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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纺织品日常检测中,纤维含量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快速检测出纤维含量也成了各大检验机构需要解决的

难题。样品的烘干作为纤维含量用时最长的阶段,通过研究探讨多个时间段的烘干效果,确定出最佳的烘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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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含量是指纺织品所含原料成分的百分数,它
是消费者了解产品原料成分最主要的依据。纤维含量

是纺织品检验的一个重要质量指标,纤维含量合格与

否是体现纺织品是不是货真价实的重要依据,纤维含

量也在消费者选择购买产品中起了主要作用。消费者

可以按照产品吊牌中纤维含量的标识,来选择购买自

己喜欢的、穿着舒适的产品,由此可见,纤维含量与我

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何快速准确地检测出纤维

含量,成了各大检验机构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纤维含量包括成分定性和定量两部分。定性的一

般步骤为采用燃烧法对纤维进行大致分类,区分植物

纤维、动物纤维、合成纤维;再用显微镜法去区分横截

面或纵截面形态特征明显的纤维,如棉、麻、毛、丝、再
生纤维素纤维等。合成纤维(聚酯纤维、锦纶、腈纶、维
纶、丙纶、乙纶等)因其形态特征相似,需要用溶解法、
熔点法、含氯含氮呈色反应法、密度梯度法、红外光谱

法等方法去鉴别。定量的原理是纤维经定性鉴别后,
选择一种或几种适当的试剂溶解去除所对应的纤维,
每去除一种纤维后,将剩余残留物烘干称重,根据质量

损失来计算出所溶解纤维的质量百分数。定量的一般

步骤:选取样品制样→拆样→烘箱烘干→干燥器冷却

→天平称重→试剂溶解→抽吸、过滤、收集残留物→烘

箱烘干→干燥器冷却→天平称重。从定量的步骤可以

看出,烘干、冷却、称重每个试验至少需要2次。如果

纤维组分是三组分及以上,这三个步骤就需要重复3
次及以上。在这三个步骤中,冷却所用时间短,可以忽

略不计,不做探讨。称重是人为因素占主导作用,因
此,在不影响试验准确性的前提下,要想提高纤维含量

检测的效率,缩短烘干时间成了重中之重。根据GB/T
2910.1-2009《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部分:试验

通则》要求,干燥烘箱的温度为(105±3)℃,烘干的时

间一般不少于4h,但不超过16h,目标为样品烘至恒

重。在保证达到目标的前提下,选取了棉、亚麻、黏纤、
桑蚕丝、绵羊毛、聚酯纤维、锦纶、腈纶等常见纤维为试

验样品,分别在干样和湿样(即试验后的样品)两种状

态下进行试验。

1 试验部分

1.1 原理

将取好的试验样品放入温度为(105±3)℃的恒

温烘箱内,烘干一定时间后取出放置在干燥器内冷却

后天平称重,再放入烘箱内烘干。重复上面的操作,直
至连续2次样品称量的差异不超过0.1%,即样品达到

恒重状态,记录样品达到恒重的时间。

1.2 试验设备

玻璃砂芯漏斗,抽滤装置,干燥器(含变色硅胶),
德国BinderFD115热风循环烘箱,温度为(105±3)

℃,梅特勒 MS204TS电子分析天平(精度为0.0001
g),恒温水浴锅振荡器,具塞三角烧瓶。

1.3 试验试剂

实验室用三级水。

1.4 试验样品

选取棉、亚麻、黏纤、桑蚕丝、绵羊毛、聚酯纤维、锦
纶、腈纶8种纤维的标准贴衬作为试验样品。这8种

纤维的公定回潮率最大的为15%,最小的为0.4%,基
本囊括了日常检测所遇到的情况。每种纤维在干样、
湿样下分别选取4份约1g的样品,拆成纱线,作为试

验样品。湿样是模拟的试验后样品,具体参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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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试验样品

纤维种类
干 样/g 湿 样/g

1# 2# 3# 4# 1# 2# 3# 4#

绵羊毛 1.0202 1.0087 1.0186 1.0128 1.0204 1.0312 1.0502 1.0426
黏纤 1.0422 1.0299 1.0388 1.0224 1.0325 1.0189 1.0344 1.0226
亚麻 1.0516 1.0812 1.0425 1.1002 1.0095 1.0186 1.0246 1.0289

