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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竹代尔纤维并与莫代尔、黏胶等纤维的主要性能进行了对比。特殊的生产工艺使竹代尔纤维既保留

了竹纤维的吸湿放湿透气性、天然的抗菌抑菌除臭和抗紫外线等特殊功能,又有莫代尔纤维的柔软舒适、丝般光泽和滑

爽,优良的染色性能,不起毛起绒、飘逸悬垂、吸湿透气等优良特性;尤其在强度、湿模量、耐磨性及瞬间吸水性等方面,优

于其他再生纤维素纤维,且独具热湿舒适性,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绿色环保型纤维,其面料在现代服装服饰上有着广阔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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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代尔纤维是由我国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

公司于2013年初在相继攻克了浆粕、助剂、纤维强力

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后,自主创新研发的新型环保高湿

模量的绿色拳头产品[1]。竹代尔纤维是以优质竹材为

原料,优选竹浆粕和专门助剂及相关辅助原料,采用莫

代尔生产平台与工艺技术[2],通过湿法纺丝工艺制作

而成的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该纤维综合竹浆纤维和

莫代尔纤维众多优点,既保持了竹纤维绿色环保、抗菌

抑菌除臭及抗紫外线等优良的功能,又具有莫代尔纤

维面料穿着柔软舒服、丝光光泽和滑爽,吸湿透气、染
色性能好,不起毛起绒及飘逸悬垂等优良特性,更以其

独特的热湿舒适性,有效调节人体体温和对水分的需

求[3],使面料具备了冬暖夏凉的亲肤功能。
竹代尔纤维具有高强度、低干湿伸长率、高湿模

量,具有良好的回弹性、抗形变及抗皱能力,其湿强的

提高也大大促进了面料的耐穿着性和耐洗涤性。竹代

尔纤维细度更细,纤维蓬松柔软,面料更加轻薄亲肤,
韧性、回弹力强,尺寸稳定均一,现已被大量应用于毛

巾、内衣、床上用品等亲肤纺织服装用品。

1 竹代尔纤维的结构和基本性能

1.1 化学组成

竹代尔纤维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其化学组成是

纤维素,所以纤维素的结构就是竹代尔纤维的结构,其

化学结构式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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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代尔纤维与天然纤维素纤维具有相同的分子结

构,决定了其具有良好的吸湿透气性与保水效果[5]。
根据纤维素的化学结构可知,天然纤维素纤维所用的

染料都适用于竹代尔纤维的染色。

1.2 纤维结构

竹代尔纤维的截面形态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
竹代尔纤维的横截面为不规则的多边形,锯齿形边缘,
在电子显微镜下可见其内部为网状多孔皮芯结构,纵
向表面带有沟槽。这种独特结构能将身体排出的水汽

瞬间吸收到纤维内腔并借助优异的毛细管效应快速蒸

发排出,因此竹代尔纤维的吸排湿性和透气性位于各

大纺织纤维之最,其超强的瞬间吸水性也是其他纺织

纤维无法比拟的。

1.3 物理性能

根据有关资料,结合实际检测,将竹代尔、莫代尔、
黏胶等纤维的物理性能汇总于表1[6]。

由表1可以看出:(1)竹代尔纤维与竹纤维、莫代

尔纤维和黏胶纤维一样,具有较长的纤维长度,使竹代

尔纤维具有较好的可纺性、成纱强度和条干均匀性,且
毛羽少,表面光洁;(2)竹代尔纤维的线密度比莫代尔

纤维、竹纤维和普通黏胶纤维都小,说明竹代尔纤维具

有较好的纤细度,可纺更细的纱线,手感柔软光滑,其
织物更加轻薄、舒适悬垂、挺括优雅;(3)竹代尔纤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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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稍小于莫代尔纤维,与普通黏胶纤维相近,表明竹

代尔纤维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和保水效果,亲肤性能好;
(4)竹代尔纤维吸湿率达10%~12%,高于棉花及普通

黏胶纤维,接近莫代尔纤维,表明竹代尔纤维具有良好

的吸湿透气性,更适合作贴身内衣;(5)竹代尔纤维的

水膨润率得到了明显改善,使其织物具有优良的热湿

舒适性,夏季穿着更加舒爽,冬季穿着温暖舒适。

(a)横向

(b)纵向

图1 竹代尔纤维的截面形态

表1 纤维的物理性能

性 能
竹代尔
纤维

竹纤维
莫代尔
纤维

棉 花
普通黏胶

纤维

长度/mm 38±3 38±3 38±3 25~35 38±3
线密度/dtex 1.33 1.67 1.30~1.401.56~2.12 1.68
密度/g·m-3 1.46~1.52 1.33 1.52 1.58 1.46~1.52
水膨润率/% 70 83 70 50 88
吸湿率/% 10~12 12 12 7~7.5 11~13

