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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抗病毒抗菌纺织品关注度不断升温，纺服企业纷纷进行相关布局。后疫

情时代消费者愈发关注纺织品中抗病毒、抗菌等新技术的应用，疫情发

生以来，纺织企业也在不断加强抗病毒、抗菌功能纺织品的研发，如安

奈儿与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合作、运用电子束接枝改性技术加

工抗病毒抗菌面料。本文针对市场上关心的抗病毒抗菌纺织品相关问题

进行剖析，并对上市公司相关专利、产品布局进行全面梳理。 

◼ 问题 1：纺织品抗病毒抗菌性如何定义？抗菌纺织品等同于抗病毒纺织

品吗？抗菌纺织品不等同于抗病毒纺织品，抗病毒纺织品更为复杂、技

术难度更高。抗菌性主要指抑制或破坏细菌本身在营养源中自行代谢与

繁殖的能力，抗病毒性主要指抑制或破坏病毒侵染宿主细胞的能力。从

国内技术发展现状来看，抗菌性纺织品研究相对成熟、产品及专利较多，

而抗病毒纺织品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相较于抗菌纺织品发展较

晚、进程也较为缓慢，疫情催化下 2020 年起专利申请数量开始大幅增

加、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 

◼ 问题 2：纺织品的抗病毒抗菌性能可靠吗？功能从何而来？抗菌纺织品

检测标准较多、覆盖纺织品范围较广，抗病毒常用国际 ISO 18184 标准，

检测结果满足相应标准即证明具备抗病毒效果。纺织品抗病毒抗菌的性

能主要来源于：1）新材料：效果好、耐久性较高，但加工难度较大、

成本较高，国内主流抗病毒抗菌纤维包括禾木素纤维、艾因斯美纱线、

石墨烯材料、铜离子纤维等；2）抗病毒抗菌整理剂：主要包括无机系、

有机系和天然系三大类，其中银系离子（能力强、安全、价格高）、光

催化剂系列（安全价格低、效果再现性差）、季铵盐类（价格低，杀菌/

病毒快、杀灭效果易受影响）应用较多。 

◼ 问题 3：抗病毒抗菌纺织品如何进行加工？1）使用抗病毒抗菌新材料

进行加工：与常规纺织品加工程序相似，但适用范围受限、成本较高、

工艺难度大，应用并不广泛。2）使用抗病毒抗菌整理剂：织物的加工

方式主要分为纤维整理法（在纺丝过程中添加抗病毒抗菌剂制成抗菌抗

病毒纤维、然后直接织成抗病毒抗菌织物）和后整理法（采用抗病毒抗

菌整理剂直接对纺织品进行整理），其中后整理法操作简单、局限性小、

约占抗病毒抗菌纺织品加工的 70％，但耐久性差、可能出现抗病毒抗

菌剂脱落，通常包括表面涂层法、浸轧法、微胶囊法、电子束接枝法。 

◼ 相关标的梳理：目前已有 31 家上市公司布局抗病毒抗菌专利及产品。

其中多数公司仅布局抗菌功能性面料并取得相关专利，仅少数公司如安

奈儿、森马服饰、众望布艺、如意集团拥有抗病毒相关专利。分应用领

域看：1）童装：采用抗病毒抗菌功能面料保护婴幼儿，如安奈儿、森

马服饰；2）成人服装：兼具时尚美观和抗病毒抗菌功能，如海澜之家、

比音勒芬、波司登、太平鸟等；3）家纺用品：具有抗菌、抗病毒、防

螨、防霉功能，如罗莱生活、水星家纺、富安娜等；4）运动服饰：侧

重抗菌功能，防止运动用纺织品与人体代谢物质混合后大量滋生病原微

生物，如李宁、安踏体育、特步国际等；5）其他纺织制造企业：进行

技术储备、加工销售附加值较高的抗病毒抗菌纺织品，如众望布艺、如

意集团、鲁泰 A、台华新材等。 

◼ 风险提示：市场需求不及预期、技术应用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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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消费者愈发关注纺织品中抗病毒、抗菌等新技术的应用，疫情发生以来，

