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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给纬编针织物服用性能的评价提供具体的量化指标,促使纬编针织物朝着轻薄保暖方向发展,将竹纤维

与水溶性维纶长丝复合,对退维前后纬编针织物的透湿、保暖性等进行了测试分析。结果表明,伴纺维纶织物在维纶溶解

后其透湿性、保暖性都有不同程度改善,组织密度发生变化;包芯纱织物的保暖性较赛洛菲尔纱织物增强显著,而赛洛菲

尔纱织物的透湿性较包芯纱织物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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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服装的舒适性、形态稳

定性、卫生保健及安全性能越来越受到重视。消费者

更倾向于吸湿快干、蓬松保暖、质轻、手感好及外观形

态优美的服装[1]。
竹纤维具有许多其他纤维无法比拟的优点,如有

良好的透气性、居纤维之首的瞬间吸水性、较强的耐磨

性和良好的染色性等特性,同时又具有天然抗菌、抑
菌、除螨、防臭和抗紫外线功能,且被称为会呼吸的纤

维[2],所以本文以竹纤维粗纱和水溶性维纶长丝为原

料,利用DSSp-01型数字小样细纱机纺制了不同捻系

数的包芯纱和赛络菲尔纱,在电脑横机上编织不同规

格的纬编针织物,并对其面密度、透湿性和保温性等进

行测试;然后将织物中的水溶性维纶溶解,再对其面密

度、透湿性和保温性等进行测试分析,以探讨其影响因

素。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和仪器

240tex竹纤维粗纱,27.5tex水溶性维纶长丝;

YG086电子缕纱测长仪,DSSp-01型数字小样细纱机,

Stoll电脑横机,KES织物多功能风格仪,YG601-Ⅰ/

Ⅱ型电脑式织物透湿仪。

1.2 试验准备

1.2.1 纱线准备

细纱机的纺纱工艺选择棉型纺纱工艺。添加工艺

号1,输入工艺参数,如表1所示。
表1 包芯纱工艺号1的参数

工艺参数 数 值

线密度/tex 40
捻 度/捻·(10cm)-1 40
机械总牵伸/倍 8
后区牵伸/倍 1.7
芯速比 2.50
芯速传比 30.0
级升修正/mm 0.9
成型级升/mm 2.44
落纱高度/mm 15

  再以相同步骤纺出工艺号分别为2、3,捻度分别为

45捻/10cm、50捻/10cm的竹纤维短纤包缠维纶长

丝的包芯纱。
添加工艺号4,输入工艺参数,如表2所示。

表2 工艺号4的参数

工艺参数 数 值

线密度/tex 40
捻 度/捻·(10cm)-1 40
机械总牵伸/倍 8
后区牵伸/倍 1.7
芯速比 2.50
芯速传比 30.0
级升修正/mm 0.9
成型级升/mm 2.44
落纱高度/mm 15

  如此,以相同步骤纺出工艺号分别为5、6,捻度分

别为45捻/10cm、50捻/10cm的维纶长丝包裹在竹

纤维短纤外面的赛络菲尔纱。
将包芯纱与赛络菲尔纱按顺序用 YG086电子缕

纱测长仪分别测出100m长的纱线,每种纱线测3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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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灵敏电子秤称重。测重过程中,要注意周围环境的

变化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及时关注仪器数据的变化,等
数据稳定之后再计数。另外,每次称重前要及时清零,
减少误差。

