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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在很多衣物讲究混搭,比如不同成分的混纺、真丝配棉布、针织面料配皮革、或者是几种面料混搭在一件衣

服上,每种面料都有自己的洗涤和保养方式。对作为干洗服饰使用量较多的毛呢面料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和测试,分析了

洗涤时间和烘干时间两个因素对于该类产品服用性能影响。

关键词:毛织物;干洗;影响因素;服用性能

中图分类号:TS94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0356(2016)08-0040-03

收稿日期:2016-07-22;修回日期:2016-08-01
作者简介:刘德琳(1986-),学士,助理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纺织品物理

测试,E-mail:772848422@qq.com。

  干洗业是洗染行业的一个分支,近几年干洗行业

迅速发展,各种类型的干洗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

城市的生活社区,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有些消

费者认为,干洗比水洗显得高档,干洗的效果也会更

好,但实际上,干洗和水洗只是两种洗涤技术,并没有

好坏之别,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服装、服饰产品都适合干

洗。因此,研究各类织物经干洗后外观变化,并分析影

响因素,探讨最佳的干洗方法意义重大。干洗是指是

用四氯乙烯等有机溶剂取代水为媒介,清洗服装和纺

织品的技术。毛织物由于纤维易毡缩的特性,在水洗

过程时的湿热环境和机械作用下,容易出现毡化现象。
本实验主要从洗涤时间和烘干时间两方面,分析干洗

洗涤对毛织物服用性能的影响。

1 试验部分

1.1 方案选择

聚酯毛混纺毛呢面料是干洗类服饰使用较多的面

料之一,目前不同商业干洗的洗涤程序各异,包括洗

涤、脱水、二次洗涤、烘干、冷却等洗涤步骤,故选择以

国标GB/T19981.2-2014干洗测试方法作为依据。
影响干洗洗涤的影响因素较多,选择其中洗涤和烘干

两个最关键环节作为试验切入点,分析两种因素对于

织物在干洗过程中尺寸稳定性、外观保持性及去污性

等服用性能变化的影响。

1.2 测试样品

60%羊毛,40%聚酯毛呢梭织样品;80%羊毛,

20%聚酯抓绒针织样品。

1.3 试验设备

FIOLT2干洗机。

1.4 测试标准

GB/T19981.2-2014《纺织品 织物和服装的专

业维护、干洗和湿洗 第2部分:使用四氯乙烯干洗和

整烫时性能试验的程序》[1]。

1.5 洗涤试剂

四氯乙烯。

1.6 洗涤方法

GB/T19981.2-2014正常材料程序。

2 结果与讨论

2.1 洗涤时间对服用性能的影响

以标准 GB/T1998.1.2-2014规定的正常材料

程序的洗涤时间作为基线,梯式递增洗涤时间,记录各

阶段干洗洗涤时间差异性。洗涤时间15min,30min,

45min,60min,75min,记录各阶段变化。
表1 毛织物干洗不同洗涤时间的尺寸稳定性测试数据

单位:%

梭 织
洗涤时间/min

15 30 45 60 75
样品1 长度方向 -0.8 -1.2 -2.0 -2.0 -2.0

宽度方向 -0.8 -1.2 -1.2 -1.2 -1.2
样品2 长度方向 -0.8 -1.6 -2.0 -2.0 -2.0

宽度方向 -0.8 -1.2 -1.2 -1.2 -1.2
样品3 长度方向 -0.8 -1.2 -2.0 -1.8 -2.0

宽度方向 -0.4 -0.8 -1.2 -1.2 -1.2
样品4 长度方向 -0.8 -1.6 -2.0 -2.0 -2.0

宽度方向 -0.4 -0.8 -1.6 -1.6 -1.6
样品5 长度方向 -0.8 -1.2 -2.0 -2.0 -2.0

宽度方向 -0.4 -0.8 -1.6 -1.6 -1.6
样品6 长度方向 -1.2 -1.6 -1.6 -1.6 -1.6

宽度方向 -0.4 -0.8 -1.2 -1.2 -1.2
 注:“-”表示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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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1所示,样品的数据重现性较强,该织物干洗

