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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浙江舜发始创于 1996 年，是一家专业制造、研发、销售中高端安防类产品的生产企业。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我司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现有浙江金华、安徽涡阳、缅甸三个生产基

地，目前浙江和安徽生产基地拥有工人超过 1500 人，月产反光背心 140 万件，反光棉衣 40万

件，反光雨衣 40 万件，年销售额近 7亿元。

公司作为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国家标准 GB20653-2020 起草单位，尤其重视产品质量，

公司设有专业检测实验室，拥有配套实验设备、检测仪器超过 75 套。实验室拥有完整的高可

视性警示服装质量检测能力，包含日常来料检测、成品抽检、批次检测以及新产品性能检测研

发。公司产品达到中国标准、欧洲 CE、美国 ANSI、加拿大 CSA、澳洲 AS/NZS 等标准。

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13485：2016 医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GB/T27922-2011 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认证五星，公司也是 AAA 级信用企业。通过 BSCI、

COSTCO、HOMEDEPOT 验厂核查等。

公司致力于全球安全防护事业，主营各类安全反光服饰及配件的生产、研发和销售，同时

产品线也涉及安全帽、手套、口罩等防护产品。公司客户遍及全球，在国内，我们为中国多家

知名企业单位提供安全防护方案及产品。同时我们也为欧洲、美洲、澳洲、中东、非洲等地区

120 多个国家的企业提供安全防护方案及产品。

舜发会继续坚持“创新务实，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发展理念，以客户为中心，以员工

为根本，实现员工、公司、客户和社会的共赢。

舜发安防，您身边的安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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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标准组织联盟（ISO 成员组织）。编制国际标

准的工作通常通过 ISO 技术委员会进行。每一个对已设立技术委员会的主题感兴趣的成员机构

都有权 派代表参加该委员会。与 ISO 保持联系的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ISO 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就电工标准化的所有问题进行密切合作。

国际标准是根据 ISO/IEC 指令第 2部分中规定的规则起草的。

技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国际标准。技术委员会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将分发给各成员

机构以供表决出版，因为作为一项国际标准需要至少 75%的投票成员机构的批准。

有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件的一些内容可能是专利权的主题。ISO 不负责识别任何或所有此类

专利权。

ISO20471 是由技术委员会 ISO/TC94，个人安全防护服及设备，小组委员会 SC13，防护服

编制而成。

ISO20471:2013 修订版包含以下更正：

--- 在第 4.1 款第 4段中，关于第 3类服装袖子的要求已被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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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视性服装——检测方法和要求

