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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原纤维织物与苎麻织物服用性能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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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程学院 纺织工程系 湖南 湘潭  

摘  要  竹原纤维织物与苎麻织物从外观上看非常相似 为更好地区分 种织物 促进新型纺织原料竹原纤维的

应用 对相同规格的竹原纤维织物和苎麻织物做了服用性能对比实验 比较了 种织物在服用性能方面的差异并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种织物的服用性能总体上比较接近 竹原纤维织物的舒适性优于苎麻织

物 抗折皱性也略好于苎麻织物 但耐用性能不如苎麻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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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原纤维与苎麻纤维分别由不同种系的植物加

工而成 ∀竹原纤维取自竹子的竹杆部位 采用机械 !

物理的方法 通过浸煮 !软化等多道工序将竹材中的

木质素等杂质除去后获得 纤维较短 需要加工成工

艺纤维才能进行纺纱 苎麻纤维是将苎麻进行脱胶

处理后获取的纤维 纤维粗且长 经过加工后 可直

接用于纺纱 ∀竹原纤维与苎麻纤维的坯布从表面上

看没有太大区别 仅仅是苎麻织物的光泽略好于竹

原纤维织物 并稍白一点 从布中抽出纱线观察纱中

纤维 竹原纤维的伸直度稍好于苎麻纤维 ∀

为了更好的开发竹原纤维产品 本文对竹原纤

维织物与苎麻织物的服用性能做了一系列对比实验

并进行分析研究 ∀

1  实验部分

111  材  料

  实验样品选择相同规格的竹原纤维织物与苎麻

织物坯布湖南株洲雪松公司提供进行测试 ∀主要

规格如表 所示 ∀

112  仪  器

  ≠ 型织物透气仪 !≠∞型织物透湿仪 !

≠∞型织物折皱弹性仪 !≠型圆盘式织物平

磨仪 !烧杯 !2型磁力加热搅拌器 !温度计 !天平 !

玻璃棒等 ∀



表 1  实验材料主要规格

编

号

织物

成分

线密度Π¬ 密度Π根# 

经纱 纬纱 经密 纬密

纱线捻度Π

捻#

 纯竹 1 1    

 纯苎麻 1 1    

 纯竹 1 1    

 纯苎麻 1 1    

  注 种织物组织均为平纹 ∀

113  性能测试

113 .1  织物透气性能

参考 Π×  ) 进行实验 ∀分别选取长

为  的 种不同规格的竹原纤维织物和苎麻织

物 在同样的条件下 在同一样品的不同部位重复

测试 次后取平均值≈ ∀测试条件 温度1 ε 

相对湿度   ∀

113 .2  织物透湿性能

种不同规格的竹原纤维织物和苎麻织物各取

个试样 试样直径为  ∀参考 Π×  )

进行实验 ∀测试条件 温度 ε 相对湿度

  ∀实验箱温度控制精度为 ? 1 ε 相对湿度

控制精度为 ?   循环气流速度为 1 ∗ 1 Π∀

113 .3  织物折皱回复性能

以 种不同规格的竹原纤维织物和苎麻织物为

样品 每个样品的试样数量 个 即试样的经向和

纬向各 个 参考 Π×  )  采用垂直法测

试 ∀测试条件 温度  ?  ε 相对湿度  ?

