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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片运动帽》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4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了 2024 年第五批行业标准

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4〕463 号）。《六片运

动帽》行业标准计划为此批修订的计划项目之一，项目计划编号：2024-

1783T-QB，项目计划下达时主要起草单位为：中国少数民族用品协会、中国

轻工业发展研究中心、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高普服饰有限

公司，计划周期为 12 个月。 

2、主要工作过程 

计划下达后，中国少数民族用品协会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并制定了标

准工作计划。 

2024 年 12 月，起草小组对行业现状进行调研，发现原标准部分技术参

数和测试方法已不适应行业发展需求。随后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

和标准资料，向行业重点企业开展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征集代表性样品。 

2025 年 1 月—4 月，对收集到的技术资料与旧版标准进行比对分析，

选取代表性样品开展对比测试验证，确定标准讨论稿。 

2025 年 5 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 

参加本标准制定的单位有：胶州市制帽行业商会、青岛丰泽帽业有限公

司、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高普服饰有限公司、青岛海鼎派

昌制帽有限公司、青岛超杰制帽有限公司、青岛七星帽业有限公司、青岛好

兄弟制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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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包括：黄坚、陆玉珍、王浚宇、郑健、朱小春、黄学

华、郭明飞、高玉习。 

具体分工如下： 

——黄坚负责全面协调工作，并负责对各阶段标准的审核； 

——陆玉珍、王浚宇负责本标准的具体起草与编写工作和各阶段的编

制工作； 

——郑健、朱小春对编织帽产业化情况内容提供了相关资料； 

——黄学华、郭明飞、高玉习共同完成了标准的验证工作，对标准试验

方法进行审核。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1）标准的制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相一致。 

2）标准格式、结构和内容的编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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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编织帽行业需求和产品特点，制定的标准能够更好地规范企业

生产，提高产品的质量，从而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及健康，保护消

费者的利益。 

4）围绕反映市场需求，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行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促

进对外贸易的原则进行制定，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 

2、主要内容的说明 

1）范围 

六片运动帽是运动服饰领域中的功能性产品，主要以棉、涤纶、尼龙

等面料为原料，经裁剪、缝制、拼接（六片式结构）、整烫、装饰等工艺制

作而成，具有透气、吸汗、轻便、耐磨等特点，广泛应用于运动健身、日常

出行和户外休闲等场景。棉、涤纶等原料具有良好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但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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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面料在潮湿环境下易吸水且干燥较慢，长期使用可能出现变形或褪色；部

分化纤面料透气性相对较弱，接触汗液可能影响佩戴舒适度。为提升产品的

功能性、耐用性和舒适性，行业内逐步采用吸湿排汗功能性面料、抗菌防臭

等改良材料，并通过透气孔设计、快干工艺等优化产品性能。本标准旨在规

范这类产品，标准适用于以棉、涤纶、尼龙等为主要原料，采用六片式结构

生产加工而成的运动帽；以其他功能性面料为原料，结构和工艺类似的运动

帽可参照执行。 

2）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3）技术指标的内容和依据 

本标准中规定的技术指标包括：外形结构、规格和尺寸、外观、调整

带、透气孔、拼接缝制、熨烫、理化指标。 

（1）外形结构：规定外形结构、尺码、公差及帽深，适配不同人群头

部尺寸，保证佩戴舒适、稳定。 

（2）规格和尺寸： 

以头围为型号，1cm 递增间隔设定 44cm-66cm 规格范围，明确尺寸标

示方式和允许偏差。 

（3）外观 

外观要求的必要性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从用户端看，它确保功能实

用性与佩戴舒适度；在企业端，可降低生产损耗并优化品控成本；在市场端，

能提升品牌溢价与用户忠诚。对行业生态而言，更是推动标准化发展、规范

市场秩序的核心基石。若缺乏统一标准，极易引发产品结构强度缺陷、人机

交互体验割裂等连锁问题，甚至埋下安全隐患。因此，制定并执行严格的外

观要求，既是产业走向成熟的刚性约束，也是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的必然选

择，最终实现用户价值、企业效益与行业健康的三维统一。 

（4）调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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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保障六片运动帽的核心可调节性，根据型号规定调整带净长及

