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纺  织  学  报
∏×¬ 

∂  

ƒ 

文章编号 222

耐久型拒水 ΠΠΠΠΕ热黏合纤维的研制

孙世元
赵庆福


薛元


姜晓巍


窦海萍



 德州学院 纺织工程系 山东 德州    嘉兴学院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浙江 嘉兴  

摘  要  介绍了耐久型拒水 °°Π°∞热黏合复合纤维的纺丝原料 !纺丝设备 !纺丝及后加工工艺流程以及各流程的

关键参数 并对该纤维的拒水整理原理 !技术以及工艺配方作了介绍 ∀对该纤维的拒水性能和其拒水耐久性进行

了测试 ∀结果表明 耐久型拒水 °°Π°∞热黏合复合纤维不但具有良好的物理机械性能 !热黏合性能 还具有优良的

耐久拒水性能 在医疗卫生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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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非织造布工业的高速发展 功能性非织造

布在医疗卫生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为适应

这一发展 耐久型拒水 °°Π°∞热黏合复合纤维应运

而生 ∀该纤维具有皮芯型结构 °∞聚乙烯为皮组

分 °°聚丙烯为芯组分≈
在冷却成型及拉伸工序

中采用拒水整理技术 使 °°Π°∞纤维除具有一般热

黏合纤维的优点外 还具有柔软的手感和耐久拒水

的良好性能 满足了人们对医疗卫生用品和其它功

能性防护用品的应用需要 ∀

本文主要从纺丝原料 !纺丝设备 !纺丝工艺 !纺

丝后加工工艺以及纤维的拒水整理技术等方面展开

研究 以期研制出具有优良物理机械性能的耐久型

拒水 °°Π°∞热黏合复合纤维 ∀

1  主要生产工艺

1 .1  纺丝原料
纺丝原料如表 所示 ∀由于采用的 °°熔点为

  ε °∞熔点  ε 当纤维被加热到 ε

左右时 表层 °∞被熔融而互相黏结 芯层 °°保持

纤维状态 在后续的加工过程中 当梳理后的纤维网

通过热轧式或热风贯通式进行热黏合时 低熔点组

分 °∞在纤维的交叉点上形成熔融黏着 冷却后 非

交叉点上的纤维仍保持原来的状态 是一种/点状黏



合0而不是/区黏合0的形式 因而产品具有蓬松性 !

柔软性 !高强度及良好的透气性等优点 ∀
表 1  纺丝原料

Ταβ .1  Σπιννινγ µατεριαλσ

原料 熔融指数 重均分子量 密度Π#

°°  ∗    ≅   

°∞  ∗    ≅   

1 .2  纺丝设备

°°Π°∞热黏合复合纤维的纺丝设备中 螺杆挤

压机 !预过滤器 !计量泵 !卷绕机等采用普通纺丝设

备的部件 复合纺丝组件采用同心皮芯型喷丝组件 

喂入形式为狭缝式喂入法 如图 所示 ∀其中 芯部

分的 °°组分由环形贮槽 提供 经过环形管道  

进入孔  皮层 °∞组分由中央贮槽 提供 经过管

道 进入扁平的空腔  在喷丝孔导孔 的上部 从

狭缝四周流入导孔 它包围了由孔 流入的芯组分

°° 从喷丝孔 共同挤出 ∀

图   °°Π°∞热黏合复合纤维的喂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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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纺丝及后加工流程