纺织企业也在不断加强抗病毒、抗菌功能纺织品的研发。 

本文我们针对市场上关心的三个问题“抗病毒抗菌纺织品的定义”、“纺织品如何获

得抗病毒抗菌功能”以及“抗病毒抗菌纺织品如何进行加工”进行了剖析，并梳理了纺

服行业 31 家上市公司抗病毒抗菌专利及产品的布局情况。 

1.    抗病毒抗菌纺织品核心三问三答 

1.1.   问题 1：纺织品抗病毒抗菌性如何定义？抗菌纺织品等同于抗病毒纺织

品吗？ 

目前市场上抗菌纺织品较多，但抗菌纺织品不等同于抗病毒纺织品，由于病毒与细

菌在结构、性状等有本质上的不同，抗病毒纺织品更为复杂、技术难度更高。 

➢ 抗菌性：主要指抑制或破坏细菌本身在营养源中自行代谢与繁殖的能力，手段包括

作用于细菌真菌的生物膜系统、细胞壁、内部蛋白质、遗传物质等。 

➢ 抗病毒性：主要指抑制或破坏病毒侵染宿主细胞的能力，主要通过电荷吸附并固定

病毒、破坏膜系统消杀包膜病毒（包括流感、冠状、猴痘病毒等）。 

抗病毒纺织品难点主要体现在：1）病毒无细胞结构、进化速度较快，研究难度较

大、进展缓慢。2）国内至今未有抗病毒纺织品检测相关标准发布，滞后性较为明显。 

目前国内抗菌性纺织品研究相对成熟、产品及相关专利较多。我国抗病毒纺织品的

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相较于抗菌纺织品发展较晚、进程也较为缓慢，疫情催化下

2020 年起申请专利数量开始大幅增加，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 

图1：国内抗病毒纺织品专利申请数量（个） 

 

数据来源：《纺织品抗菌抗病毒性能研究进展》，东吴证券研究所 

1.2.   问题 2：纺织品的抗病毒抗菌性能可靠吗？功能从何而来？ 

国内抗菌纺织品检测标准较多、覆盖纺织品范围较广，以 GB/T 20944.2—2007 标准

为例、满足抗菌率达到 90%或抑菌值达到 1 以上即为检测合格、具备抗菌功能。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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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性检测常用国际 ISO 18184 标准，抗病毒功效值≥2 时证明具备抗病毒效果。 

纺织品抗病毒抗菌的性能主要得益于新材料和抗病毒抗菌整理剂的应用，很多抗病

毒纺织品需要好几种抗病毒材料或者处理技术协同才能达到较好的灭活病毒、阻断病毒

传播的性能。 

➢ 新材料 

国内外主流抗病毒抗菌纤维如下表所示。抗病毒抗菌新材料通常效果好、耐久性

较高，但加工难度较大、只适用于特定纤维、且成本较高。 

                      表 1：国内外主流抗病毒抗菌纤维 

国际 

银沸石抗病毒抗菌纤维（美国 Foss 公司生产）、 

Amicor 抗病毒抗菌纤维（英国 Acordis 公司生产） 

Chitopoly 抗病毒抗菌纤维（日本 Fuji 公司生产） 

国内 

禾木素纤维（禾素时代抗菌材料所有） 

艾因斯美纱线（前海广大科技所有） 

石墨烯材料（如意集团等多家企业） 

铜离子纤维（苏锵尼玛新材料所有） 

数据来源：《抗病毒非织造布及其测试标准探究》，《纺织品抗菌抗病毒性能研究进展》，东

吴证券研究所  

➢ 抗病毒抗菌整理剂 

主要有无机系、有机系和天然系三大类： 

1）无机类：优点是安全性好、广谱且耐久性好，其中银系具备高效抗病毒抗菌、

对人低毒的特性，应用较为广泛；缺点是容易产生变色且价格高。 

2）有机类：是应用最多的抗菌/抗病毒剂，优点是杀菌/病毒速度快，效率高，价

格便宜；缺点是耐热性不好、容易产生耐药性。 

3）天然类：从自然界动植物和矿物中提取获得，优点是安全环保，原料的来源十

分广泛；缺点是有效时间短，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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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主流的抗病毒抗菌整理剂相关机理及特点 

系列 类别 名称 抗菌/病毒机理 特点 

无机 

离子
型 

银系 

金属离子进入细胞内部与蛋白酶反应，
破坏细菌活性后进入另一个细胞，发挥
循环抗菌作用。 

（1）抗菌/抗病毒能力最强，安全、无毒，
缺点是价格高。 

（2）可与金属混制，安全性好，抗菌/抗病
毒能力比银离子差。 

（3）安全、稳定，但是有颜色限制产品开
发。 

锌系 

铜系 

光催
化剂 

二氧化钛 
抗菌剂在光的作用下产生有氧化活性的
自由基，与细菌内有机物相结合，进而
破坏细菌活性。 

无毒，来源广、价格低，可以快速杀灭细
菌和病毒，缺点是效果再现性不好 

氧化锌 

二氧化锡 

有机 

季铵盐类 
渗透细胞膜、促使蛋白质变性、阻碍细
胞的新陈代谢，进而达到杀菌效果。 

价格低，杀菌/病毒快，应用广泛，但杀灭
效果易受有机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过
氧化物等影响。 