1.2.2 织物准备

根据电脑横机的特点,分别将6种纱线两根合股

后进行编织,选用机号为14针的横机编织,设置参数:
弯纱深度11.5mm、织针200枚、转数500r/min。根

据这一参数,编织6种纱线的6种纬平针组织布样,分
别对织物编号,将包芯纱织物分别编为1#、2#、3#,赛
络菲尔纱织物分别编号4#、5#、6#。

裁出直径为8cm(方便进行透湿实验)的织物圆

片,用灵敏电子秤测出圆片重量,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6种织物圆片重量

织 物 1# 2# 3# 4# 5# 6#

重 量/g 1.888 1.917 1.944 1.867 1.904 1.941

1.3 测试方法

1.3.1 织物蓬松度

试验采用KES织物多功能风格仪FB3压缩试验

仪,先打开仪器电源预热20min,调整合适的压缩隔

距,将织物平整穿过隔距间。每片布样测试3点,每次

测试前要将数据清零,并移动测试点,测完3次再换下

一片试样。

1.3.2 织物保暖性

试验采用KES织物多功能风格仪在温度20℃湿

度为65%的恒温恒湿封闭式实验室内进行测试。规格

为18cm×18cm的布样,要提前在20℃、湿度65%的

恒温恒湿实验室内静置一天。准备完成后,先将仪器

开机预热0.5h,然后开始进行试验。(1)把待测试样

(18cm×18cm)放在下热板加热台上,将上加热板轻

轻压放在试样中央,将测试电源与调试电源打开。(2)
将测试指标按说明书调好,按下 W 键开始测试,待
WZRO上方的显示屏读数稳定后,相继按下 RES和

W 键,等待 WZRO上方的显示屏显示积分。记下数

据,为本次试验散热量 Q,将数据输入电脑程序,测出

织物导热系数,本次试验完成。(3)按下RES键清零,
换下一块试样按上述步骤开始测试。

1.3.3 织物透湿性

试验选用YG601-Ⅰ/Ⅱ型电脑式织物透湿仪严格

按照要求进行试验,并采用透湿杯吸湿法测定水蒸汽

透过织物的能力。直径为8cm的布样圆片,要提前在

温度20 ℃、湿度65%的恒温恒湿实验室内静置一

天[3],实验步骤:(1)烘干干燥剂。准备完成后,先将仪

器开机,将干燥剂放入烘箱内烘干3h,将透湿杯整理

干燥。(2)试样称重,开始透湿。干燥剂准备完成后,
在透湿杯里装入适量干燥剂,将织物圆片固定在透湿

杯上,盖上杯盖,依次称重记录数据。将杯盖打开放入

透湿仪中,启动仪器开始实验,定时0.5h。(3)试样放

热。0.5h之后,将仪器停止,取出透湿杯,盖上杯盖,
移入恒温恒湿室晾0.5h,再次称重,记录数据。重复

第(2)、(3)次步骤,试验完成。实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织物透湿性

称 重
重量1
/g

重量2
/g

重量3
/g

重量差
/g

1# 194.051 194.393 194.693 0.300
2# 195.324 195.636 195.939 0.302
3# 199.563 199.892 200.202 0.309
4# 166.841 167.194 167.467 0.273
5# 193.312 193.641 193.915 0.274
6# 194.220 194.561 194.836 0.275

1.4 退维处理

退维是指在一定温度的水中将水溶性维纶长丝溶

解去除。据资料显示,水溶性维纶在70~90℃中会溶

于水,80℃时水溶效果最佳且速度最快[4]。本次试验

织物的退维过程中,将织物置于70~90℃的热水中,
恒温处理40min,纱线在水中进行溶解时要一直搅拌,
减少因纱线收缩造成纱线之间的相互缠结,增加织物

中纱线与水分子的接触面积,使水分子更容易渗透到

纱线中去,加速维纶的溶解。经过退维的纱线从热水

中取出后要立即用自来水清洗,以尽量去除溶解物和

杂质,但不可采用揉搓的方法,以免破坏纱线的空芯效

果。然后在室温下自然晾干,即可得到退维织物,退维

后的圆片重量如表5所示。
表5 6种织物圆片重量测试结果

织 物 1# 2# 3# 4# 5# 6#

重 量/g 1.758 1.787 1.813 1.738 1.779 1.817

2 结果和分析

2.1 退维率

由表3及1.4节试验数据可以得出织物退维率,
如表6所示。

表6 退维率

织 物 1# 2# 3# 4# 5# 6#

退维率/% 68.86 67.81 67.39 69.09 65.65 63.88

  随着纱线捻度的增大,织物退维率有所减小。

2.2 织物蓬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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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织物蓬松度的测试方法,测试退维前后的数

据,分别如表7及表8所示。
由表7、8实验数据可知,竹纤维与维纶混纺织物

在水溶后,包芯纱织物的压缩功回复率较水溶前变小,
压缩弹性变差,织物厚度减小;而赛络菲尔纱压缩功回

复率较水溶前在一定捻度范围内变小,但超过一定范

围之后会增大,其厚度则相反。原因分析:织物水溶

后,纱线结构较疏松,抗压能力减小,蓬松度提高,织物

压缩弹性减小。由于竹纤维特有性能,织物厚度不会

因纱线疏松而变厚。

2.3 织物保暖性

按照保暖性测试方法所得数据如表9和表10。

表7 织物蓬松性测试数据

织 物 LC WC/cN·cm·cm-2 RC/% TO/mm TM/mm INT B-INT

1# 1-1 0.167 0.347 50.43 1.899 1.067 3.467 1.748
1-2 0.162 0.355 50.14 1.968 1.091 3.545 1.777
1-3 0.152 0.367 49.32 2.070 1.106 3.672 1.807

平均值 0.160 0.356 49.96 1.979 1.088 3.561 1.777
2# 2-1 0.160 0.339 50.40 1.914 1.079 3.340 1.748

2-2 0.138 0.346 50.02 2.073 1.069 3.457 1.797
2-3 0.185 0.328 52.72 1.914 1.108 3.184 1.738