桑蚕丝 1.0138 1.0645 1.0423 1.0612 1.0243 1.0173 1.0141 1.0386
棉 1.0086 1.0522 1.0327 1.0148 1.0642 1.0473 1.0359 1.0544

锦纶 1.0226 1.0174 1.0286 1.0514 1.0186 1.0299 1.0202 1.0312
腈纶 1.0196 1.0098 1.0258 1.0302 1.0255 1.0412 1.0468 1.0326

聚酯纤维 1.0324 1.0518 1.0249 1.0408 1.0302 1.0246 1.0248 1.0379

1.5 试验步骤

湿样样品:将拆好的样品放入具塞三角烧瓶中,按
照1∶100的浴比在每克样品中加入100ml三级水,
瓶塞盖好后,采用机械振荡的方法在水浴锅振荡器内

用力振荡三角烧瓶,使样品充分浸润。振荡30min
后,用抽滤装置抽吸排液,用水冲洗样品,最后将样品

收集于过滤砂芯漏斗中。放入在烘箱内依次烘干90、

110、120、125、130min,取出样品后放入干燥器内冷却

称重,并计算出每次样品重量的相对差异。
干样样品:将制好的干样样品在烘箱内依次烘干40、

50、60、65、70min,取出样品放入干燥器内冷却称重,并计

算样品每次重量的相对差异。

1.6 试验结果计算

样品相邻2次称量重量的差异计算公式为:

X(%)=
Mn -Mn+1

Mn+1
×100 (1)

式中:X ———相邻2次烘干后样品质量的相对差

异,%;

Mn——— 第n 次称量的样品质量,g;

Mn+1——— 第n+1次称量的样品质量,g;

n——— 第n 次称量。

2 结果与分析

8种纤维样品在干样状态下在不同的时间段烘干

试验结果见表2。

8种纤维样品在湿样状态下在不同的时间段烘干

试验结果见表3。

表2 样品干样状态下烘干试验数据

纤维
种类

纤维
编号

烘干时间/min 重量相对差异/%
40 50 60 65 70 X1 X2 X3 X4

绵羊毛 1# 0.9518 0.9148 0.8874 0.8871 0.8876 4.04 3.09 0.03 -0.06
2# 0.9425 0.8995 0.8771 0.8775 0.8772 4.78 2.55 -0.05 0.03
3# 0.9476 0.9075 0.8858 0.8853 0.8859 4.42 2.45 0.06 -0.07
4# 0.9441 0.9001 0.8805 0.8805 0.8809 4.89 2.23 0.00 -0.05

黏纤 1# 0.9856 0.9478 0.9224 0.9221 0.9226 3.99 2.75 0.03 -0.05
2# 0.9688 0.9302 0.9114 0.9117 0.9112 4.15 2.06 -0.03 0.05
3# 0.9702 0.9356 0.9193 0.9191 0.9196 3.70 1.77 0.02 -0.05
4# 0.9627 0.9281 0.9046 0.9041 0.9047 3.73 2.60 0.06 -0.07

亚麻 1# 0.9949 0.9571 0.9389 0.9391 0.9386 3.95 1.94 -0.02 0.05
2# 1.0300 0.9901 0.9655 0.9657 0.9652 4.03 2.55 -0.02 0.05
3# 0.9889 0.9511 0.9308 0.9302 0.9305 3.97 2.18 0.06 -0.03
4# 1.0623 1.0205 0.9821 0.9824 0.9820 4.10 3.91 -0.03 0.04

桑蚕丝 1# 0.9578 0.9306 0.9136 0.9132 0.9137 2.92 1.86 0.04 -0.05
2# 1.0126 0.9811 0.9591 0.9594 0.9589 3.21 2.29 -0.03 0.05
3# 0.9935 0.9599 0.9390 0.9385 0.9388 3.50 2.23 0.05 -0.03
4# 1.0122 0.9805 0.9563 0.9559 0.9564 3.23 2.53 0.04 -0.05

