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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比黄麻与棉纤维织造的窗帘面料的不同组织结构、不同透孔比例等对透光性、透气性及悬垂性的影

响,筛选出最适合窗帘面料的工艺参数。利用半自动小样机织造织物,并对织物进行透光性、透气性及悬垂性的测试,分

析得出浅色织物及透孔比例较大时透光性较好;棉织物的悬垂性比黄麻织物更好;透孔比例较大时透气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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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

很大的提高。家庭、办公室成为了人们停留时间最久

的地方,人们对美的追求和享受的心理成为家纺产品

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1]。
窗帘作为家居不可缺少的装饰,既要有减光、遮光

的作用,又要有防火、隔热、防辐射、防紫外线等功能。
黄麻装饰材料可以达到零甲醛,具有较高的工业生产价

值。但目前黄麻织物结构单一、手感粗糙、档次不高,不
能完全满足服装和室内装饰的需要,我国华南地区和长

江流域黄麻纤维资源丰富,因此研发黄麻服用纺织品及

高档装饰用品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2]。在窗帘的面料

设计上应用黄麻,通过加工和织制,设计并织造出兼具

装饰作用与功能性的窗帘产品,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 窗帘面料外观设计方案

1.1 琐秋主题

设计理念:闲暇的午后,阳光透过树影,斑驳地撒

在地面上,给人以安静又舒适的感觉,是否想要多些停

留,把秋天永远留住。
琐秋菱形透孔组织模拟图如图1所示。

1.2 小轩窗主题

设计理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哪些不经意间

失去了的,哪些还在怀念着的,像在梦里一样,朦朦胧

胧却又明明朗朗,似是透着一格格的网看外面的世界,
模糊又好奇。

小轩窗透孔组织模拟图如图2所示。

图1 琐秋菱形透孔组织模拟图

图2 小轩窗透孔组织模拟图

2 黄麻窗帘面料工艺设计与织制

2.1 材料和设备

试验材料:纱线(经纱:棉9.72tex/2;纬纱:黄麻/
棉55/45,涤/棉18.22tex/2)。

试验设备:半自动小样机

2.2 设计参数

2.2.1 小轩窗

Ej=Pj×dj=Pj×K Ttj =0.0375× 19.4

×P=50
P1=302根

Ej=Pj×dj=Pj×K Ttj =0.0375× 29.15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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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50根

P总 =302+250=552根

筘号:275×(1-6%)÷2=129.259
公制筘号:129.25÷1.97=66

2.2.2 琐秋

Ej=Pj×dj=Pj×K Ttj =0.0375× 19.4

×P=50
P3=250根

Ej=Pj×dj=Pj×K Ttj =0.0375× 36.4
×P=50

P4=220根

P总 =250+220=470根

筘号:235×(1-8%)÷2=108.1
公制筘号:108.1÷1.97=55
取公制筘号:56
式中:Pw— 纬密(根/10cm);Pj— 经密(根/10

cm);Ej— 经纱紧度;K— 常数(经文献查阅本文采用

平纹=0.00129,斜纹 =0.0014);Ttj— 经纱线密度

(tex)。

2.2.3 织物规格

织物规格见表1。
表1 织物规格表

主 题 紧 度 经 纱/tex
经 密

/根·(10cm)-1
纬纱支数
/tex

琐秋(小) 50 棉:9.72/2 235 黄麻/棉:55/45
涤棉18.22/2

小轩窗 50 棉:9.72/2 275 黄麻/棉:55/45
涤棉18.22/2

2.3 织造

2.3.1 琐秋

(1)琐秋菱形织物上机图如图3所示。
(2)琐秋织造实物图如图4所示。

2.3.2 小轩窗

(1)小轩窗织物上机图如图5所示。
(2)轩窗织造实物图如图6所示。

3 性能测试

3.1 测试项目

3.1.1 织物透气性

测试仪器:全自动透气量仪。
测试标准:GB/T5453-1997《纺织品织物透气性

测定》。

图3 琐秋菱形上机图

图4 琐秋织造实物图

图5 小轩窗织物上机图

(a)25%透孔组织  (b)50%透孔组组织  (c)100%透孔组织

        图6 小轩窗织造实物图

3.1.2 织物透光性

测试仪器:光度数据记录仪、试验暗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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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标准:FZ/T01009-2008《纺织品织物透光性