1.4 机械性能

根据有关资料,结合实际测试,将竹代尔、莫代尔、

黏胶等纤维机械性能汇总于表2[6]。
表2 纤维的机械性能

性能指标
干 强

/cN·dtex-1
湿 强

/cN·dtex-1
湿伸长率
/%

湿模量
(伸长5%)
/cN·dtex-1

竹代尔纤维 3.50 2.00 14~15 0.90
莫代尔纤维 3.40~3.60 2.00~2.20 13~15 0.65~0.70
竹纤维 2.20~2.50 1.30~1.70 15.80 -
棉 花 1.80~3.10 2.20~4.00 12~14 0.30~0.65
普通黏胶纤维 2.10~2.50 1.20~1.60 21~23 0.20~0.30

  由表2中可以看出,竹代尔纤维的干强和湿强大

于黏胶纤维和竹纤维,与莫代尔纤维相当,说明其湿态

稳定性好,促进了其织物的耐洗涤性和耐穿着性;竹代

尔纤维湿伸长率处于14%~15%之间,与莫代尔纤维

相当,远远小于黏胶纤维,而竹代尔纤维湿模量远远大

于棉及黏胶纤维,也大于莫代尔纤维,达到BISFA标

准要求。实验对比表明,竹代尔纤维纱线的沸水收缩

率仅为1%左右,而普通黏胶纱线沸水收缩率高达6.
5%,说明竹代尔纤维织物尺寸稳定性好,特别是湿态

稳定性好于黏胶纤维,织物耐洗涤性和耐穿着性好,不
易起皱变形缩水,具有很好的保形性。

2 竹代尔纤维的功能特征

2.1 抑菌防臭

竹代尔纤维以竹子为原料,利用竹材生产纤维浆

粕。由于竹子自身含有天然的抗菌元素———“竹琨”,
具有天然抑菌抗菌、防螨、防臭的药物特性[7],在竹代

尔纤维的制造过程中竹子所具有的这些抑菌抗菌的竹

元素很少被破坏,使得竹代尔纤维保持了竹材的天然

抑菌抗菌性。同时竹子中的“竹琨”元素也能阻断并分

解汗液,所以竹代尔纤维还能除臭,具有天然保健功

能。实验表明,竹代尔纤维抗菌抑菌性可达到90%以

上,远超过竹纤维75%的抑菌性。

2.2 良好的染色和耐水洗性能

竹代尔纤维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因此传统纤维素

纤维的预处理、漂白和染色工艺均可用于竹代尔纤维

织物的后整理。传统的纤维素纤维染色用的染料,如
直接染料、活性染料、还原染料、硫化染料和偶氮染料

均适用于竹代尔纤维织物的染色,相同的上染率,竹代

尔织物的色泽更好,鲜艳明亮,与棉混纺可进行丝光处

理,且染色均匀持久[8]。尤其竹代尔纤维活性染料染

色性能优良,平衡上染百分率高,半染时间短,匀染性

好,光泽度高,固色率好,持续亮丽,持久柔软,牢度优

良,耐洗涤。
与纯棉相比,竹代尔纤维织物克服了纯棉面料的

易褪色、变黄、发硬的缺点,且耐水洗性能良好,柔软度

与色泽不受洗涤次数的影响,具有越洗手感越柔软、色
泽越亮丽的独特性能[9]。

2.3 防紫外线

竹代尔纤维中含有安全、优良的紫外线吸收因子

叶绿素铜钠,因此竹代尔纤维织物对紫外线有更强的

吸收能力和出色的屏蔽作用。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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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检测证明,在同样条件下,棉织物的紫外线穿透

率为25%,而竹代尔纤维的紫外 线 穿 透 率 仅 为0.
06%[10]。而且竹代尔纤维织物所具有的天然抗紫外

线性能不受反复洗涤和日晒的影响,具有持久的作用

效果。

2.4 舒适的服用性能

服装的舒适性取决于三个主要感观因素:即热舒

适、触觉舒适和压力舒适[11]。竹代尔纤维的瞬间吸水

性、吸湿透气性,可使水汽蒸发迅速带走体内多余的水

分和热气,使人感觉舒适凉爽;竹代尔纤维良好的保水

效果,使其肌肤亲和性能精良,肤感滑爽;竹代尔纤维

较好的纤细度,使其织物更加轻薄,手感轻盈柔软蓬

松,悬垂而又挺括优雅,给人一种零压力的舒服度。

2.5 绿色环保可降解

竹代尔纤维原料取材于2~3年生产周期的野生

竹子,无需种植、施肥、灌溉、农药,是一种纯天然绿色

环保有机植物,经高科技手段处理通过湿法新工艺纺

丝制成竹代尔纤维,实现了对竹林资源的综合高效利

用,缓解了植物纤维原料与日俱增的供需矛盾,并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以竹代棉、以竹代木”[3],促进了自然