胍类 
与细菌发生静电吸附，阻碍细胞代谢酶
合成，抑制细菌繁殖。 

毒性低，易制备，广谱，杀菌/病毒效果好，
多用于医药、农药。 

卤化物类 
与细菌接触发生氧化还原反应，扰乱细
胞生长，使细菌失去活力。 

安全性好，在紫外光下不稳定，产品表面
会有卤胺残留影响外观。 

甜菜碱类 
阻止细菌在产品表面吸附，抑制生物膜
的形成。 

抑菌/病毒高效、广谱，缺点是稳定性差，
产品不耐洗。 

自然 

植物
类 

艾蒿精油 

破坏细胞壁，抑制细菌活动和蛋白酶的
合成。 

抗菌/抗病毒能力强，挥发物可强身健体，
缺点是易挥发，有效时间短。 

大蒜精油 
有较强的抗菌/抗病毒作用，缺点是易挥发，
气味刺激。 

芦荟素 
热稳定性强，抑菌/病毒浓度低，不易产生
耐药性。 

石榴皮 
体外抗菌/抗病毒作用良好，对人体皮肤作
用比较温和。 

动物
类 

甲壳素和壳
聚糖 

阳离子与细菌表面的阴离子相结合，阻
碍细菌的生物合成。 

抗菌/抗病毒效果好，使用范围广，原料来
源广泛。 

昆虫抗菌性
蛋白质 

耐热性好，广谱，对耐药性病菌也有一定
作用。 

生物碱 对革兰氏阳性菌有抗菌作用。 

矿物
类 

沸石 作为载体与金属离子发生交换或吸附作
用，其抗菌机理与发生交换或吸附的离
子有关。 

抗菌/抗病毒剂载体，能与多种离子交换。 蒙脱石 

坡缕石 

数据来源：《抗菌抗病毒非织造布及其测试标准探究》，东吴证券研究所 

1.3.   问题 3：抗病毒抗菌纺织品如何进行加工？ 

若使用抗病毒抗菌新材料进行加工，与常规纺织品加工程序相似，但由于适用范围

受限、成本较高、工艺难度大，应用并不广泛。 

若使用抗病毒抗菌整理剂，织物的加工方式主要分为纤维整理法和后整理法两种：

1）纤维整理法：在纺丝过程中添加抗病毒抗菌剂制成抗菌抗病毒纤维，然后直接织成

抗病毒抗菌织物。纤维整理耐水洗性能优异，但可能对纺丝工艺及制品造成不良影响，

如导致纤维强力下降、色光变化、手感变硬，通常包括共混纺丝法、复合纺丝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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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整理法：采用抗病毒抗菌整理剂直接对纺织品进行整理。后整理法操作简单、局限性

