺寸变化率限值要求。针织服装要求和面料保持

同样的尺寸变化率限值。 

7. 试验方法 

结合产品多次性使用特点，如无特殊说明，第 5章注明“洗

后”指测试前应按本条所规定的方法进行洗涤。优先按照制造

商和产品使用说明中的推荐的清洗方法和程序进行清洗和干

燥。 

具体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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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均采用已有国家强制或推荐性标准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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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识和使用说明 

说明：从永久标识、合格证、包装、使用说明四个方面提出要

求。详细规定各项中应具备的详细信息。 

三、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预期达到的效果 

1. 产业化情况 

防割服作为特种防护装备，其产业化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

稳步发展的态势。防割服按使用材料不同大体分为 3 类，第一

类是针织结构，第二类是金属丝网结构，第三类用多层机织物

或无纺布组合或复合在一起。随着材料科学的进步和制造工艺

的提升，防割服不仅具备优异的防割性能，还越来越注重透气

性、轻量化和舒适度，以适应长时间穿戴的需求。全球范围内，

多家知名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质量、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具有

显著优势，在防割服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这些企业分布在北美、

欧洲、亚太等多个地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产网络和供应链

体系。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对防切割服的需求有所提升。 

近年来，中国市场的防切割产品销量和收入呈增长趋势。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出台了一系列

相关政策法规，推动防切割等特种防护装备的发展和应用。 

2. 推广应用 

(1) 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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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行业需求增长：随着全球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持续发

展，高风险行业对防割服等特种防护装备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劳

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安全防护装备的需求将更加迫切。 

个人防护意识提升：随着人们对职业健康和安全的重视程

度不断提高，个人防护意识也在逐步增强。这将促使更多劳动

者选择佩戴高质量的防切割手套和防切割服等防护装备。 

政策与标准推动：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安全防护装备的

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将出台更多政策和标准来规范市场行为和

提高产品质量。这将为防割服的推广应用提供有力支持。 

(2) 技术创新与材料应用：防割服的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

材料的应用上。现代防割服广泛采用高强度纤维、复合材料、

纳米材料等先进材料，这些材料显著提升了防割服的防护性能。

同时先进材料的使用，可以解决防割产品厚重、穿戴不便、有

刺痒感等舒适性较差的问题，将服用舒适性，亲肤性等作为产

品研发的重点突破。未来防切割产品将更加注重多功能集成，

如结合防弹、防火、防水透气等特性，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

需求。同时，智能纺织技术的引入也为防割服带来了更多的可

能性，如集成健康监测、环境感知等智能功能，提高了穿戴者

的安全与效率。 

(3) 行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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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可持续发展：环保材料的应用将成为未来防切割产品

的重要趋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将更加注重节能减排和资源循

环利用，确保产品在提供高效防护的同时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 

上述均为标准的实施保障和持续更新提供了可能。 

3. 预期达到的效果 

(1) 提升职业安全防护水平：防割服的广泛应用将显著提

升高风险职业人员的安全防护水平，降低工作过程中的伤害风

险。这对于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2) 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防割服产业的发展将带动

相关产业链的升级和技术创新。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将

推动防割服产品的不断升级和迭代，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3) 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防割服产业的快速发展将带动

相关行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从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到

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都将受益于防割服产业的繁荣。 

四、国外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和标准情况的对比说明 

防切割材料和产品目前国内外已有标准主要针对于手套，

包括欧洲普遍采用的 EN 388《机械危害防护手套》产品标准， 美

国标准 ANSI/ISEA 105《手部防护分级》，我国强制标准 GB 24541

《手部防护机械危害防护手套》产品标准。对防割服装国内外

都处于无产品标准状态，导致防割服无有效第三方报告，客户



13 
 

对防护性能的质疑等，使市场运用产生局限性。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符合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有关必须为从业人员

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规定。该标

准符合 GB 39800.1-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总则》中

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原则。该标准符合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编制的《个体防护装备安全管理标准化指引》。 

六、征求意见和采纳情况、不采纳意见的理由 

说明：标准制定过程中收集意见反馈 XX 条，采纳 XX 条，

部分采纳 XX 条，未采纳 XX 条。详情见附录征求意见汇总表。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标准计划于 XX 年 XX 月 XX 日正式实施，协会通过组织对标

准的宣贯培训，促进标准的贯彻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