1.标准范围

该国际标准制定了高可视性服装的标准。该类服装能从视觉上显示穿着者的存在，并可在

白天任何光线条件,以及夜间机动车前灯照明条件下 ,使穿着者清晰可见。有关危险情形的更

多信息，详见附录 A。

该国际标准不适用于中、低危险情形。

性能要求包括材料的颜色、逆反射性能、最小使用面积及逆反射材料加在服装上的位置等。

2.参考标准

以下参考文献对该标准的实施是不可或缺的。注明年份的文献，仅该版本适用。

未注明年份的文献，以最近版本（包含修订版）为准。

ISO 105-A02, 纺织品—颜色牢度测试—A02: 颜色变化评估灰度等级

ISO 105-A03, 纺织品—颜色牢度测试—A03: 着色评估灰度等级

ISO 105-B02:1994, 纺织品—颜色牢度测试—B02: 氙气灯色牢度试验

ISO 105-C06, 纺织品—颜色牢度测试—C06: 水洗和干洗后的颜色牢度

ISO 105-D01, 纺织品—颜色牢度测试—D01: 全氯乙烯溶剂干洗后的颜色牢度

ISO 105-E04, 纺织品—颜色牢度测试—E04: 汗浸过的颜色牢度

ISO 105-N01, 纺织品—颜色牢度测试—N01: 次氯酸盐漂白过的颜色牢度

ISO 105-X11, 纺织品—颜色牢度测试—X11: 热压过的颜色牢度 ISO 105-X12, 纺织品—

颜色牢度测试—X12: 擦拭后的颜色牢度 ISO 1421:1998, 橡胶或塑料涂层面料—纺织品抗撕

裂及拉伸强度

ISO 4676-1:2003, 橡胶或塑料涂层面料—纺织品抗撕裂强度—第一部分: 抗撕试验方法

恒速

ISO 4675, 橡胶或塑料涂层面料—纺织品低温弯曲试验

ISO 7854:1995, 橡胶或塑料涂层面料—纺织品抗折损性

ISO 11092, 纺织品—生理效应—恒定状态下，纺织品耐热性和耐湿性（热阻湿阻测试）

ISO 12947-2, 纺织品—马丁代尔测试抗刮擦性—第二部分：破损样品的测定

ISO 13688: 1998, 防护服—基本要求

ISO 13934-1, 纺织品—纺织品拉伸性能—第一部分：用样带法测定最大力度及在最大力

度下的延伸率。

ISO 13938 (全部)，纺织品—爆破性能 EN343, 防护服—防雨性能

CIE 15, 比色法

CIE 54.2, 逆反射—定义及测量

3.术语及定义

该标准采用了以下的定义

3.1 高可视性警示服

警示类服饰目的为增强穿着者在可见性较差的高风险环境中的可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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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荧光材料

在接收并吸收光波辐射的同时，能发出在可见光范围内、比吸收光波长更长的光辐射的材

料。

3.3 基底材料

用于增强在环境中可视性的彩色荧光材料，但不符合本标准中对反光材料的要求。

3.4 逆反射材料

反射光从接近入射光的方向返回的一种反射。当入射光方向在较大范围内变化时，仍能保

持这种性质。

3.5 单一性能材料

单独具备基底材料性能或者反光材料性能的材料，但不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材料的性能。

3.6 组合性能材料

同时具备基底材料性能和反光材料性能的材料。

3.7 方位敏感性材料

当在旋转角度分别为０°和９０°时得到逆反射系数差异大于１５％的反光材料。

3.8 躯干

胸腔、腹部或身体其他与手臂、头、颈相连的部位

3.9 长袖

服装上能完全覆盖手臂的部分

3.10 道路

有移动车辆的交通相关领域

如：自行车道、港口、机场、铁路轨道和停车场。

3.11 主动道路使用者

在道路上的交通参与者和关注者如：骑行者和行人

3.12 被动道路使用者

在道路上的非交通参与者和非交通关注着如：道路工人或遇突发状况者

3.13 外壳

警示服的最外层材料

4.设计

4.1 类型与等级

警示服根据风险评估可分为三个等级,每一等级的警示服上的警示材料的使用面积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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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满足表 1 的要求。警示服应有一定面积的基底材料和逆反射材料,或有一定面积的双性能材

料。测量面积时，应以最小尺寸的服装为准，并将扣件调节到最小结构。

高警示性材料应覆盖服装的各个方位，以确保 360°可见。水平反光带及荧光面料应环绕

躯干、裤腿、袖子等部位，该点非常重要。

性能等级可通过检测单件服装或整套服装（如夹克和裤子）获得。服装套装，如一条归类

裤子和一件归类衣服，如上身时，套装可见区域达到最小要求，则可被归类为一个更高等级。

此更高等级应在服装使用说明及标签中注明。（见条款 8）

不论材料在服装的具体位置，三级达标服装应覆盖躯干部位，并且袖子上或者长裤裤腿两

处至少有一处需有反光带。

表一——可视材料最小要求面积（平方米）

表一中各等级可视材料的最小面积不可因商标、字母或标签等的存在而有任何

的减少或让步。

服装前面的可视基底材料面积应至少达到最小面积的（50±10）%。只有符合条款 4.2 的

设计要求的反光材料才可被用于最小反光面积的测量。若有两种或多种基底材料，不论何种颜

色，都应计入总面积。测量面积时，应将躯干、袖子和裤腿等部位都平铺在桌上。

备注：有关高可视性服装的其他设计要求，见附录 D。

4.2 具体设计要求

4.2.1 背心

基底材料应环绕躯干部位，宽度（高度）应不小于 50mm，被反光带覆盖的基底材料不应

计算在内。反光带应不小于 50mm 宽。

A）背心有一条或多条环绕躯干部位的反光带，其水平倾斜角度应不大于 20°。两肩应各

有一条反光材料从前到后与躯干的反光材料相连。 最底部的反光带距离服装底襟应不小于

50mm。若有多条反光带，其间距应不小于 50mm。

B）背心有两条环绕躯干部位的反光带，其间距应不小于 50mm，水平倾斜角度应不大于 20

度。最底部的反光带距离服装底襟应不小于 50mm。

C）套头背心应设计合适尺寸的人可以穿而且两侧的反光带水平间距不大于 50mm。

沿反光带平行方向测量时，反光带或双性能材料的任何间断长度（扣件或接缝） 应不大

材料 三级达标服装 二级达标服装 一级达标服装

基底材料 0.8 0.5 0.14
反光材料 0.2 0.13 0.1
双性能材料 不适用 不适用 0.2

备注：服装等级以可视材料的最小面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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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0mm。单个环绕躯干部位的反光带间断总长不得大于 100mm。