测定》。

3.1.3 织物悬垂性

测试仪器:织物悬垂性测试仪。
测试标准:GB/T23329-2009《纺织品织物悬垂

性测定》。

3.2 测试结果与分析

3.2.1 织物透气率

(1)琐秋

织物紧度:50。
试验数据参数见表2。

表2 琐秋透气性试验参数表

织物成分
(纬纱)

透孔比例
/%

透气率
/mm·s-1

白色部分
/mm·s-1

橙色部分
/mm·s-1

平均值
/mm·s-1

涤棉 25 702.4 459.4 676.4 612.7
棉/麻55/45 25 528.2 461.5 551.0 513.7

涤棉 50 596.6 918.2 987.8 834.2
棉/麻55/45 50 582.7 555.4 683.5 607.2

  (2)小轩窗

织物紧度:50。
试验数据参数见表3。

表3 小轩窗透气性试验参数表

织物成分
(纬纱)

透孔比例
/%

透气率
/mm·s-1

白色部分
/mm·s-1

橙色部分
/mm·s-1

平均值
/mm·s-1

棉/麻55/45 0 614.1 900.2 573.1 695.8
涤棉 50 998.3 1225.3 924.8 1049.5

棉/麻55/45 50 1135.5 1135.0 880.1 1050.2
涤棉 100 1628.7 1754.6 1489.5 1624.3

棉/麻55/45 100 1715.2 1768.5 1535.7 1673.1

  涤棉做纬纱时,透气性次于棉/麻55/45的情况;
相同透孔比例情况下,不同的织物结构,织物紧度密等

都对透气性有所影响,经纱越细,透气性越好,其他条

件相同时,透孔比例越大时,织物的透气性越好。

3.2.2 织物透光率

(1)琐秋

试验数据见表4。
(2)小轩窗

试验数据见表5。
相同透孔比例情况下,涤棉作纬纱的透光性比棉/

麻55/45好,说明黄麻织物相对于棉具有较好的遮光

性,这可能与黄麻纤维自带的黄色有关系,也可能是黄

麻纤维相对支数较低,细度较大,造成的遮光性较好。
浅色织物相对于深色而言,透光性次之。相同透孔比

例情况下,不同的透孔组织结构对透光性也有很大的

影响,透孔结构紧密,遮光性较好;透孔结构疏松,透光

性好。
表4 琐秋透光性试验参数表

织物成分
(纬纱)

透孔比例
/%

透光率
/%

白色部分
/%

橙色部分
/%

平均值
/%

涤棉 25 42.6 59.1 38.7 46.8
36.9 57.6 37.2 43.9
47.1 56.7 40.2 48.0

平均值 42.2 57.8 38.7 46.2
棉/麻55/45 25 33.6 54.6 30.6 39.6

34.8 54.9 30.3 40.0
34.2 57.3 32.7 41.4

平均值 34.2 55.6 31.2 40.3
涤棉 50 80.4 90.3 63.2 77.9

72.6 95.1 59.6 75.7
84.0 97.8 66.0 82.6

平均值 79.0 94.4 62.9 78.7
棉/麻55/45 50 54.3 63.6 43.6 53.8

53.4 60.9 46.1 53.5
56.7 58.5 41.2 52.1

平均值 54.8 61.0 43.6 50.1

表5 小轩窗透光性试验参数表

织物成分
(纬纱)

透孔比例
/%

透光率
/%

白色部分
/%

橙色部分
/%

平均值
/%

棉/麻55/45 0 82.70 117.30 70.60 90.20
88.20 109.00 69.40 88.87
85.70 105.70 67.10 86.17