棉 1# 0.9715 0.9399 0.9296 0.9293 0.9298 3.36 1.11 0.03 -0.05
2# 1.0203 0.9887 0.9695 0.9691 0.9696 3.20 1.98 0.04 -0.05
3# 1.0007 0.9717 0.9516 0.9512 0.9516 2.98 2.11 0.0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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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
种类

纤维
编号

烘干时间/min 重量相对差异/%
40 50 60 65 70 X1 X2 X3 X4

4# 0.9805 0.9563 0.9354 0.9357 0.9353 2.53 2.23 -0.03 0.04
锦纶 1# 1.0061 0.9875 0.9786 0.9782 0.9785 1.88 0.91 0.04 -0.03

2# 1.0015 0.9841 0.9737 0.9734 0.9737 1.77 1.07 0.03 -0.03
3# 1.0099 0.9943 0.9841 0.9844 0.9841 1.57 1.04 -0.03 0.03
4# 1.0301 1.0152 1.0060 1.0057 1.0058 1.47 0.91 0.03 -0.01

腈纶 1# 1.0111 1.0047 0.9996 0.9993 0.9995 0.64 0.51 0.03 -0.02
2# 1.0013 0.9956 0.9902 0.9900 0.9904 0.57 0.55 0.02 -0.04
3# 1.0174 1.0109 1.0057 1.0053 1.0055 0.64 0.52 0.04 -0.02
4# 1.0221 1.0162 1.0102 1.0097 1.0100 0.58 0.59 0.05 -0.03

聚酯纤维 1# 1.0310 1.0293 1.0280 1.0278 1.0279 0.17 0.13 0.02 -0.01
2# 1.0502 1.0488 1.0474 1.0471 1.0473 0.13 0.13 0.03 -0.02
3# 1.0238 1.0224 1.0208 1.0209 1.0208 0.14 0.16 -0.01 0.01
4# 1.0394 1.0382 1.0367 1.0365 1.0366 0.12 0.14 0.02 -0.01

表3 样品湿样状态下烘干试验数据

纤维
种类

纤维
编号

烘干时间/min 重量相对差异/%
90 110 120 125 130 X1 X2 X3 X4

绵羊毛 1# 0.9832 0.9289 0.8875 0.8871 0.8877 5.85 4.66 0.05 -0.07

2# 0.9935 0.9417 0.8965 0.8962 0.8967 5.50 5.04 0.03 -0.06

3# 1.0022 0.9512 0.9135 0.9131 0.9138 5.36 4.13 0.04 -0.08

4# 0.9965 0.9467 0.9064 0.9060 0.9067 5.26 4.45 0.04 -0.08
黏纤 1# 0.9927 0.9507 0.9139 0.9143 0.9136 4.42 4.03 -0.04 0.08

2# 0.9780 0.9367 0.9018 0.9012 0.9015 4.41 3.87 0.07 -0.03

3# 0.9949 0.9518 0.9155 0.9150 0.9156 4.53 3.97 0.05 -0.07

4# 0.9821 0.9396 0.9051 0.9055 0.9052 4.52 3.81 -0.04 0.03
亚麻 1# 0.9741 0.9367 0.9015 0.9011 0.9015 3.99 3.90 0.04 -0.04

2# 0.9842 0.9452 0.9096 0.9099 0.9093 4.13 3.91 -0.03 0.07

3# 0.9904 0.9509 0.9146 0.9142 0.9148 4.15 3.97 0.04 -0.07

4# 0.9927 0.9517 0.9185 0.9189 0.9183 4.31 3.61 -0.04 0.07
桑蚕丝 1# 0.9876 0.9522 0.9229 0.9224 0.9227 3.72 3.17 0.05 -0.03

2# 0.9817 0.9452 0.9162 0.9160 0.9165 3.86 3.17 0.02 -0.05

3# 0.9803 0.9422 0.9136 0.9139 0.9134 4.04 3.13 -0.03 0.05

4# 1.0007 0.9612 0.9358 0.9360 0.9356 4.11 2.71 -0.02 0.04
棉 1# 1.0349 1.0059 0.9808 0.9802 0.9807 2.88 2.56 0.06 -0.05