背心样例见图 1。 单位：毫米

图 1——背心样例

备注：样例中的背心为马甲和套头背心。

4.2.2 有袖服装

环绕躯干部位和袖子的基底材料应不小于 50mm 宽，被反光带覆盖的基底材料不应计算在

内。反光带应不小于 50mm 宽。

A）有袖反光服有一条或多条环绕躯干部位的反光带，其水平倾斜角度应不大于 20°。两

肩应各有一条反光材料从前到后与躯干的反光材料相连。 最底部的反光带距离服装底襟应不

小于 50mm。若有多条反光带，其间距应不小于 50mm。

B）有袖反光服有两条环绕躯干部位的反光带，其间距应不小于 50mm，水平倾斜角度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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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20°。最底部的反光带距离服装底襟应不小于 50mm。

若袖子在一定程度上遮挡了环绕躯干的反光带，则至少应有一条反光带环绕袖子。若为长

袖反光服，则应有两条间距不小于 50mm 的反光带环绕袖子。

沿反光带平行方向测量时，反光带或双性能材料的任何间断长度（扣件或接缝） 应不大

于 50mm。单个环绕躯干部位的反光带间断总长不得大于 100mm。

有袖服装见图 2 单位：毫米

图 2——有袖服装样例

备注：有袖服装样例为夹克衫、衬衫、外套和 T 恤。

4.2.3 裤装

环绕裤腿的基底材料应不小于 50mm 宽，被反光带覆盖的基底材料不应计算在内。反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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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小于 50mm 宽。

裤装应有不少于两条相距至少 50mm 的反光带环绕各个裤腿，水平倾斜角度应不大于 20

度。最底部的反光带距离裤脚应不小于 50mm。

沿反光带平行方向测量时，反光带或双性能材料的任何间断长度（扣件或接缝） 应不大

于 50mm。

裤装样例见图 3 单位：毫米

图三——裤装样例

备注：裤装样例有长裤、短裤、中短裤、背带式工装裤。

4.2.4 无袖连体工作服

环绕躯干和裤腿的基底材料应不小于 50mm 宽，被反光带覆盖的基底材料不应计算在内。

反光带应不小于 50mm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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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袖连体工作服应符合本标准 4.2.1 和 4.2.3 的要求。

无袖连体工作服样例见图 4 单位：毫米

图 4：无袖连体工作服

备注：无袖连体工作服样例即为不带袖子的连体工作服

4.2.5 长袖连体工作服

环绕躯干、袖子和裤腿的基底材料应不小于 50mm 宽，被反光带覆盖的基底材料不应计算

在内。反光带应不小于 50mm 宽。

长袖连体工作服应符合本标准 4.2.2 和 4.2.3 的要求。

长袖连体工作服样例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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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有袖连体工作服样例

备注：长袖连体工作服样例即为带袖子的连体工作服

4.3 规格

规格应依据 ISO 13688 的要求。

5. 基底材料、非荧光材料和组合性能材料的性能要求

5.1 新材料颜色要求

5.1.1 基底材料

依据本标准条款 7.2 的要求进行测试时，色度坐标值及亮度系数应符合下表 2

的要求。

5.1.2 双性能材料

依据本标准条款 7.2 的要求进行测试时，色度坐标值及亮度系数应符合下表 2

的要求。

以 7.3 所述的两个旋转角 0°和 90°测量时,方向敏感的反光材料的亮度系数平均值应

符合表 2 的要求。

以 7.3 所述的两个旋转角 0°和 90°测量出的方向敏感的逆反射材料的色度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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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氙灯测试后的颜色