误差，满足运动场景实用需求。为此，对关键部件——调整带的尺寸规格制

定了明确要求（详见表 1），以确保产品在动态使用中实现最佳适配与综合

性能。 

表 1 调整带的尺寸规格 

型 号 调整带净长/cm 误差/cm 

58 8.5 

±0.5 

56 8.5 

54 7.5 

52 7.5 

50 7.5 

注： 调整带净长包含魔术贴扣齐、塑料扣留3个孔和金属扣的准确扣位，特殊设计的除外。 

 

（5）透气孔 

为在运动中有效调控头部微环境，运动帽借助六片式立体剪裁，在中片

下部等关键区域科学设置透气孔，加速空气流通，排出汗液和热气。这既能

避免闷热不适和汗液遮挡视线，又通过规范透气孔工艺（绣孔内径 0.2cm、

外径 0.8cm，针数≥110 针，特殊设计除外），确保帽体挺括度和拼接强度

不受影响。该设计平衡了散热排汗的功能性、佩戴舒适感和结构稳定性，满

足运动场景对帽子“透气不塌、排汗快干”的需求。 

（6）拼接缝制 

为保证运动帽在使用中表现出色，拼接缝制时需从结构、工艺、材料等

多方面把控。结构上，采用六片对称拼接，统一经纬纱向，让帽型挺括且受

力均匀，避免佩戴时变形；同时调整帽口形状，确保贴合舒适。 

缝制时，严格规范明线针距，保证线迹整齐牢固，防止开线。缝线与面

料要匹配，避免断裂起皱。关键部位用盖缝条加固，帽檐缝合采用回针工艺，

增强拼接处的抗撕裂能力。帽眉通过专用工具，根据款式需求精准定型，让

帽檐支撑有力且不遮挡视线。通过这些细节把控，让运动帽在剧烈运动中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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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稳固、舒适又美观。 

（7）熨烫 

通过控制温度、压力和时间，用模具加热定型去除褶皱，确保帽顶、帽

檐挺括对称。根据面料调整熨烫温度，借蒸汽抚平褶皱、矫正纱线、立体透

气孔。重点熨烫帽檐定型条，加固缝线、保证针距均匀，使运动帽达到专业

标准。 

（8）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见表 2）是衡量运动帽品质与安全性的重要标准。检测各项

性能，能判断帽子是否耐穿耐用；检测甲醛等有害物质，直接关系佩戴者的

健康。严格遵循这些标准，既能确保帽子在日晒、汗渍等环境下保持稳定，

也能保证产品通过质量检验。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合格品指标 要 求 

耐洗色牢度/级 
变色 

≥3 使用说明标注不可水洗的产品不检验 
沾色 

耐干洗色牢度/级 
变色 

≥3 使用说明标注不可干洗的产品不检验 
沾色 

耐汗渍色牢度/级 
变色 

3～4 

儿童用品的合格品指标增加半级 
沾色 

耐水色牢度/级 
变色 

3～4 
沾色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沾色 ≥3 儿童用品不应小于4级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沾色 ≥3 
深色产品的一等品和合格品指标可降低半

级 

耐光色牢度/级 ≥3 - 

耐唾液色牢度/级 
变色 

≥4 只考核儿童用品 
沾色 

甲醛含量/（mg/kg） 7～5 -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秒 - 

pH 4.0～7.5 - 

异味 无 -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禁用 - 

纤维含量偏差 按FZ/T 01053执行 - 

注1：按GB/T 4841.3－2006的规定，颜色＞1/12标准深度为深色，颜色≤1/12标准深度为浅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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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合格品指标 要 求 