平均值 0.161 0.338 51.05 1.977 1.085 3.327 1.761
3# 3-1 0.138 0.340 50.56 2.116 1.182 3.555 1.797

3-2 0.169 0.344 50.72 1.993 1.187 3.486 1.768
3-3 0.184 0.315 56.63 1.804 1.133 3.086 1.748

平均值 0.164 0.333 52.64 1.971 1.167 3.376 1.771
4# 4-1 0.162 0.350 46.57 2.202 1.062 3.496 1.631

4-2 0.168 0.338 50.59 1.792 1.013 3.379 1.709
4-3 0.157 0.327 49.27 1.885 1.052 3.271 1.611

平均值 0.162 0.338 48.81 1.960 1.042 3.382 1.650
5# 5-1 0.169 0.344 48.26 2.036 1.045 3.438 1.660

5-2 0.160 0.344 48.55 1.921 1.060 3.438 1.680
5-3 0.160 0.365 47.95 2.004 1.089 3.652 1.748

平均值 0.163 0.351 48.44 1.987 1.065 3.509 1.696
6# 6-1 0.167 0.348 50.29 1.870 1.038 3.477 1.748

6-2 0.164 0.414 45.89 2.122 1.086 4.141 1.904
6-3 0.161 0.344 49.40 2.014 1.060 3.438 1.689

平均值 0.144 0.369 48.44 2.002 1.061 3.685 1.780
 注:LC———压缩曲线的线性度;WC———压缩比功(cN·cm/cm2),表示织物蓬松性的物理量;RC———压缩功回复率(%),表示面料的压缩弹性回复

性能;TO———织物厚度(mm),即压力为0.5cN/cm2 时织物厚度;TM———稳定厚度(mm),即最大压力下织物厚度。

  由表9和表10试验数据可知,经退维处理后,6种织

物的保暖性均有显著提高。纱线和捻度相同情况下,包芯

纱织物退维后保暖效果较赛洛菲尔纱织物更强。分析原

因如下:捻度相同情况下,包芯纱退维后成为空心纱,相比

之前织物蓬松度变强,保持静止空气较多,保暖效果好;赛
洛菲尔纱织物退维后,包裹在短纤纱周围的长丝被溶解,
纱线结构疏松,织物保暖性增强,但与空心纱相比,保持静

止空气较少,保暖性较包芯纱差。

2.4 织物透湿性

按照测量透湿性的方法试验数据分别如表4及表

11所示。
分析得知维纶织物退维后透湿性能均有所提高,

相比于包芯纱织物,赛络菲尔纱织物退维后透湿性增

强效果更明显。分析原因为:(1)包芯纱织物退维前后

纱线结构变化不大,而赛络菲尔纱织物退维后,由于包

裹在短纤纱外部的维纶长丝被溶解,纱线束缚解除,蓬
松性变大,故而织物透湿性变强。(2)织物结构松软,
湿气透过织物较快,透湿性能增强。两个原因叠加作

用,共同提高了织物的透湿性。
除此之外,织物在被水溶处理后外观及手感也发

生明显变化:其一,织物卷边性减弱,这是由于在去除

维纶后竹纤维的挺括特性表现出来,与纬编针织物卷

边性相结合,形成略带卷边性的挺括织物;其二,织物

手感滑爽细腻,较退维前少了一些生涩。这是由于在

退维前纱线被束缚而结构生硬,退维后竹纤维的独特

性能被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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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退维后织物蓬松性

织 物 LC WC/cN·cm·cm-2 RC/% TO/mm TM/mm INT B-INT

1# 1-1 0.157 0.168 44.05 1.445 1.018 1.680 0.472
1-2 0.164 0.161 49.75 1.440 1.047 1.661 0.635
1-3 0.147 0.165 40.50 1.460 1.011 1.650 0.635

平均值 0.156 0.165 44.77 1.448 1.025 1.664 0.581
2# 2-1 0.164 0.163 45.26 1.531 1.056 1.631 0.635

2-2 0.151 0.207 45.61 2.519 1.022 1.970 0.820
2-3 0.192 0.165 44.61 1.324 1.027 1.650 0.674

平均值 0.169 0.178 45.16 1.791 1.035 1.750 0.710
3# 3-1 0.149 0.174 49.77 1.422 1.006 1.738 0.713

3-2 0.211 0.188 50.24 1.409 1.052 1.875 0.762
3-3 0.155 0.188 51.31 1.516 1.030 1.875 0.654

平均值 0.172 0.183 50.63 1.449 1.029 1.829 0.710
4# 4-1 0.151 0.154 45.45 1.448 1.040 1.543 0.703

4-2 0.199 0.203 46.86 1.355 0.947 2.031 0.869
4-3 0.167 0.183 44.26 1.411 0.972 1.826 0.811