暴露测试后的颜色应在表 2 基底材料和双性能材料所示的同等值范围内,其亮度

系数应不小于表 2 相应的最小值。如荧光红材料在氙灯测试后的颜色在荧光橘红的色度坐标

值范围内，且亮度系数高于 0.4，则符合标准。测试样品的暴露应依照 ISO 105-B02:1994 方

法 3 执行。根据 ISO 105-A02，红色和橘红色材料将持续暴露直到蓝色标比对标准 5#变成灰

标 3 级,对黄色材料要持续暴露直到蓝色标比对标准 4#变成灰标 4 级。

若测试后颜色会从一个色系变至另一色系，应在使用说明中注明。

5.3 暴露测试后基底材料和非荧光材料涂层的色牢度

5.3.1 摩擦色牢度

测试应当依据 ISO 105-X12 标准执行。摩擦色牢度（干）依据 ISO 105-A03 测试后，应

至少达到灰标 4 级。

5.3.2 耐汗渍色牢度

测试应当依据 ISO 105-E04 标准执行。基底材料依据 ISO 105-A02 标准测试后， 样品

颜色变化后的色牢度应至少为灰标 4 级。基底材料和所有的非荧光材料涂层依据 ISO

105-A03 测试后，着色色牢度应至少为灰标 4 级。

5.3.3 色牢度——水洗、干洗、次氯酸漂白、热压。

根据服装洗唛建议，色牢度应根据表 3 中的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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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色牢度

仅选择与基底材料和非荧光材料相对应的面料。

样品需在不超过 60℃的空气中晾干，晾挂只与车缝线处接触。

5.4 基底材料和非荧光材料的尺寸变化

5.4.1 材料尺寸变化的要求和测试流程应依照 ISO 13688

5.4.2 针织面料的尺寸变化在长度和宽度上均不得超过±5%

5.5 基底材料和非荧光面料的机械性能

5.5.1 编织材料的拉伸强度

经向和纬向的拉伸强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拉伸强度应≥100N

——拉伸强度测试应依据 ISO 13934-1

5.5.2 针织材料的破裂强度

当依据 ISO 13938-1 和 ISO 13938-2 进行测试时，若测试面积为 50cm2，针织材料的破

裂强度平均值应不小于 100 卡帕；若测试面积为 7.3 cm2，针织材料的破

裂强度平均值应不小于 200 卡帕。

5.5.3 涂层织物和叠层织物的拉伸强度和抗撕裂强度

高可视性警示服外层材料的拉伸强度检测应依据 ISO 1421:1998，方法 1，拉伸强度应不

护理过程

色牢度灰标最低级别

测试方法

基底材料

非荧光材料（非

反光双性能材

料）

水洗 变色：4-5

沾色：4

沾色：4 水洗：ISO 105-C06
b
或

工业水洗：ISO 105-C06，
试验号 E2S

干洗
变色：4

沾色：4
沾色：4 ISO 105-D01

次氯酸漂白 变色：4 ISO 105-N01

热压
变色：4-5
沾色：4

沾色：4
ISO 105-X11

（干燥条件下）

a. 依据ISO 105-A02 和 ISO 105-A03
b. 依据洗涤标签建议（见 ISO 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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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100N（伸长率大于 50%的材料除外）。抗撕裂强度的检测应依据 IS0 4674-1:2003，方