注2：成品的理化指标评等按表中最低一项判定。 

a在还原条件下染料中不允许分解出的致癌芳香胺，清单见GB 18401－2010。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此次标准修订围绕运动帽核心技术指标进行系统性升级，着重新增尺

寸与尺码选用、公差精准度、帽深限值及特殊功能类分类等关键要求。在

尺寸规范上，通过细化尺码标准与适配范围，精准匹配不同人群头围特

征；公差精准度指标则对运动帽的头围、帽檐长度及部件拼接尺寸设置严

格误差限制，确保产品质量一致性；帽深指标依据儿童与成人头部尺寸差

异，科学划定佩戴深度范围，兼顾舒适性与稳定性。此外，特殊功能类分

类标准的引入，进一步规范防晒、透气、吸汗等功能性产品的技术要求，

全面覆盖消费者多元需求，推动运动帽产业向专业化、高品质方向升级，

在提升工艺水平的同时，为市场秩序规范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坚实技术

支撑。 

三、验证情况 

在制定运动帽标准时，研究团队针对产品规格尺寸、外观、调整带、透

气孔、理化指标等核心项目，开展了严格的实验验证。团队挑选 6 种不同尺

寸的代表性产品，每种尺寸准备 3 个样本，共 18 个样本作为实验对象。通

过规范的实验流程和精准的检测，详细记录数据，以此评估各项指标是否科

学合理。 

1、外形结构 

对于六片运动帽的外形结构，标准对规格和尺寸进行了要求，并验证其

达标情况，测试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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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规格和尺寸的测试结果 

序号 
规格 

（cm） 

样品 

编号 
部位 

测试值

（cm） 

标准值（cm） 

1 48 

1# 帽口内围 48.3 48 

2# 帽口内围 40.1 48 

3# 帽口内围 40.2 48 

2 51 

4# 帽口内围 51.0 51 

5# 帽口内围 51.2 51 

6# 帽口内围 51.4 51 

3 54 

7# 帽口内围 54.1 54 

8# 帽口内围 54.2 54 

9# 帽口内围 54.1 54 

4 57 

10# 帽口内围 57.1 57 

11# 帽口内围 57.0 57 

12# 帽口内围 57.2 57 

5 60 

13# 帽口内围 60.1 60 

14# 帽口内围 60.3 60 

15# 帽口内围 60.2 60 

6 63 

16# 帽口内围 63.1 63 

17# 帽口内围 63.2 63 

18# 帽口内围 63.0 63 

 

通过验证结果可知，不同尺寸的运动帽，其尺寸偏差均符合《六片运动

帽》中的对应要求，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2、外观 

对产品外观的验证过程中，测试结果见表 4。 

表 4 外观的测试结果 

序号 
规格 

（cm） 
样本编号 项目 测试结果 

1 48 1# 外观 

产品配色协调，各片无明显色差，无油污、水渍、线

头及异物杂质。无折沿、折纹、折痕、沟道及残损。 

包边结实，宽窄一致。运动帽的顶扣部位无“橘型”

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高度一致。 

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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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观 

产品各片无明显色差，无污渍、线头及异物杂质。无

折沿、折纹、折痕、沟道及残损。运动帽的顶扣部位

无“橘型”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高度一致。

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牢固。 

3# 外观 

产品各片无色差，无污渍、线头及异物杂质。运动帽

的顶扣部位无“橘型”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

高度一致。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

牢固。 

2 51 

4# 外观 

产品配色协调，各片无明显色差，无油污、水渍、线

头及异物杂质。无折沿、折纹、折痕、沟道及残损。 

包边结实，宽窄一致。运动帽的顶扣部位应无“橘型”

褶皱。运动帽应端正，左右两片高度一致。 

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应正确、牢固。 

5# 外观 

产品各片无明显色差，无污渍、线头及异物杂质。无

折沿、折纹、折痕、沟道及残损。运动帽的顶扣部位

应无“橘型”褶皱。运动帽应端正，左右两片高度一

致。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应正确、牢固。 

6# 外观 

产品配色协调，各片无明显色差，无油污、水渍、线

头及异物杂质。无折沿、折纹、折痕、沟道及残损。 

包边结实，宽窄一致。运动帽的顶扣部位无“橘型”