平均值 0.172 0.180 45.52 1.405 0.986 1.80 0.794
5# 5-1 0.157 0.226 45.26 1.599 1.023 2.256 0.947

5-2 0.156 0.186 45.84 1.426 1.005 1.855 0.850
5-3 0.160 0.199 46.71 1.489 0.986 1.992 0.850

平均值 0.158 0.204 45.94 1.505 1.005 2.034 0.882
6# 6-1 0.162 0.212 50.54 1.494 0.972 2.119 0.898

6-2 0.168 0.186 52.47 1.462 1.018 1.855 0.791
6-3 0.195 0.184 49.57 1.318 0.940 1.836 0.820

平均值 0.175 0.194 50.86 1.425 0.977 1.937 0.836
 注:LC———压缩曲线的线性度;WC———压缩比功(cN·cm/cm2),表示织物蓬松性的物理量;RC———压缩功回复率(%),表示面料的压缩弹性回复

性能;TO———织物厚度(mm),即压力为0.5cN/cm2 时织物厚度;TM———稳定厚度(mm),即最大压力下织物厚度。

表9 退维前织物保暖性测试结果

织 物 传热系数/W·(m2·℃)-1

1# 0.1910
2# 0.1878
3# 0.1841
4# 0.1847
5# 0.1886
6# 0.1925

表10 退维后织物保暖性测试结果

织 物 传热系数/W·(m2·℃)-1

1# 0.04199
2# 0.04521
3# 0.04873
4# 0.04944
5# 0.04914
6# 0.04901

表11 退维后织物透湿性测试结果

称 重
重量1
/g

重量2
/g

重量3
/g

差 值
/g

1# 199.237 199.531 199.837 0.305
2# 199.610 199.899 200.206 0.307
3# 172.003 172.301 172.610 0.311
4# 201.364 201.686 202.018 0.332
5# 200.018 200.311 200.637 0.326
6# 198.100 198.403 198.724 0.321

3 结论

退维后的竹纤维/水溶性维纶纬编针织物透湿性、
保暖性及手感舒适性较退维前的织物都有提高,可利

用水溶性维纶开发吸湿快干、蓬松保暖、质轻、手感好

的织物。
退维后包芯纱织物的保暖性随纱线捻度增大而增

大,透湿性随纱线捻度增大而减小;赛络菲尔纱织物保

暖性、透湿性均随纱线捻度增大而减小。织造时包芯

纱的捻度可适当调大,赛络菲尔纱捻度要较小一些。
退维后赛络菲尔纱织物各项指标变化明显,织物

的透湿性较包芯纱织物优越,但其保暖性远远小于相

同条件下的包芯纱织物。保暖型织物可考虑用水溶性

维纶与竹纤维纺成包芯纱来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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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合理选择耐碱型分散染料、助剂,对涤棉混纺

织物进行一浴一步法染色,在分散染料染色工艺方面

是可行的。
(2)碱性染色助剂CF是一种用于涤纶碱性染色

的特种环保型助剂,无毒、无污染、无腐蚀性,不含

APEO,加入染浴中可形成特殊碱性缓冲染色体系,具
有强分散和匀染能力。

(3)新工艺染涤/漂棉合二为一,节省了前处理和

还原清洗工艺,节省时间3h左右;同时减少污水排

放,节省处理费用。
(4)使用耐碱型分散染料染色,可以很好地分散聚

酯低聚物到染浴中,不会形成色点,不会沉积沾污机

器。

经过染厂中试和大生产实践证明:耐碱型分散染

料及助剂涤棉混纺针织物染色,产品质量指标完全达

到客户要求,同时具有节能减排、节省染化助剂、节约

用水等优势,是当今发展环保印染、绿色印染的方向和

趋势,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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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traditionaldyeingprocessandalkalineresistanceofdispersedyeingprocesswerecomparedforpolyester/cotton
blendedknittedfabric.Thedyeingprocess,prescriptionandprocesscurveandsteamelectricityconsumptionwerecomparedandana-
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newprocesshadtheeffectsofsavingenergyandincreasingeconomic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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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rabilityAnalysisofWeftKnittedFabricswithCellu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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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providespecificquantitativeindicatorstoevaluatetheperformanceforweftknittedfabric,andmaketheweft

knittedfabricexpandtowardthedirectionoflightandwarmth,thecellulosefiberandwatersolublevinylonwereblendedknitted.The

warmandmoistureweretested.TheresultsshowedthatwhenthePVAwasdissolved,theabilitiesofthefabricwereimprovedinva-

ryingdegrees,suchaswarmandwatervaporpermeability.Thetissuedensitycanalsochangetoaffecttheseaspects.Thermalper-

formanceofcore-spunyarnfabricreinforcedmoresignificantlythansailuophillfabric,butthesailuophillfabricperformancewasbet-

terthancore-spunyarnfabricinbreath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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