小，在纺织品的抗病毒抗菌加工中，后整理方法约占 70％。但耐久性差、可能出现抗病

毒抗菌剂脱落，通常包括传统的表面涂层法、浸轧法、微胶囊法、以及电子束接枝法。 

表 3：使用抗病毒抗菌整理剂的纺织品加工方法 

类型 方法 具体操作 优点 缺点 

纤维整理法 

共混纺丝法 
是将抗病毒抗菌剂与纤维树脂均匀混合，

通过熔融纺丝制作抗病毒抗菌纤维 
耐水洗性能优异 

可能对纺丝工艺
及制品的物理、化
学性质造成不良

影响 复合纺丝法 将抗病毒抗菌母粒与聚合物进行复合纺丝 

后整理法 

表面涂层法 将抗菌抗病毒整理剂涂覆在织物表面 

操作简单、局限性小 

耐久性差、可能出
现抗病毒抗菌剂

脱落 

浸轧法 
将抗菌抗病毒整理剂制作成乳状液，再经

浸轧、烘焙整理到织物上 

微胶囊法 

抗菌抗病毒剂被微胶囊包裹，再经过黏合
剂整理到织物表面，通过消费者在使用过
程中的摩擦和接触，促使微胶囊破裂释放

出抗菌抗病毒成分 

电子束接枝
改性法 

电子加速器定向照射，使抗病毒抗菌剂与
织物内部分子完成嫁接。 

吸收抗病毒抗菌剂
量率高，由于共价键
结合的牢固性使抗
病毒基团不会脱落 

设备投入金额较
大 

数据来源：《抗菌抗病毒非织造布及其测试标准探究》，东吴证券研究所 

2.   纺服行业上市公司抗病毒抗菌专利及产品布局梳理 

我们梳理了纺服行业上市公司抗病毒抗菌专利及产品的布局情况，有 31 家公司已

经申请进行了抗病毒抗菌方面的专利及产品布局，覆盖童装、成人服饰、家纺、运动服

饰、纺织制造等领域，其中多数公司仅布局抗菌功能性面料并取得相关专利，仅少数公

司如安奈儿、森马服饰、众望布艺、如意集团拥有抗病毒相关专利。 

从涉入产品应用的细分领域来看，除了医用口罩和防护服外，主要包括： 

1）童装：婴幼儿需要重点保护，目前很多童装开始采用抗病毒抗菌功能面料，以

有效防止病菌侵害（安奈儿、森马服饰）。 

2）成人服装：将时尚和抗病毒抗菌相互结合，通过采用抗病毒抗菌面料或者经过

抗病毒抗菌处理，在保持外形美观大方的同时具备抗病毒抗菌功能（海澜之家、比音勒

芬、波司登、太平鸟等）。 

3）家纺用品：床上用品、毛巾、沙发套等是较早采用抗病毒抗菌面料或者经过抗

病毒抗菌处理的纺织品，主要目的是抗菌、抗病毒、防螨、防霉（罗莱生活、水星家纺、

富安娜等）。 

4）运动服饰：更侧重抗菌功能，防止运动中使用的各类纺织品与人体的代谢物质

混合后各种病原微生物大量滋生（李宁、安踏体育、特步国际等）。 

5）其他纺织制造企业：进行技术储备，加工销售附加值较高的抗病毒抗菌纺织品

（众望布艺、如意集团、鲁泰 A、台华新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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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纺织服装板块抗病毒抗菌面料布局情况 

产品 

应用 

公司 

名称 

市值 

（亿元） 
主业 

抗病毒抗菌 

技术路线 

抗病毒 

专利 

抗菌 

专利 

童装 

安奈儿 30 童装 
改良的季铵盐类抗病毒抗菌

剂、电子束接枝改性 
是 是 

森马服饰 137 
成人休闲服饰、儿童

服饰 
有机锌 是 是 

成人服
饰 

波司登 358 羽绒服 
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铵盐抗

菌剂 
- 是 

海澜之家 211 男装、职业服 银系抗菌剂 - 是 

比音勒芬 140 运动休闲服饰 复合抗菌材料 - 是 

太平鸟 83 大众休闲服饰 银系抗菌剂 - 是 

九牧王 47 商务休闲男装 - - 是 

七匹狼 42 商务休闲男装 禾素纤维材料 - 是 

乔治白 23 职业装 - - 是 

都市丽人 4 内衣 益母草提取物 - 是 

家纺用
品 

罗莱生活 86 家用纺织品 
光响应、季铵盐抗菌剂，石墨

烯纳米复合材料等 
- 是 

富安娜 58 家用纺织品 石墨烯改性纤维 - 是 

孚日股份 43 毛巾、家纺 稀土抗菌剂、银离子纤维 - 是 

水星家纺 35 家用纺织品 - - 是 

运动服
饰 

安踏体育 2191 运动服饰 银系抗菌剂等 - 是 

李宁 1399 运动服饰 银系抗菌剂等 - 是 

特步国际 206 运动服饰 银系抗菌剂等 - 是 

贵人鸟 55 运动服饰 - - 是 

其他纺
织制造
企业 

众望布艺 22 中高档装饰面料 活性炭纤维 是 是 

如意集团 17 精纺呢绒及服装 银系抗菌剂、石墨烯材料等 是 是 

际华集团 136 军需服装加工 纳米新型复合材料 - 是 

台华新材 83 锦纶全产业链 银系抗菌剂 - 是 

鲁泰 A 61 中高端色织布及衬衫 氯化锌等 - 是 

天虹纺织 53 棉纱及坯布 铜离子纤维材料 - 是 

新澳股份 36 羊毛羊绒加工 功能性纤维、抗病毒纱线 - - 

南山智尚 34 精纺呢绒及职业装 石墨烯纤维 - 是 

嘉麟杰 29 
户外运动功能性面料

加工 
银系抗菌剂 - 是 

新野纺织 27 纯棉及混纺产品 纳米级负离子粉 - 是 

富春染织 24 色纱 天然麻纤维材料 - 是 

凤竹纺织 17 针织加工 银系抗菌剂、氧化石墨烯 - 是 

德永佳集团 16 针织色纱及针织布 银系抗菌剂 - 是 

数据来源：国家专利局，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注：市值截至 2022/11/29，港元兑人民币汇率以 2022/11/29 港元兑

人民币中间价 0.92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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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提示 

市场需求不及预期。抗病毒抗菌纺织品市场前景尚未完全明朗，若下游消费者接受

度不高可能导致抗病毒抗菌纺织品需求不及预期。 

技术应用不及预期。国内对抗病毒抗菌纺织品的技术研究和生产应用还处于起步阶

段，相关技术发展及应用或不及预期。 

行业竞争加剧。目前国内纺服企业加大抗病抗菌研发，行业专利数量和产能可能大

幅增加导致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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