褶皱。运动帽应端正，左右两片高度一致。 

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牢固。 

3 54 

7# 外观 

产品配色协调，各片无明显色差，无油污、水渍、线

头及异物杂质。无折沿、折纹、折痕、沟道及残损。 

包边结实，宽窄一致。运动帽的顶扣部位无“橘型”

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高度一致。 

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牢固。 

8# 外观 

产品各片无色差，无污渍、线头及异物杂质。运动帽

的顶扣部位无“橘型”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

高度一致。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

牢固。 

9# 外观 

产品各片无色差，无污渍、线头及异物杂质。运动帽

的顶扣部位无“橘型”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

高度一致。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

牢固。 

4 57 10# 外观 

产品配色协调，各片无明显色差，无油污、水渍、线

头及异物杂质。无折沿、折纹、折痕、沟道及残损。 

包边结实，宽窄一致。运动帽的顶扣部位无“橘型”

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高度一致。 

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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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试结果可知，被检测的样品外观均不影响使用、美观大方，可以

满足消费者使用需求。 

3、调整带 

编织帽调整带对制作至关重要，关乎美观、舒适与功能，测试结果见表

5。 

 

11# 外观 

产品各片无色差，无污渍、线头及异物杂质。运动帽

的顶扣部位无“橘型”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

高度一致。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

牢固。 

12# 外观 

产品各片无明显色差，无污渍、线头及异物杂质。无

折沿、折纹、折痕、沟道及残损。运动帽的顶扣部位

无“橘型”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高度一致。

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牢固。 

5 60 

13# 外观 

产品各片无色差，无污渍、线头及异物杂质。运动帽

的顶扣部位无“橘型”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

高度一致。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

牢固。 

14# 外观 

产品各片无明显色差，无污渍、线头及异物杂质。无

折沿、折纹、折痕、沟道及残损。运动帽的顶扣部位

无“橘型”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高度一致。

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牢固。 

15# 外观 

产品各片无色差，无污渍、线头及异物杂质。运动帽

的顶扣部位无“橘型”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

高度一致。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

牢固。 

5 63 

16# 外观 

产品配色协调，各片无明显色差，无油污、水渍、线

头及异物杂质。无折沿、折纹、折痕、沟道及残损。 

包边结实，宽窄一致。运动帽的顶扣部位无“橘型”

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高度一致。 

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牢固。 

17# 外观 

产品各片无色差，无污渍、线头及异物杂质。运动帽

的顶扣部位无“橘型”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

高度一致。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

牢固。 

18# 外观 

产品各片无色差，无污渍、线头及异物杂质。运动帽

的顶扣部位无“橘型”褶皱。运动帽端正，左右两片

高度一致。标签、调整带、装饰件等配件部位正确、

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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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调整带的测试结果 

序号 
规格 

（cm） 
样本编号 

测试结果 

（cm） 
标准值 

1 48 

1# 7.5 7.5 

2# 7.51 7.5 

3# 7.48 7.5 

2 51 

4# 7.50 7.5 

5# 7.52 7.5 

6# 7.53 7.5 

3 54 

7# 7.48 7.5 

8# 7.49 7.5 

9# 7.52 7.5 

4 57 

10# 8.49 8.5 

11# 8.51 8.5 

12# 8.53 8.5 

5 60 

13# 8.52 8.5 

14# 8.50 8.5 

15# 8.53 8.5 

6 63 

16# 9.53 9.5 

17# 9.53 9.5 

18# 9.49 9.5 

 