法 A，抗撕裂强度应不小于 20N（伸长率大于 50%的材料除外）。

5.6 生理性能——抗水蒸气和耐热性

5.6.1 除无袖外套和马甲外，其余服装应符合本标准 5.6.2 或 5.6.3。

5.6.2 有防雨功能的服装（涂层织编物和叠层织编物）的测试和归类应依据 EN 343。

5.6.3 对于其他单层或多层服装，抗水蒸气指数应低于 5m2Pa/W；若抗水蒸气指数超过

5m2Pa/W，应根据 ISO 11092 测量耐热性和水蒸气渗透指数。水蒸气渗透指数应≥0.15

服装应同时符合 ISO 13688:1998 中条款 4.3（设计）和 4.4（舒适）的工效学要求。

6. 反光材料和组合性能材料的反光性能要求

6.1 新材料的反光性能要求

单性能反光材料和双性能反光材料在暴露测试前应符合表 4 或表 5 的要求。测

量应依条款 7.3 中所述的方法进行。

当以两个旋转角 E1=0°和 E2=90°进行测量时，若反光系数偏差大于 15%，则界定为方

向敏感型材料。

方向敏感型材料的反光系数其中一个角度的反光系数应符合表 4 或表 5 中的最

小值要求；另一个角度的反光系数应不小于表 4 或表 5 中最小值的 75%。

表 4——单性能反光材料的最小反光系数（cd/(lx·m2)）

表 5——双性能反光材料的最小反光系数（cd/(lx·m2)）

观察角

入射角β

1 β2=0

5° 20° 30° 40°

12′ 330 290 180 65

20′ 250 200 170 60

1° 25 15 12 10

1°30′ 10 7 5 4

观察角

入射角β

1 β2=0

5° 20° 30° 40°

12′ 65 50 20 5

20′ 25 20 5 1.75

1° 5 4 3 1

1°30′ 1.5 1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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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性能材料的最小反光系数值适用于任何颜色。

6.2 暴露测试后的反光性能要求

6.2.1 概述

条款 6.1 中的样品应依照表 6 进行暴露检测，暴露测试后的样品，依照条款 7.3

进行测试时，应符合条款 6.2.2,6.2.3,6.2.4 中的光学要求。

表 6——暴露测试

6.2.2 单性能反光材料

当以观测角 12´和入射角 5°进行测量时，单性能反光材料的反光系数 R’应高于 100

cd/(lx·m2)。

6.2.3 双性能反光材料

当以观测角 12´和入射角 5°进行测量时，双性能反射材料的反射系数 R´应大于 30

cd/(lx·m2)。当依条款 7.4.5 测定降雨影响时，反射系数应大于 15 cd/(lx·m2)。

6.2.4 方向敏感型材料

在暴露测试后，方向敏感型材料的其中一个角度的反光系数应符合 6.2.2 或 6.2.3 的要

求，另一个角度的反光系数应不小于所要求最小值的 75%。

7. 测试方法

7.1 取样和调节

从原来的衣服上或成衣的面料上取样。在尺寸、形状及数量方面，应按每个测试程序的要

求取样。除非另有指定，每种材料必须测一个样本并要符合最低要求值。

样本在(20±2)℃和(65±5)%相关湿度下调节至少 24 小时。若测试在另一条件下进行，

测试应在从调节大气中取出 5 分钟内进行。

暴露 单性能反光材料 双性能反光材料

磨擦 7.4.1 7.4.1

弯曲 7.4.2 7.4.2

低温折叠 7.4.3 7.4.3

温度变化 7.4.4 7.4.4

降雨影响 7.4.5 7.4.5

水洗 7.5.2 7.5.2

干洗 7.5.3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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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颜色测定

颜色测定应依照 CIE 15 中所述程序进行，使用带有多色照明功能的仪器（CIE D65 发光

体）。仪器应带有 45/0 照明和观测的几何结构。颜色坐标值应使用 CIE 标准发光体 D65 和

2°标准观测仪（=CIE1931 标准色度观测仪）测定。样品应连带单层衬里一起测试，并在背面

垫上一层反射系数小于 0.04 的黑色衬底。至少需在四个不同的垂直方向做四次测试，并取平

均值作为最终的测试结果。

7.3 反射光学性能的测定方法

反射系数 R’应根据 CIE 54.2 中所述程序进行测定。样品测定时，需取两条反光带并排

平摊（尽可能紧密）放置于 100mm*100mm 的区域中。

反光带应选取 100mm 片段中反光性能最低的部位（如带有商标、印刷或其他装饰品）。若

无商标、印刷或自定义标记存在，则应随机选取反光带。

最低反光性能的 100mm 片段应经初步光学评估确定。两条反光带均应选取最低反光性能的

100mm 片段。

样品的反射系数 R’应选取两个旋转角度 E1=0°和 E2=90°，并以观测角 12′和入射角 5

°进行测量，0°位置以下列方式之一测定：

——每个样品上清晰的基准标志。

——材料制造商给予的清晰说明。

若无标志和说明，位置 E=0°可随机选择。

7.4 暴露后的反射性

7.4.1 摩擦

测试样品应依 ISO 12947-2 中所述方法，用羊毛织物摩擦片，在 9Kpa 压力下进行摩擦。

样品应在摩擦 5000 次后进行测量

7.4.2 弯曲

测试样品应依照 ISO 7854: 1995 中方法 A 进行弯曲，样品应在弯曲 7500 次之后进行测

量。

7.4.3 低温折叠

测试样本应在(-20±1)℃条件下依 ISO 4675 进行暴露和折叠。

测量应在条款 7.1 所述的大气条件下重新调节至少 2 小时后进行。

7.4.4 温度变化暴露

取两条 100mm*100mm 的反光带持续暴露一个温度变化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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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50±2)℃下暴露 12 小时

