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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吸湿快干纤维 ≤及莫代尔 !棉和涤纶纤维进行纱线设计 构建了机织面料吸湿快干梯度结构模

型 通过疏水性纤维和亲水性纤维的合理配置 变化表里经纱的密度比 利用机织多层结构研制了 种具有导湿快

干功能的机织面料 ∀分别测试了这 种面料的毛细高度 !保水率 !水滴渗透面积和体积 !自然干燥率 !透气量 采用

多项综合值对吸湿快干效果加以评定 ∀结果表明 表里经纱密度比为 Β的结构在吸湿快干性能上要优于表里经

纱比为 Β的结构 里层纱线由莫代尔Π涤纶 !≤Π棉构成的配置吸湿快干性能较好 莫代尔Π棉 !≤Π棉的配

置其次 莫代尔Π涤纶和莫代尔Π棉的配置较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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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湿快干面料正逐渐成为运动服装市场的主

角 ∀随着新型吸湿排汗纤维相继问世 湿传递理论

也在逐渐完善 ∀这些功能型运动面料的开发 引发

了新的服装消费观念≈ ∀但是 以往吸湿排汗纤维

和湿传递理论几乎都是运用于针织物 而作为消费

量最大的机织面料却鲜有应用 ∀针对这一情况 本

文以国产吸湿排汗纤维 ≤为原料 研制导湿

快干机织功能面料 以扩大导湿快干功能纤维的应

用范围 ∀

≤是河北天纶纺织股份公司与东华大学

合作开发的吸湿排汗纤维 ∀纤维截面呈十字型 表

面有四通道沟槽 其优良的毛细管虹吸效应便于汗

水经芯吸 !扩散 !传输等作用迅速从皮肤表面转移到

织物外层 ∀由于该纤维具有比一般纤维高  的

表面积 可使水分蒸发更迅速 使肌肤保持干爽和舒

适 特殊的长宽比又使其织物具有天然麻织物的手



感 触觉干爽 ∀

1  机织面料吸湿快干梯度结构模型

111  结构梯度模型

  根据面料吸湿快干的功能要求 在结构上设计

成 个层次的梯度 见图  ∀

图 1  梯度结构模型
 

112  结构梯度模型实现

11211  里层 !中间层 !表层纱线设计

分别选用 ≤≤ !棉≤ !莫代尔 !涤

纶×种纤维混纺 其中 ≤和 ×纤维吸湿差 导湿

好 提供给面料一定的身骨和耐洗可穿特性 ≤ 和 

纤维吸湿性好 使面料具有优良的手感 ∀纱线中

种组分的混纺比为 Β 经 !纬纱线密度均为

1¬∀混纺纱线的使用能弥补单一纤维性能的缺

陷 ∀这样配置可在低湿状态下 利用 ≤ 和  纤维中

的亲水性基团将皮肤表面非显性水分及时吸收 保

证人体的舒适感 在高湿热状态下 利用疏水导湿纤

维的湿传递性能和遇湿不变形的特点 使水分传输

渠道通畅 同时也能兼顾低湿热状态下的面料舒适

性能≈  ∀

里层纱线采用导湿功效高的 ≤Π≤ 混纺纱和吸

水能力强的 Π≤混纺纱 Π×混纺纱两两相间配置 

能迅速吸收汗液 保持皮肤的干爽 ∀面料内表面柔

软 可与皮肤/点0或/线0接触 与人体形成温暖舒适

的微气候区 ∀

中间层纱线选用导湿效果优良的 ≤Π≤ 混纺纱 ∀

形成与表里层直接或间接贯通的毛细管道 将水分迅

速传递 并且孔隙率较低 有一定的保水能力 ∀

表层纱线选用 ≤Π≤ 混纺纱 不仅有良好的导

湿效果 还保持了棉织物的耐磨性能和美观风格 ∀

11212  织物结构设计

11212 .1  表里层结构  织物的组织结构如图 所

示 ∀织物表层和里层组织均采用 Π右斜纹 里经

表纬的表里接结双层组织 构筑表层 !中间层 !里层

的梯度结构 ∀面料的斜向纹路增加了表层纱线的表

面积 并在里层形成与皮肤的线接触 ∀

÷ ) 表层经纱与表层纬纱交织经组织点  ) 表层经纱与里层纬纱

交织经组织点 ∃ ) 里层经纱与表层纬纱接结点

图 2  织物结构图
 

1121212  接结纱  接结纱在面料中间层 尽可能形

成接近垂直于面料的角度 这样利于内层水分传递到

外层面料中去 接结纱在面料中的形态如图 所示 ∀

图 3  接结纱在面料中的形态
 

1121213  接结点  为保证面料正反面的整体完整 

接结点应隐藏在表层和里层之间 于是采用 Π组

织 ∀接结点的分布占整个面料组织的比例为   ∀

1121214  表里层经纱密度比  在保持织物经纱密

度 !纬纱密度和织物总紧度不变的前提下 选用表层

经纱和里层经纱的密度比分别为 Β和 Β 从而改

变面料中纤维和纱线的表面积 ∀

113  试样规格

试样规格见表  ∀

2  吸湿快干性能测试

所有试验在温度 ε 相对湿度  条件下进

行 试验置信度   ∀

211  毛细高度试验

使用 ≠型毛细效应测定仪测试 测得的

经 !纬向毛细高度平均值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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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样规格