由验证情况可知，在选定的试验条件下，产品调整带长度基本符合要求。

本试验方法可以较为有效的考察出运动帽的调整带功能。 

4、透气孔 

透气孔需合理分布，既要加速空气流通、排出头部汗液热气，又不能影

响帽子挺括度与拼接强度，以平衡功能性、舒适性和结构稳定性。为此对透

气孔规格测试，测试结果见表 6。 

表 6 透气孔的测试结果 

序号 
规格 

（cm） 

样本

编号 
项目 

测试结果 

（cm） 

1 48 

1# 
内径 0.2 

外径 0.8 

2# 内径 0.2 

外径 0.8 

3# 内径 0.2 



 

11 

外径 0.8 

2 51 

4# 内径 0.2 

外径 0.8 

5# 内径 0.2 

外径 0.8 

6# 内径 0.2 

外径 0.8 

3 54 

7# 内径 0.2 

外径 0.8 

8# 内径 0.2 

外径 0.8 

9# 内径 0.2 

外径 0.8 

3 57 

10# 内径 0.2 

外径 0.8 

11# 内径 0.2 

外径 0.8 

12# 内径 0.2 

外径 0.8 

5 60 

13# 内径 0.2 

外径 0.8 

14# 内径 0.2 

外径 0.8 

15# 内径 0.2 

外径 0.8 

6 63 

16# 内径 0.2 

外径 0.8 

17# 内径 0.2 

外径 0.8 

18# 内径 0.2 

外径 0.8 

 

5、理化指标 

对编织帽的耐洗色牢度等多项色牢度（耐洗、干洗、汗渍、水、干/湿

摩擦、光、唾液色牢度），及甲醛含量、顶扣拉力、pH、异味、可分解芳香

胺染料等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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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理化指标的测试结果 

序号 
规格 

（cm） 

样本

编号 
项目 测试结果 

1 48 

1# 

耐洗色牢度/级 4 

耐干洗色牢度/级 5 

耐汗渍色牢度/级 3.6 

耐水色牢度/级 3.3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5.0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2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6 

甲醛含量/（mg/kg） 6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8%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无检出 

2# 

耐洗色牢度/级 5 

耐干洗色牢度/级 4.1 

耐汗渍色牢度/级 3.8 

耐水色牢度/级 3.2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6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6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6 

甲醛含量/（mg/kg） 5.5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6.5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3# 

耐洗色牢度/级 5 

耐干洗色牢度/级 4.5 

耐汗渍色牢度/级 3.3 

耐水色牢度/级 3.4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4.5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4.8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5 

甲醛含量/（mg/kg） 5.5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5.5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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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1 

 

 

 

 

3# 

耐洗色牢度/级 5 

耐干洗色牢度/级 4.5 

耐汗渍色牢度/级 3.3 

耐水色牢度/级 3.5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4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 

耐光色牢度/级 4 

耐唾液色牢度/级 6 

甲醛含量/（mg/kg） 5.6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6.5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4# 

耐洗色牢度/级 5 

耐干洗色牢度/级 5 

耐汗渍色牢度/级 3.6 

耐水色牢度/级 3.6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4.5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1 

耐光色牢度/级 6 

耐唾液色牢度/级 6 

甲醛含量/（mg/kg） 6.7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7.1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5# 

耐洗色牢度/级 6 

耐干洗色牢度/级 4 

耐汗渍色牢度/级 3.1 

耐水色牢度/级 3.3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5.5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2 

耐光色牢度/级 4 

耐唾液色牢度/级 5 

甲醛含量/（mg/kg） 6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6.6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3 54 7# 

耐洗色牢度/级 6 

耐干洗色牢度/级 6 

耐汗渍色牢度/级 3.7 

耐水色牢度/级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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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5.1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6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4 

甲醛含量/（mg/kg） 5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6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8# 

耐洗色牢度/级 4 

耐干洗色牢度/级 5 

耐汗渍色牢度/级 3.3 

耐水色牢度/级 3.3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5.0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4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5 

甲醛含量/（mg/kg） 6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5.8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9# 

