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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纤维的抱合性能是衡量纤维可纺性的一项综合指标,对染色前后的棉纤维进行了抱合性能测试,用棉条的拉

伸断裂负荷测量值求得抱合系数和抱合长度。结果表明染色后纤维的抱合性能指标明显提高且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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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染色棉产品因其特有的风格倍受消费者

青睐,主要原因是用染色纤维纺出来的纱制成的衣物,

不仅从外观上看色泽较为柔和丰满,而且具有很强的

层次感,有着其他布料所不具有的麻点效果。但为了

提高棉纤维的染色效果和服用性能,必须在染色前进

行煮练、漂白、去除杂质等前处理工序。棉纤维在前处

理工序中会受到高温和物理化学等作用,对纤维的强

力、长度损伤较大,纤维板结,影响纤维的抱合性能,而
抱合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疏理、牵伸、卷绕等纺纱工序,

进而造成纤维的可纺性下降,为产品开发带来困难。

染色后棉纤维的抱合力发生改变,对其可纺性具有较

大影响。为了使纱线具有良好的强力及其他性能,就
必须确知染色棉纤维的可纺性,才能设计合适的纺纱

工艺。

在纺织加工中,纤维之间需要一定的摩擦,产生阻

力,使纤维集合体不易松开、分散,才能加工成纺织品。

我们把法向压力等于零时的切向阻力叫做“抱合力”。

抱合力大,纤维可纺性好,毛羽少,成纱质量高,制成率

高,当然,如果抱合力太大,容易造成纤维之间纠缠,织
造时开口不清、断头等问题。纤维抱合力不好时,梳毛

打滑,加工困难[1]。抱合力是后纺厂家极为关注的一

项重要性能指标。现采用 HD021N型电子单纱强力

仪对染色前后的纤维进行抱合力的测试。

1 试验部分

1.1 试验材料

白色棉条,平均长度为29.2mm;染色棉条,平均

长度为28.3mm。

1.2 试验仪器

HD021N型电子单纱强力仪(南通宏大实验仪器

有限公司),其工作原理是通过非电量的电转化方法,

用高灵敏传感器将纱线拉伸时所受的力转换成电讯

号,经放大和模数转换后直接由数码管显示出纱线的

断裂负荷值。此外,还能通过其他电转换显示出其他

拉伸特征值[2]。实验条件为室内温度20℃,相对湿度

60%。

1.3 测试方法

本次实验准备的试样是染色前后的棉纤维各5
组,具体实验参数见表1。

表1 抱合力测试参数设置表

实验参数     设置值

定 长/mm 100
拉伸速度/mm·min-1 100
试验方式 等速拉伸

试验次数 5

  按照下式(1)、(2)计算抱合长度和抱合系数:

抱合长度(m)=
F抱

9.8×Nt
(1)

抱合系数(N/m)=
F抱/n

L
(2)

式中,F抱 为棉纤维抱合力(N);Nt 为棉条细度(tex);

L 为单纤维平均长度(mm);n 为纱条中的纤维根数

(根),n=Nt条/Nt纤 。

2 结果和分析

2.1 测试结果

染色前后棉纤维的抱合力、伸长率、细度和长度测

试值分别见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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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棉纤维染色前抱合力和伸长率测试数据

实验次数 抱合力/cN 伸长率/%

1 122.50 5.62
2 114.50 5.87
3 112.50 5.68
4 128.00 6.67
5 121.00 5.64

表3 棉纤维染色后抱合力和伸长率测试数据

实验次数 抱合力/cN 伸长率/%

1 758.50 7.65

2 816.00 9.53

3 739.00 5.54

4 781.00 8.49

5 830.00 3.90

表4 染色前后棉纤维的细度和长度

指 标 染色前 染色后

单纤维平均长度/mm 29.2 28.3
单纤维细度/tex 0.22 0.26

2.2 抱合性能

染色前后棉纤维的抱合长度和抱合系数见表5、7,
数据统计值见表6、8。

表5 棉纤维染色前的抱合长度和抱合系数

样 品 抱合长度/m 抱合系数/N·m-1

1 2.35×10-5 1.73×10-3

2 2.15×10-5 1.41×10-3

3 2.15×10-5 1.40×10-3

4 2.54×10-5 1.66×10-3

5 2.32×10-5 1.52×10-3

表6 棉纤维染色前的抱合长度和抱合系数统计值

样 品 抱合长度/m 抱合系数/N·m-1

最大值 2.54×10-5 1.73×10-3

最小值 2.15×10-5 1.41×10-3

平均值 2.30×10-5 1.54×10-3

均方差 1.62×10-6 1.47×10-4

变异系数/% 7.04 9.54

表7 棉纤维染色后的抱合长度和抱合系数

样 品 抱合长度/m 抱合系数/N·m-1

1 1.77×10-4 1.55×10-2

2 1.83×10-4 1.67×10-2

3 1.66×10-4 1.51×10-2

4 1.77×10-4 1.60×10-2

5 1.88×10-4 1.70×10-2

表8 棉纤维染色后的抱合长度和抱合系数统计值

指 标 抱合长度/m 抱合系数/N·m-1

最大值 1.88×10-4 1.70×10-2

最小值 1.66×10-4 1.51×10-2

平均值 1.78×10-4 1.61×10-2

均方差 8.23×10-6 7.96×10-3

变异系数/% 4.62 4.94

  从表5-8可看出,染色前棉纤维的抱合长度和抱

合系数均低于染色后棉纤维的抱合长度和抱合系数。
因为棉纤维的抱合力与纤维的外观形态、纤维长度、线
密度、表面摩擦等有关。而染色后棉纤维摩擦因数增

加,导致纤维之间发生纠缠的可能性增大,在集合体中

纤维与纤维间的接触点增多。当纤维与纤维间相对滑

移时,相互之间的阻力增大,纤维层的断裂强力随之增

大,纤维间抱合力变大,从而可纺性提高。

3 结语

棉纤维染色后的抱合力、抱合长度、抱合系数都大于

染色前的,染色后抱合性能指标明显提高,且比较稳定,增
加幅度约7倍。由于抱合性指标的敏感性和稳定性,建议

采用抱合性能指标来评估染色棉纤维的可纺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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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ftheCohesivePropertyofDyedCotton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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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Fibercohesionisacomprehensiveindextomeasurefiberspinability.Thecohesivepropertyofpristinefiberanddyedfi-
berweretested.Thecohesioncoefficientandcohesionlengthwereobtainedbythetensilefailureloadmeasuredvalues.Theresults
showedthatcohesionperformanceindexincreasedobviouslyandstablyafterdy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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