平均值 85.50 110.67 69.03 88.40
涤棉 50 92.40 120.50 81.30 98.10

98.60 117.60 88.50 101.60
95.50 126.60 87.90 103.30

平均值 95.50 121.57 85.90 101.00
棉/麻55/45 50 84.50 93.70 70.00 82.70

83.10 94.10 69.50 82.20
84.30 95.50 70.10 83.30

平均值 83.90 94.40 69.80 82.70
涤棉 100 113.20 134.30 102.50 116.70

120.70 131.80 111.30 121.30
114.60 125.20 105.80 115.20

平均值 116.20 130.40 106.50 117.70
棉/麻55/45 100 95.20 119.30 89.30 101.30

98.50 115.90 91.20 101.90
103.20 113.40 85.70 100.70

平均值 98.90 116.20 88.70 101.30

3.2.3 织物静态悬垂系数

试验数据见表6。
涤棉织物的悬垂性较棉麻而言,相对较好。说明

纱线的细度越细,织物的悬垂性越好。因此,黄麻纤维

的支数有待提高,随着纺纱设备和技术的不断升级,黄
麻纤维也一定能达到更高的支数,符合对织物性能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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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织物静态悬垂系数表

织物成分
/纬纱

静态悬垂
系数/%

波数
/N

波峰值
均匀度/%

波峰夹角
均匀度/%

动静悬垂
系数之比

涤棉 91.1 11 4.2 48.7 0.99
90.9 9 4.1 59.6 0.99
91.7 8 3.6 43.5 0.99
91.4 8 3.8 44.4 0.99
91.3 10 3.7 56.5 0.99

棉/麻55/45 79.5 4 3.1 12.4 0.98
79.3 4 3.0 13.8 0.98

棉/麻55/45 78.9 4 3.1 14.9 0.99
79.4 4 3.1 14.5 0.99
79.3 4 3.0 14.0 0.98

4 结语

4.1 影响织物透气性的因素

织物组织结构不同时,其透气性关系为:透孔织物

>平纹织物。这是因为平纹织物经纬纱交织的次数最

多,纱线间孔隙度小,透气性也相对较小;透孔织物纱

线之间空隙较大,透气性相对较大。随着织物组织结

构与密度的变化,织物的透气性也会随着浮长的增加

而增加。当织物的经纬纱支不发生变化时,经密或纬

密的增加,会导致织物的透气性下降。

4.2 影响织物透光性的主要因素

织物的透光性与紧度也呈负相关:紧度越大,透光

率越低,紧度越小,透光率越高。织物的颜色与透光性

也有一定的关系,颜色深则其透光率低,反之则高[3]。

4.3 影响织物悬垂性的因素

影响织物悬垂性的主要因素是纤维刚柔性,如麻

纤维织制的织物过硬其悬垂性能不好,由柔软的纤维

制成的织物通常会有较好的悬垂性,如棉纤维。纤维

越细越有助于改善织物悬垂性。随着织物厚度的增

加,起伏表面上的屈曲波峰数量减少,导致投影面积变

大,悬垂性变差。
受黄麻纱线的自身条件限制,若能选用多种组分

的棉麻混纺纱线,例如70/30、60/40、50/50等不同成

分的纱线织造织物,并测试其性能可选择更优设计参

数。
织造过程中,纱线颜色的限制。实验室纱线色彩

有限,不能尽善尽美地体现设计所需的要求和色彩展

示,以及对流行色彩的展示与发挥。在织造前未能准

确估算织造用纱,造成后期织造过程中纱线不够用的

情况,只能用同支数的纱线代替。
随着纺纱设备和技术的不断升级,黄麻纤维的支

数还有待提高,如果用更高支数的黄麻纤维织造窗帘,
不仅其悬垂性有所提高,透光性和透气性也会得到改

善。此外,由于黄麻所具有的天然黄色,如果能通过印

染技术增加黄麻纱线的色彩多样性,那么黄麻织物一

定会更加色彩斑斓,更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以及对

审美的要求。黄麻作为一种天然环保又廉价的纤维,
相信一定能够发挥其最大的优势,走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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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JuteCurtain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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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ycomparingtheeffectofdifferentorganizationalstructureanddifferentthroughholeratioonlighttransmittance,air

permeabilityanddrapabilityofthecurtainfabricwovenbyjuteandcottonfiber,themostsuitableparametersforcurtainfabricwere

selected.Thesemi-automaticsmallsamplemachinewasusedtoweavethefabric,andthelighttransmittance,airpermeabilityand

drapabilityofthefabricweretested.Throughtheanalysis,itwasconcludedthatthelightcoloredfabrichadbetterlighttransmit-

tance,cottonfabrichadbetterdrapabilitythanjutefabric,andtheairpermeabilitywasbetterwhentheratioofthroughholewaslar-

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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