生态的平衡和健康永续发展。
竹代尔纤维的生产是采用被称为再生纤维素纤维

新一代生产工艺的莫代尔纤维工艺技术制作而成[12],
纤维的生产工艺过程绿色环保无污染,竹代尔纤维织

物在自然条件下可在泥土中完全降解,也不会产生新

的环境污染物质。竹代尔纤维在生产过程中也可将纺

丝和染色有机结合,直接得到有色纤维,色泽颜色鲜明

润泽,这样既缩短了织物的后处理工艺流程,降低生产

成本,又缓解了染整工序的污水处理问题,对环境保护

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2.6 良好的纺织特性

竹代尔纤维纤细柔软,长度稳定均匀,干强和湿强

均较高且干强变异系数较小,因此竹代尔纤维具有良

好的纺织特性,在环锭纺纱机上可高速纺纱,也可在转

杯和气流纺纱机上纺纱,均能够保证纱线具有良好的

条干均匀性和强度。也可与羊毛、棉、丝、麻、化纤等纤

维以不同比例混纺,可得到高品质的纱线,制成具有不

同风格的面料。

3 竹代尔纤维的应用

竹代尔纤维具有热湿舒适性、透气性、瞬间吸水

性、强耐磨性以及优良的染色性等多项性能,同时具备

良好的纤细度,可纺制较细纱线、手感轻软,既适合织

造轻薄织物也能满足厚重织物的要求,因此在贴身内

衣面料、家居服饰、休闲运动服饰以及毛巾、床品等众

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竹代尔纤维既可纯纺也可与多种纤维混纺、交织,

发挥不同纤维的优点,使面料性能更佳,而且面料既可

机织又可针织,面料的舒适度和韧度是莫代尔等其他

纤维所不能比拟的。比如,竹代尔纤维与棉混纺针织

面料可生产贴身内衣,具有良好的吸湿透气性,触感柔

软丝滑、亲肤,舒爽尤佳,还具有良好的抑菌性;竹代尔

纤维和氨纶交织的针织物具有优良的弹性和优雅的挺

括性,可用于制作泳装、休闲装、运动装等;竹代尔纤维

与含有氨基酸因子的牛奶蛋白纤维混纺,其面料质地

柔软滑爽、透气导湿,具有良好的保健作用,现已被开

发应用于婴幼儿用品和制作高档内衣;竹代尔纤维与

涤棉的交织面料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和伸缩性,非常适

用于制作运动休闲和家居服饰,既吸湿排汗,又能缓解

面料贴于肌肤的摩擦不适。

4 结语

竹代尔纤维的问世,是我国生物基纤维的重大创

新成果,其技术和质量指标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具
有天然抑菌抗菌作用和亲肤性能,在儿童用品、妇女卫

材、医用材料、高档服饰等方面将有更广阔的发展前

景。
竹代尔纤维优良的热湿舒适性,可以有效调节人

体体温和对水分的需求,有利于人体的生理循环和健

康,因此竹代尔纤维在功能保健服饰产品方面将会具

有更广泛的开发前景。
竹代尔纤维作为世界首创的绿色环保新纤维技

术,开创了高端纺织品的发展新机遇,促进纺织产业跨

越式升级。竹代尔纤维的产业化及其织物的系列化,
也必将给纺织品创新带来新的活力,对整个纺织业来

说,具有重要深远的意义。
竹代尔纤维品质优于竹纤维和莫代尔等再生纤维

素纤维,舒适度好,不但符合人们的服用需求,而且其

产品融合了具有多重寓意的中国元素,如:高风亮节、
平安等,所以竹代尔纤维的产业化在开启新型绿色纤

维产业新商机的同时,也必将更加有力推动中国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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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mdalfiberwasintroduced,anditwascomparedwithmodalfiberandviscosefiber.Thespecialproductioncraftmade
bamdalfiberretainthemoistureabsorption,humidityreleasing,breathable,naturalantibacterial,deodorizing,anti-ultravioletradia-
tionandotherspecialfeaturesofthebamboofiber.Meanwhile,bamdalfiberhadsoft,comfortable,lusterandsmoothassilk,excel-
lentdyeingproperties,noflufffleece,elegantdrape,wetabsorption,breathabilityandotherexcellentfeaturesasmodalfiber.Espe-
cially,bamdalfiberwasbetterthanotherrenewablecellulosefibersinstrength,wetmodulus,abrasionresistanceandinstantwater
absorption.Anduniqueheatandmoisturecomfortmadeitbecomeanatural,greenandenvironmentallyfriendlyfiberinthetrue
sense.Theproductshadbroadapplicationprospectsinthemodernclothing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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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fWaveAbsorptionFibersandTextiles
ZHANGWei,GUORong-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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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fluenceofelectromagneticwaveonhumanandthemechanismofelectromagneticshieldingwereintroduced.Research

progressofwaveabsorptionfiberandtextilesathomeandabroadwasreviewedaccordingtomaterialcategories.Preparationmethod

andapplicationofelectromagneticshieldingabsorbingwavetextileswerereviewed.Developmentprospectofwaveabsorptiontextiles

was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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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ingofWasteTextilesBasedonUselessDesignIdea
Y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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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astetextileswereendowedwithnewlifebydesignmethod.Thevalueofwastetextilewasexcavatedtoadvocategreen

low-carbonlife.Thesignificanceandmethodsoftheuselessdesignideawereintroduced.Theapplicationofuselessdesignideain

clothingaccessories,hometextileproducts,creativedailynecessitiesanddecorativeartworkwerede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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