2# 1.0126 0.9827 0.9651 0.9655 0.9652 3.04 1.82 -0.04 0.03

3# 1.0088 0.9741 0.9549 0.9553 0.9547 3.56 2.01 -0.04 0.06

4# 1.0358 1.0001 0.9718 0.9714 0.9717 3.57 2.91 0.04 -0.03
锦纶 1# 1.0021 0.9852 0.9747 0.9749 0.9747 1.72 1.08 -0.02 0.02

2# 1.0141 0.9989 0.9856 0.9854 0.9858 1.52 1.35 0.02 -0.04

3# 1.0003 0.9839 0.9760 0.9764 0.9761 1.67 0.81 -0.04 0.03

4# 1.0125 0.9941 0.9868 0.9864 0.9866 1.85 0.74 0.04 -0.02
腈纶 1# 1.0180 1.0107 1.0055 1.0058 1.0054 0.72 0.52 -0.03 0.04

2# 1.0342 1.0270 1.0208 1.0210 1.0206 0.70 0.61 -0.02 0.04

3# 1.0394 1.0321 1.0263 1.0260 1.0265 0.71 0.57 0.03 -0.05

4# 1.0266 1.0185 1.0124 1.0124 1.0126 0.80 0.60 0.00 -0.02
聚酯纤维 1# 1.0288 1.0270 1.0261 1.0262 1.0261 0.18 0.09 -0.01 0.01

2# 1.0231 1.0216 1.0205 1.0203 1.0204 0.15 0.11 0.02 -0.01

3# 1.0233 1.0220 1.0207 1.0206 1.0208 0.13 0.13 0.01 -0.02

4# 1.0363 1.0350 1.0337 1.0338 1.0337 0.13 0.13 -0.01 0.01

·64· 纺织科技进展            2021年第10期     




  通过表2和表3的试验数据可以看出,烘干初期

回潮率越大的纤维重量差异变化越大,回潮率小的纤

维重量差异变化小,但是每种纤维的重量变化差异都

超过了0.1%。绵羊毛的重量变化差异最大,依次是黏

纤、亚麻、桑蚕丝、棉、锦纶、腈纶、聚酯纤维。每种纤维

的重量变化差异X1 基本都明显大于X2,说明随着烘

干时间越来越长,重量变化差异越来越小。样品在湿

样状态下重量达到恒重的时间要明显长于在干样状态

下的时间。在干样状态下,样品从60min开始重量达

到恒重状态,连续2次称量,重量变化差异 X3、X4 都

小于0.1%。在湿样状态下,样品120min开始重量达

到恒重状态,连续2次称量,重量变化差异 X3、X4 都

小于0.1%。

3 结论

在保证检测数据准确,不影响纤维含量检测准确

性的前提下,样品在干样状态下60min可以实现重量

恒重。样品在湿样状态下(即试验后的样品)120min
可以实现重量恒重。大大缩短了纤维含量的检测时

间,提高了检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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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DryingTimeofTextileFiberContentDetection
WANGHai-juan,SUNJian-tao,LIWen-chuan

(ShandongProductQualityInspectionResearchInstitute,Jinan250102,China)

  Abstract:Fibercontenthad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dailytestingoftextiles.Fastdetectionoffibercontenthadbecomea

difficultproblemtobesolvedbymajorinspectionagencies.Thedryingtimeofthesamplewasthelongestperiodforthefibercontent

detection.Thebestdryingtimewasdeterminedbystudyingthedryingeffectofseveraltime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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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estingMethodofLinearDensityofWeftKnittedFabric
LAIShi-bin,SHUGui-fang*,NIEXin

(SichuanFiberInspectionBureau,Chengdu610000,Sichuan)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thestandardFZ/T01152-2019methodfortestingthelineardensityofweftknittedfabrics,it

wasfoundthattherewerethesameyarnsinthefabricstructure.Ifthesameyarnscannotbedistinguishedbeforethetest,thewhole

testwillberepeated.Beforetestingthelineardensityofknittedfabric,thefabricstructureshouldbeanalyzed,andtheyarninthe

fabricstructureshouldbeanalyzed.Theyarntypeshouldbeconfirmedbeforetesting.

Keywords:weftknittedfabric;lineardensity;organization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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