试样
经纱原料及配比

表层经纱 里层经纱  里层经纱 

表里层经纱

密度比

纬纱原料

及配比

经密 ≅纬密Π

根#  

 ≤Π≤ Π ≤Π≤ Π Π× Π Β ≤Π≤ Π  ≅ 

 ≤Π≤ Π ≤Π≤ Π Π≤ Π Β ≤Π≤ Π  ≅ 

 ≤Π≤ Π Π× Π Π≤ Π Β ≤Π≤ Π  ≅ 

 ≤Π≤ Π ≤Π≤ Π Π× Π Β ≤Π≤ Π  ≅ 

 ≤Π≤ Π ≤Π≤ Π Π≤ Π Β ≤Π≤ Π  ≅ 

 ≤Π≤ Π Π× Π Π≤ Π Β ≤Π≤ Π  ≅ 

表 2  经 !纬向毛细高度平均值 

试样
         

经 纬 经 纬 经 纬 经 纬 经 纬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12  保水率试验

保水率测试方法参照 ⁄ 保水率 

 Ω  ΩΠΩ ≅  
≈

式中 Ω为试样脱水后质

量 Ω 为试样在 ε 下干燥 的质量 ∀保水率

越高 输水速度就越慢 ∀

213  滴水渗透试验

21311  水滴扩散面积和体积

将待测织物固定在直径 的金属环上 用分

度吸液管滴 滴水控制每滴水在 1 ∗ 1 

到待测织物上 吸液管头端距织物高度 ∀水滴渗

透形态近似椭圆形 按照椭圆形面积计算方法 水滴

渗透面积 Σ  ΠαβΠ 式中 α !β分别为水滴渗透的

长 !短轴长度 水滴渗透体积 ς Σ# Η式中 Σ

为水滴渗透面积

 Η为试样厚度 ∀

21312  水滴扩散时间

水滴扩散时间为水滴开始滴落至被面料全部吸

收 且表面看不到水的反光面时所用的时间 ∀水滴

 扩散面积和水滴完全扩散时间如图 所示 ∀

图 4  水滴 1 µιν扩散面积和水滴完全扩散的时间
 

214  自然干燥试验

将面料剪成 长 !1 ∗  宽双幅的试

样夹在支架上 在织物顶部用注射器向织物里层夹

缝外注入 水 注射器注水时左右移动注水位置 

尽量使整幅织物注水均匀 同时要保证注的水不能

从织物下端滴下 在环境温度 ε 相对湿度  

的条件下 注水后自然干燥 以水的损失率作为

干燥率 ∆

∆   Γ  ΓΠ ≅  

式中 Γ 为织物加水前质量与 水质量之和 

Γ 为织物加水自然干燥 后的质量 ∀

215  透气性试验

  试样透气量在 ≠型织物中低压透气量仪

上测定 数据见表  ∀
表 3  试样保水率 !自然干燥失水累计量 !透气量

试样 保水率Π 自然干燥失水累计量Π 透气量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多项目综合值计算

根据试样吸湿快干测试结果 采用多项综合值

来评价面料导湿快干性能的优劣 ∀这些性能在评价

吸湿快干效果时权重相同 ∀对应经纬向毛细高度平

均值 !Π水滴扩散时间 !水滴扩散体积 !自然干燥失

水累计量 !透气量和 Π保水率 得到原始数据 Ξιϕ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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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ι    ,  ϕ    ,  ∀

Ξιϕ 

                 

                 

                 

                 

                 

                 

  多项综合值 Σι  Π ≅ ΠΠ ≅  Ξι ≅ Ξι 

Ξι ≅ Ξι  Ξι ≅ Ξι  Ξι ≅ Ξι  Ξι ≅ Ξι 经计

算 试样 
 ! ! ! ! ! 的多相综合值分别

为 1 !1 !1 !1 !1 !1 ∀

4  吸湿快干性能评价

从综合值可以看出 虽然所有试样织物总紧度

相同 织造工艺相同 纬纱和表层经纱相同 但由于

里层经纱和表 !里层经纱密度比的不同 在导湿快干

性能上 种试样存在较大差异 ∀

从综合值大小来看 
 ! !试样的值分别要

高于 
 ! !试样的值 即表 !里层经纱密度比为

Β的结构吸湿快干性能要优于表 !层经纱密度比

为 Β的结构 ∀表层松 里层紧 利于水分的传递

      

和散失 ∀

在其它条件一致的前提下 里层纱线采用莫代

尔Π涤纶混纺纱与 ≤Π棉混纺纱的组合 织物吸

湿快干性能最好 ∀这种组合的里层组织中 ≤

纤维表面的十字型凹槽将水分迅速吸收并扩散 水

分传递速度快 通过 ≤Π棉接结纱的引导 水

分又很快传给表层纱线并散发到空气中 ∀涤纶纤维

不吸湿 减少了水分在内层面料中的储存量 增强了

毛细管输水的能力 ∀里层纱线为莫代尔Π棉与

≤Π棉混纺纱的组合 织物吸湿快干性能次之 ∀

这种组合的里层组织中 虽然有 ≤纤维起导

湿作用 但因亲水性纤维含量较高 使水分过多填充

在纤维中间 从而导致纤维膨胀 挤占了纱线间的毛

细空间 影响了面料的导湿和快干性能 ∀里层纱线

为莫代尔Π涤纶混纺纱与莫代尔Π棉混纺纱的组合 

织物吸湿快干性能最差 ∀这种组合的里层组织中 

莫代尔纤维含量太高 纤维吸湿膨胀 输水速度很

慢 纤维膨润度高 滞留的水分会使身体有不舒适的

感觉 ∀

≤Π棉混纺纱作为接结纱线有效地将内层

水分传递给外层 传递效果与纱线种类和接结点的

分布有关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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