b)紧接着，在(-30±2)℃下暴露 20 小时

c)在 7.1 所述大气中调节至少 2 小时

预处理后，剪切出 100mm*100mm 的反光带作为反射性测试的样品。

7.4.5 降雨

样品应依本标准附录 C 进行测试。

若是方向敏感型材料，当干燥测试时，应以最低反光性能的旋转角进行测试。

7.5 老化

7.5.1 概况

若生产商在洗涤指导中注明最大水洗次数时，应在最大次数水洗后，满足本标准表 2 中对

基底材料的要求以及本标准条款 6.2.2,6.2.3,以及 6.2.4 中对反光材料

的要求。若未注明水洗次数，则应在水洗 5 次后执行测试。生产商应在所提供的信息中体

现该点。水洗流程应在标准流程的基础上，参照生产商的洗涤指导。

备注：生产商的水洗指导通常为 ISO 3175-2, ISO 6330, ISO 15797 标准中一个或若干个

方法，或与标准水洗流程相同。

7.5.2 水洗

水洗应依生产商水洗指导执行。

水洗应针对成衣执行。家庭水洗应准备尺寸为 300mm*250mm 的基底材料和 2 条尺寸为

250mm*50mm 的反光条，两条反光条间距为 50mm。工业水洗件附录 B。

样品水洗应遵照生产商的洗涤指导执行。一个洗涤周期包括水洗和干洗。

7.5.3 干洗

样品准备应依照本标准条款 7.5.2.

样品干洗应遵照生产商的洗涤指导执行。

8 标记

标记应符合 ISO 1368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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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图形标志 ISO 7000-2419: 高可视性服装

紧挨着图形标志的数字（图 6 中的“X”）表明表 1 中规定的服装等级。

若生产商的使用说明中有标明最大洗涤次数，该次数应与高可视性材料（基底材料，反光

材料，双性能材料）各成分的最小洗涤次数有关。最大洗涤次数应标记在服装的永久性标志上

（图形标记 ISO 7000-2419 旁边）。

9. 生产商提供的信息

生产商提供的信息应依 ISO 13688 中的规定。另外，生产商所提供的信息应包含以下句

子：

标明的最大洗涤次数并不是决定服装使用时间的唯一标准。服装使用时间同时也取决于使

用、护理及储存等。

若氙灯测试后，颜色会从一个色系变至另一色系，应在使用说明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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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资料性）有关危险情况的信息

表 A.1 —— 危险等级相关因素

备注：主动道路使用者的定义见 3.11；被动道路使用者的定义见 3.12

危险等级

危险等级
相关因素 a 危险等级

车速
道路使用

者类型

高危险
3 级

＞60 km/h 被动

高可视

性

—白天及夜晚均可视

—360°全方位可视

—形状识别设计

—环绕躯干部位

—白天及晚上保质保量

高危险

2 级
≤ 60 km/h 被动

高危险

1 级

≤ 30 km/h 被动

—白天及夜晚均可视

—360°全方位可视

—形状识别设计

—白天及晚上保质保量

中等危险

≤ 60 km/h 主动

增强可

视性

—白天及夜晚均可视

—全方位可视

—移动识别设计（无需环绕躯干）

—白天及晚上保质保量（无需 ISO

20471）

—颜色及设计更自由
≤ 15 km/h 被动

≤ 60 km/h 主动

—夜晚可视

—全方位可视

—移动识别设计（无需环绕躯干）

—白天及晚上保质保量（无需 ISO

20471）

—无小配件

低危险 - - 可视性

—亮色

—嵌边或随意设计反光材料

—任意数量和品质

a 取决于当地情况，如天气状况、背景对比度、交通密度及其他因素，其中任意

一个因素可导致危险等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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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规范性）反光带在夹克上的位置（仅用于工业水洗测试）