耐洗色牢度/级 6 

耐干洗色牢度/级 5 

耐汗渍色牢度/级 3.5 

耐水色牢度/级 3.4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5.2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3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5 

甲醛含量/（mg/kg） 7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6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3 57 10# 

耐洗色牢度/级 4 

耐干洗色牢度/级 5 

耐汗渍色牢度/级 3.6 

耐水色牢度/级 3.6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5.5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2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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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含量/（mg/kg） 6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5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11# 

耐洗色牢度/级 6 

耐干洗色牢度/级 5 

耐汗渍色牢度/级 3.5 

耐水色牢度/级 3.5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5.0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6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5 

甲醛含量/（mg/kg） 7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5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12# 

耐洗色牢度/级 4 

耐干洗色牢度/级 4 

耐汗渍色牢度/级 4 

耐水色牢度/级 3.3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5.5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2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4.5 

甲醛含量/（mg/kg） 7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6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5 60 13# 

耐洗色牢度/级 6 

耐干洗色牢度/级 5 

耐汗渍色牢度/级 4 

耐水色牢度/级 3.3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6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2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5 

甲醛含量/（mg/kg） 6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6 

异味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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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14# 

耐洗色牢度/级 6 

耐干洗色牢度/级 4 

耐汗渍色牢度/级 4 

耐水色牢度/级 3.5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6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2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5 

甲醛含量/（mg/kg） 5.5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5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15# 

耐洗色牢度/级 5 

耐干洗色牢度/级 5 

耐汗渍色牢度/级 4 

耐水色牢度/级 3.5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5.0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5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5 

甲醛含量/（mg/kg） 6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6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6 63 

16# 

耐洗色牢度/级 6 

耐干洗色牢度/级 4 

耐汗渍色牢度/级 3.7 

耐水色牢度/级 3.3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4.5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5 

甲醛含量/（mg/kg） 6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4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17# 

耐洗色牢度/级 7 

耐干洗色牢度/级 4 

耐汗渍色牢度/级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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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水色牢度/级 3.7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5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3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5 

甲醛含量/（mg/kg） 6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7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18# 

耐洗色牢度/级 5 

耐干洗色牢度/级 6 

耐汗渍色牢度/级 3.9 

耐水色牢度/级 3.2 

耐干摩擦色牢度/级 6 

耐湿摩擦色牢度/级 5.3 

耐光色牢度/级 5 

耐唾液色牢度/级 4.5 

甲醛含量/（mg/kg） 6 

   顶扣拉力测试参数 70N/10 秒 

pH 5 

异味 无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a 无检出 

 

试验条件下，运动帽理化指标均符合标准，不影响使用安全，能满足消

费者需求。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六片运动帽》标准的编制和实施，对产业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就业与产业规模上，六片运动帽生产环节多，标准助力产业规范化，推动

规模扩张，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像“中国制帽之乡”李哥庄镇，制帽及配套

行业带动约 2.4 万人就业。 

在产品质量与市场方面，本标准规范了运动帽材质和工艺，保障产品质

量，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同时帮助国内企业生产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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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出口，李哥庄镇年产近 5 亿顶中高档运动帽、休闲帽，销往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传播中国制帽文化。 

在市场秩序与企业发展上，标准明确质量和技术要求，减少无序低价竞

争，李哥庄镇实施标准后产业产值提升 20%；还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

入新技术设备，当地企业打造标准车间、智慧共享工厂，生产成本降低约

30%，生产效率提升约 4 倍。 

此外，标准加强了产业内部分工协作，完善产业链，李哥庄镇形成了涵

盖原材料、绣花、包装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提升产业竞争力；也为企业品

牌建设提供支撑，助力提高产品附加值。 

六、与国际、国内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

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考虑到运动帽企业生产体系的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状况及产品应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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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求，凡在国内生产和销售运动帽的企业应执行本标准规定，标准发布实

施后应加大对本标准的宣贯工作。 

十一、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5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