过程稳定性较高,样品长度和宽度尺寸在洗涤15min、

30min和45min时样品尺寸呈0.4%的定量收缩变

化,在45min后洗涤时样品的尺寸状态趋于稳定。从

数据分析该毛织物的干洗尺寸稳定性较好,随着洗涤

时间的增加,样品的长度方向和宽度方向都有收缩变

化,在一定的洗涤时间后样品的尺寸变化率达到平衡,
线性波动趋于平稳。

表2 毛织物干洗外观平整度差异性比较

单位:级

织物
类型

洗涤时间/min
洗前 洗15 洗30 洗45

样品1 针织 4 4 4 4
梭织 4-5 4-5 4-5 4-5

样品2 针织 4 4 4 4
梭织 4-5 4-5 4-5 4-5

样品3 针织 4 4 4 4
梭织 4-5 4-5 4-5 4-5

样品4 针织 4 4 4 4
梭织 4-5 4-5 4-5 4-5

样品5 针织 4 4 4 4
梭织 4-5 4-5 4-5 4-5

样品6 针织 4 4 4 4
梭织 4-5 4-5 4-5 4-5

  如表2所示,在GB/T13769-2009外观评价环

境下[2],洗前针织样品级数为4级,梭织样品级数为4
-5级,洗涤后外观级数均无变化,该样品毛织物经干

洗洗涤后的外观保持性很好,表面平服,因此随着洗涤

时间的增加对于织物表面服用外观性能基本无影响。
表3 毛织物干洗去污性能差异性比较 单位:级

洗 前 洗15min 洗30min 洗45min
酱油 玉米油 酱油 玉米油 酱油 玉米油 酱油 玉米油

样品1 针织 2-3 3 5 5 - - - -
梭织 1-2 4 2-3 5 3 - 3 -

样品2 针织 2-3 3 5 5 - - - -
梭织 1-2 4 2-3 5 3 - 3 -

样品3 针织 2-3 3 5 5 - - - -
梭织 1-2 4 2-3 5 3 - 3 -

样品4 针织 2-3 3 5 5 - - - -
梭织 1-2 4 2-3 5 3 - 3 -

样品5 针织 2-3 3 5 5 - - - -
梭织 1-2 4 2-3 5 3 - 3 -

样品6 针织 2-3 3 5 5 - - - -
梭织 1-2 4 2-3 5 3 - 3 -

  如表3所示,根据AATTC130要求测试[3],样品

中分别滴定一滴酱油和一滴玉米油,经多次洗后观察

可发现,在经15min洗涤后针织物上酱油污点与玉米

油污点完全消失,对于该类织物去污性能非常好;梭织

毛织物玉米油污点完成消失,酱油污点经15min洗涤

后级数上升1级,经30min洗涤后上升0.5级,有一

定去污效果,但无法完全消除污点。因此,对于油性污

迹干洗去污性较好,且反应时间迅速。

2.2 烘干时间对服用性能的影响

以标准 GB/T1998.1.2-2014规定的正常材料

程序的烘干时间作为基线,梯式递增烘干时间,记录各

阶段烘干时间差异性。烘干时间20min,40min,60
min,记录各阶段变化,如表4和表5所示。

表4 梭织毛织物干洗后不同烘干时间测试数据

单位:%

梭织
烘干时间/min

20 40 60
样品1 长度方向 -0.8 -0.8 -0.8

宽度方向 -1.2 -1.2 -1.2
样品2 长度方向 -0.8 -0.8 -0.8

宽度方向 0 -0.4 -0.4
样品3 长度方向 -0.8 -0.8 -0.8

宽度方向 -1.2 -1.2 -1.2
样品4 长度方向 -0.8 -0.8 -0.8

宽度方向 -1.2 -1.2 -1.2
样品5 长度方向 -0.8 -0.8 -0.8

宽度方向 -1.2 -1.2 -1.2
样品6 长度方向 -0.8 -0.8 -0.8

宽度方向 -0.4 -1.2 -1.2
 注:“-”表示收缩。

表5 针织毛织物干洗不同烘干时间测试数据

单位:%

针织
烘干时间/min

0 20 40 60
样品1 长度方向 -0.8 -2.0 -2.0 -2.0

宽度方向 0 -1.6 -1.6 -1.6
样品2 长度方向 -1.6 -2.0 -2.0 -2.0

宽度方向 0 -1.6 -1.6 -1.6
样品3 长度方向 -1.6 -2.0 -2.0 -2.0

宽度方向 0 -1.6 -1.6 -1.6
样品4 长度方向 -1.6 -2.0 -1.6 -1.6

宽度方向 0 -1.6 -1.6 -1.6
样品5 长度方向 -1.6 -2.0 -2.0 -2.0

宽度方向 0 -1.6 -1.4 -1.4
样品6 长度方向 -2.0 -2.0 -2.0 -2.0

宽度方向 0 -1.6 -1.6 -1.6
 注:“-”表示收缩。

  如表4和表5所示,样品在湿态逐渐干燥的过程

中样品的尺寸在释放应力作用下尺寸发生收缩变化,
当样品在经20min洗涤后达到干燥平衡状态,样品的

尺寸基本保持不变,烘干的时间对于样品的服用性能

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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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毛聚酯混纺毛织物作为较常用的干洗服饰面料,
适宜干洗,干洗后尺寸稳定性较好。随着洗涤时间的

增加,织物尺寸基本无变化,且洗后外观平整度与洗涤

前一致。从数据发现湿态样品在烘干过程中尺寸有较

明显变化,样品在烘干到完全干燥后尺寸基本处于稳

定状态,因此必须根据样品的厚薄程度制定相对应的

烘干时间。四氯乙烯干洗对织物表面油性污迹去污性

能效果较好。综上所述,四氯乙烯干洗法对于该织物

服用性能的影响较小,但从节能环保角度,在满足去污

的前提下,可适当减少洗涤时间及烘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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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WearabilityInfluencingFactors
ofWoolFabricsafterDry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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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Nowalotofclothingexquisitemixed,suchasblendwithdifferentcomponents,silkwithcottonfabric,knittedfabric
withleather,orseveralfabricsmixedinapieceofclothing,andeachkindoffabricshadtheirownwashingandmaintenance.Wool
fabricwascommonuseddrycleaning.Theinfluencesofwashinganddryingtimeonwearabilityofwoolproductsafterdry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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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浴两步法。

(3)酶前处理后的棉织物上染率不及碱氧工艺,也
不易染透,染色饱和度C* 也不及碱氧处理,但染色

K/S 值却高于碱氧工艺,匀染性也好于碱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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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enzymedesizingprocess,enzymescouringprocessandthecompoundofenzymedesizingprocessandenzymescou-

ringprocessusingtheorthogonalmethodwereexplored.Theoptimalenzymepretreatmentprocesswasselected.Theinfluenceofdif-

ferentpretreatmenttechnologyonthefabricdyeingpropertieswasstudi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bestpretreatmentwasthe

compoundofenzymedesizingprocessandenzymescouringprocess.Theone-bath-two-stepandtwo-bath-two-stepenzymepretreat-

mentwereworthusing.Comparedwiththeconventionaltreatment,thefabrictreatedbytheenzymeswasnoteasytodyethoroughly
andthedyeingsaturationwasinferior,butthelevelnesspropertywassuperiorandtheK/Svaluewas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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