夹克上的反光带规格应如市售规格——250mm*50mm。反光带的位置应如图 B.1 所示。

反光带的间距应至少为 50mm。最底部的反光带距离服装底襟应不小于 50mm。

单位：毫米

图 B.1 —— 夹克上反光带的位置（工业水洗测试）

样品的工业水洗应根据服装护理标签上的水洗次数执行，同时应根据生产商的建议，将水

PH 值中和至 5.5 以上。反光系数 R’应取 8 条反光带测试结果的平均值，并应符合本标准

条款 6.2.2, 6.2.3, 6.2.4 的广度要求。



ISO:20471

19

附录 C（规范性）测量湿状态反光性能的方法

C.1 原理

将材料样品安装在一个垂直平面上，对试样进行连续喷水。

在喷水过程中，测定湿润表面的反光系数。本方法用以模拟降雨条件下材料的光学性能。

C.2 仪器

水滴喷射测试中，固定样品的合适仪器见图 C.1。

在收水槽[3]和排水口[4]上方，将试样固定在垂直的试样架[2]上。试样架应牢牢的附

着在量角仪桌子上（图中未画出），并与量角仪保持一定距离。喷嘴[5]应牢牢地设置在与试

样相对固定的位置上，通过柔性接头[6]或软管在稳定但可调节的压力下将自来水喷出。

喷嘴在样品中间部位上方 1 米处，并设置使其喷出的水柱与垂直方向成 10°角撞击试

样。试样、试样架和喷嘴密封在罩子[7]中，以避免光学测量设备接触 水。

最好的话，用大面积的刚性透明塑料材料制作罩子[7]，并至少保留一块可移动的板或

门以便于操作。用边长为 150mm 的正方形孔[8]作为光通道，檐槽[9]用于帮助方孔挡雨。罩

子靠近方孔的部位应喷成亚光黑，以减少散射。喷嘴应为锥形，孔口直径为 1.19mm，并连接

一设计恰当的给水管，以确保产生未定均匀的锥形水柱。

C.3 步骤

适当的关注以防止散射光的产生。

将边长不小于 50mm 的平整、正方形材料样品安装在垂直试样架的垂直平面上，以确保

试样架在任何点上都不突出于试样的边缘。若试样在干燥状态下为方向敏感型材料，则如本标

准条款 6.1 所述，试样的安装应使测量在测得干燥状态下最低反光系数的旋转角条件下进行。

调节喷嘴和供水，是的整个试样表面都在喷水包围之中，试样与撞击它的水流之间的角度应不

小于 5°。撞击试样的水流流速应与实际降雨等同，为 50/ tan 10°(284mm/h)。测量前，使

喷水在稳定状态下保持至少 2 分钟，并在整个测量过程中保持稳定喷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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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号

1.试样

2.试样架

3.收水槽

4.排水口

5.喷嘴

6.柔性接头

7.罩子

8.方孔

9.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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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资料性）对高可视性服装设计指导

D.1 概述

设计要求在本标准条款 4.2 中已给出，此附录的目的在于对荧光和反光材料在高可视性

服装的最有效应用做附加指导。最终将由终端用户基于适当的风险评估决定接受哪种设计。

D.2 全方位可视

因为无法预见车辆会从哪个方位靠近用户，高可视性材料应覆盖服装的各个方位，尤其是

水平反光带和荧光材料应环绕躯干，裤腿和袖子。

D.3 分散区域最小化

为实现白天服装的可视性，设计时，应尽可能使用单片大面积的背景材料，而不是多片小

而分散的背景材料。

D.4 通过标记四肢末端和识别用户移动优化醒目程度

D.4.1 研究证明司机可通过动作提示远距离识别人类。应将反光带应用在服装的四肢末端，以

更好的传达用户动作。该理念有时亦被称作生物运动效应。

D.4.2 水平反光条及垂直反光条的结合使用能将背景反差最大化。避免极端的对角元素和单一

形状。

D.4.3 若用户仅穿戴一件高可视性上衣，则含有反光条的有袖上衣比无袖背心的效果更好。只

穿高可视性裤子一般不被看作是好的行为，即使它满足高可视性材料的最小面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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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SO 15797，纺织品——工作服工业水洗和后整理测试流程

[7]ISO 30023，纺织品——在标签上使用符号标记工作服工业水洗的标识规则

[8]EN 530，防护服面料耐磨性测试方法

[9]EN 1150，防护服——非专业使用的可视性服装——测试方法和要求

[10]EN 13356，非专业使用的可视性配饰——测试方法和要求


	                      表一——可视材料最小要求面积（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