  ∀

113 .4  织物耐磨性能

参考 Π×  )  从 种不同规格的竹

原纤维织物和苎麻织物的任意部位剪取若干个直径

为 的代表性试样 每种规格织物各选 个样

品进行测试 ∀经过 次摩擦后 计算质量的变化

率和纱线磨断根数 ∀测试条件 温度 ?  ε 湿

度 ?   ∀

113 .5  纤维比热

根据比热定义 通过对 种物质温度变化的大

小来间接比较比热的大小 ∀即取等质量的竹原纤维

和苎麻纤维放置于烧杯中并注入等质量等温度的

水 分别加热相同时间后测量其温度并比较 种纤

维的温度变化 ∀

具体步骤 分别取竹原纤维和苎麻纤维 放

置于烧杯中 加入 水 测量初始温度并记录 

将烧杯放在 2型磁力加热搅拌器上 并把旋钮

调至低速 温度设定为 档 分别加热 后 迅

速测量温度值并记录 取不同的样品重复上述实

验  次 并 计 算 平 均 值 ∀ 测 试 条 件 温 度

 ?  ε 相对湿度 ?   ∀

2  结果与分析

211  织物服用性能

  织物服用性能测试结果见表  ∀
表 2  织物服用性能测试

织物

编号

透气量Π

##

透湿量Π

##

折皱

回复角Πβ
耐磨性能

经向 纬向
质量变

化率Π

磨断根

数Π根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注 织物透气性能测试中喷嘴孔径为  ∀

  表 中的测试结果显示 种纤维织物透气性

能和透湿性能相差不大 但竹原纤维织物稍优于苎

麻织物 ∀相关测试表明 竹原纤维回潮率与苎麻纤

维相近≈
因此 种织物的透湿主要是水气直接通

过织物内纱线之间和纤维之间的空隙 向织物的另

一面扩散 ∀由于本文选择了相同规格的竹原纤维织

物与苎麻织物坯布进行测试 即 种织物的经纬密

度 !构成织物的纱线线密度以及织物组织均完全相

同 可以推断 导致织物透气性能和透湿性能产生差

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种纤维的结构有所差异 ∀尽

管竹原纤维和苎麻纤维的横截面形态都呈腰圆形 

并有中腔及裂纹等共同的特征 纵向形态也均有横

节 !竖纹 但两者横节的具体特征不尽相同 竹原纤

维的横节具有竹子本身的竹节特征 在 倍电镜

下检测 竹原纤维横截面是凹凸变形的 沿纤维长度

方向布满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孔隙 呈高度中空≈ ∗ 


这有利于织物的透气和透湿 ∀原因之二是 种织物

纱线的捻度不同 在纱线线密度相同的情况下 纱线

捻度不同则纱线的直径也不一样 这将影响织物的

空隙率 但究竟如何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

从表 织物折皱回复性能的测试结果中可看

出 种纤维材料的折皱回复性都较差 且经向折

皱回复角均小于纬向折皱回复角 
和 

纯竹原

纤维织物的折皱回复角均大于 
 和 

 苎麻织物 ∀

织物的折皱弹性主要受到纤维性状 !纱线结构 !织物

几何结构及后整理的影响 在后 项情况基本一致

时 纤维的性状是起决定作用的 其中纤维弹性是影

响织物折皱弹性的最主要因素 纤维的弹性越好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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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折皱回复角越大 织物的抗折皱性能越好 ∀文

献≈的测试结果表明 在总定伸长相同的情况下 

竹原纤维的急弹性回复角和缓弹性回复角均要稍大

于苎麻纤维 即竹原纤维的弹性较苎麻纤维要稍好 

因此 竹原纤维织物的抗折皱性略好于苎麻织物 ∀

由于 种织物的经密都小于纬密 所以织物的经向

折皱回复角均小于纬向折皱回复角 ∀此外 竹原纤

维纱线的捻度大于苎麻纤维纱线 也有利于竹原纤

维织物的抗折皱性 ∀

织物的耐磨性能主要取决于纤维的断裂伸长

率 !弹性回复率及断裂比功 因为织物在磨损过程

中 纤维疲劳而断裂是最基本的破坏形式 ∀虽然竹

原纤维的断裂强度 !断裂伸长率及断裂伸长不匀率

均与苎麻纤维无显著差异 但强度不匀率的实测结

果显示 竹原纤维较苎麻纤维大≈
由此导致表 中

显示的结果 
和 

纯竹原纤维织物比 
和 

苎

麻织物的质量变化率要大 磨断根数多 说明竹原纤

维织物的耐磨性不如苎麻织物 ∀

212  纤维比热

  纤维的比热测试结果见表  ∀
表 3  纤维比热测试

织物

编号

纤维

名称

初始温

度Πε

 后温度Πε

试样  试样  试样  试样  平均值

 苎麻纤维    1 1 1

 竹原纤维  1  1  1

  纤维的比热测试实验中 苎麻纤维在加热的

 里 温度升高了1 ε 而竹原纤维只升高了

1 ε ∀这表明竹原纤维的温度升高小于苎麻纤

维 也就是说 竹原纤维温度每变化 ε 所吸收热量

较多 ∀由此可见 竹原纤维的比热大于苎麻纤维 ∀

因此 同样规格的 种面料 竹原纤维面料会感觉比

较凉爽 ∀

3  结  论

  种织物透气性能和透湿性能相差不大 但

竹原纤维织物均略好于苎麻织物 并且竹原纤维织

物比苎麻织物要感觉凉爽 所以 竹原纤维织物的舒

适性优于苎麻织物 ∀

竹原纤维织物的折皱回复角略大于苎麻织

物 但均较小 种织物的抗折皱性都不理想 ∀

苎麻织物的耐磨性能优于竹原纤维织物 所以

苎麻织物的耐用性能比竹原纤维织物要好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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