耐久型拒水 °°Π°∞热黏合复合纤维的生产工艺

流程如下所示 纤维在冷却成型和牵伸时经过 道

上油工序 赋予其耐久的拒水性能 ∀

螺杆挤压高熔点组分 °°

螺杆挤压低熔点组分 °∞
复合纺丝 冷

却成型
上油

卷绕 集束 牵伸
上拒水油剂

卷曲 定型 切断 打包

1 .4  主要工艺参数

1 .4 .1  ΠΠ!ΠΕ复合比

°°是合成纤维中密度最低的纤维 因此在相同

复合比中 °°在纤维截面上所占的面积比 °∞大 并

且 °°的孔口膨化效应较大 若复合比选择不当 将

会出现皮层过薄 甚至出现皮层破裂现象 本文 °∞

和 °°体积比为Β ∀

1 .4 .2  螺杆各区温度的选择与控制

螺杆各区 !法兰 !弯管等处的温度≈ 如表 

所示 ∀
表 2  螺杆各区 !法兰 !弯管温度

Ταβ .2  Τεµ περατυρεσ οφ εϖερψ παρτ οφ τηε σχρεω εξτρυδερ

区段
温度Πε

°° °∞

一区预热段  

二区进料段后部 !压缩段前部  

三区压缩段  

四区计量段  

五区计量段靠近螺杆出口处  

法兰  

弯管  

1 .4 .3  泵供量

泵供量的精确性和稳定性直接影响成丝的纤度

及复合纤维界面的形状 ∀因 °°Π°∞皮芯型复合纤维

种组分的体积比为 Β 所以 种组分的泵供量

相等 均为 
Π∀

1 .4 .4  冷却吹风条件及纺丝速度

风温为 ?  ε 风速为   ∗   Π风湿

度为 ?   冷却吹风位置在喷丝板下方 

处 纺丝速度为 Π∀

1 .4 .5  后加工工艺参数

后加工工艺主要包括拉伸 !卷曲 !干燥定型 !切

断 !打包等工序 ∀拉伸倍数为 倍 使用 ≥型卷

曲机 卷曲个数为  ∗ 个Π  使用 型烘

燥机进行干燥定型 烘燥温度为  ∗  ε 使用

切断机切断纤维 纤维长度为  使用

∂2型液压双箱化纤打包机  Π包 ∀

2  拒水整理

°°Π°∞热黏合复合纤维在冷却成型时进行第 

道上油工序 在后道高温 ε 牵伸处理时进行第

道上油工序 得到耐久型拒水性能 ∀使用的拒水

油剂为有机硅类拒水剂 主要成分为聚甲基含氢硅

氧烷和聚二甲基硅烷 其分子式为

≤≥ _ ≥

≤



  βν ≥

≤

≤

 ≤

聚甲基含氢硅氧烷经热处理后 能使螺旋状结

构的硅氧烷分子打开 促使较多硅氧烷链与纤维表

面接触 并在其上缩聚产生铆接作用交联成膜 由于

硅氧烷链夹角为βχ 使得交联膜大分子结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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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柔软 能够较容易地和纤维同步拉伸 ∀这种交联

膜还具有透气不透水的特点 所以经过有机硅拒水

油剂处理后 纤维具有柔软 透气不透水的耐久拒水

特点 而其中含氢硅氧基的存在是有机硅类拒水剂

具有耐久性拒水效果的主要因素 ∀

由于纤维不仅要有耐久型拒水 还必须具有良

好的抗静电性 !平滑性和抱合性 从而保证纤维具有

良好的梳理性能和成网性能 因此 拒水油剂应包括

拒水剂 !抗静电剂 !平滑剂等表面活性剂 其配方主

要成分为  有机硅类拒水剂  抗静电剂  

平滑剂 其它成分占   ∀

3  拒水性能测试

3 .1  拒水性
经过上述加工后的复合短纤维不但具有优良的

物理机械性能 !热黏合性能 还具有耐久拒水性能 ∀

按照 Π×  ) ≥  )  采用喷淋

法对拒水 °°Π°∞热黏合复合纤维非织造布进行拒水

性能测试≈
每个试样共测试 次 其中 次拒水级

别为 级 次拒水级别为 级 表明纤维拒水性能

良好 ∀

3 .2  拒水耐久性
耐久性测试参照 ×≤≤ × )  

采用 ×≤≤标准洗衣机 加入 Π标准皂粉 水温

 ε 选择小水浴标准洗涤 然后在标准烘干机中

烘干 这样 个循环为水洗 次 测定 次水洗后的

拒水效果 评价其拒水耐久性 ∀实验共测试 次 其

中 次拒水级别为 级 次拒水级别为 级 表明

纤维经过 次皂水浸透冲洗后拒水性能略有下降 

但也都在 级以上 说明耐久型拒水 °°Π°∞热黏合

复合短纤维具有优良的耐久拒水性能 ∀

4  结  语

以往拒水性能的获得大都是将纤维加工成织物

后再进行拒水整理≈   ∀本文在常规的纤维纺丝油

剂中添加拒水油剂 在纺丝液冷却成型和后道拉伸

时进行拒水处理 赋予 °°Π°∞热黏合复合纤维耐久

拒水性能 关键技术在于拒水油剂的选择以及拒水

油剂和其它油剂的组配 ∀耐久型拒水 °°Π°∞热黏合

复合短纤维具有柔软 !透气不透水的耐久拒水特点 

适合医疗卫生用品和其它一些功能性防护用品的应

用需要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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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开发的图像自动分析系统能够完成对纤维截面

的大批量检测 可以准确地测试纤维截面形态参数

及分布 更深入地研究纤维形态与性能之间的关系 ∀

同时 树脂切片良好的保形性能为深入研究化学纤

维成形技术及截面轮廓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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