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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针织物液态水传导性能

杜燕峰 周立亚 沈为 冯勋伟
东华大学 纺织学院 上海  

摘  要  影响针织物液态水传导性能的重要因素除原料外 还有织物结构 !线圈密度和面密度等指标 ∀以棉和沟

槽型新型合纤作原料 设计编织了几种舒适性双面网眼功能针织物 ∀采用新型仪器  × 对织物的液态水传导性

能进行综合测试 得出织物上下表面含水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及水分传导速率和水分含量差指标 就织物的不同

结构及物理指标对液态水传导性能的影响进行分析 发现双层网眼组织有较好的液态水传导性能 采用网眼均匀

分布结构及适中线圈密度的织物水分传导性能优良 ∀

关键词  针织物 网眼 功能性 水传导性能 组织结构 线圈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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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适性功能纺织品的开发和研究是当前纺织品

发展的一大趋势 ∀舒适性功能针织面料作为理想的

贴身面料 一方面弹性好合体 运动自如 另一方面

可导湿快干 感觉舒适 因此 愈来愈受市场青睐 成

为当前针织业研究开发的热点 ∀

人体在剧烈运动或高温状态时 皮肤产生大量

的热量和汗水 需要通过衣物快速传导疏散到大气

中 产生舒适的微气候环境 ∀其中液态汗水的传导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液态水的快速传导不仅使

皮肤保持干燥感 还可同时带走大部分的热量≈ ∀

传统的舒适性服装贴身的一面一般均为有较好吸湿

性的天然纤维 采用棉较多 但是 纯棉面料在服用

性能方面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 如棉纤维吸湿后

具有较高的膨胀率随纱线支数不同而异 最高可达

   膨胀的纤维会填充原有织物的孔腺 限制空气

的流通 这样水分既不能吸收 又不能转移 织物湿热

传递通道被阻塞 再加上棉纤维的放湿滞后性 导致

水汽和热量的集结 ∀被汗液浸透的内衣粘贴在皮肤



上 恶化体表小环境气候 使穿着者感到闷热不舒服 ∀

尤其是对运动员或特殊环境工作人员 这种情况严重

时还会导致生理疾病 甚至有生命危险 ∀

随着新型化纤的开发和利用 舒适性功能针织

面料有了新的发展 ∀近年来双层或多层结构舒适性

功能织物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打破了人们以往习惯用

棉类天然纤维作服装里层材料的旧观念 科学地采

用疏水型导水纤维作里层 吸湿性天然纤维作表层

或两种纤维交错的方法 充分利用疏水型导水纤维

的快速液态水传递能力和遇水不变形的特点 使水

分传输渠道畅通并兼顾低湿热状态下的面料舒适性

能 即保持了针织物的优良品质 又具有透气 !吸汗 !

快干的功能≈ ∀

本文着重研究人体在显汗状态下穿着服装时液

态汗在织物中的传导 根据液相传递原理采用棉和

沟槽型新型合纤作原料 设计编织了舒适性功能双

面网眼针织物 ∀

1  试  样

在罗纹机上设计编织了 种双面网眼针织物 

织物 ≥ !≥ !≥ !≥通过正面棉纱在反面进行集圈 

使正面形成一定结构的网眼效应 且棉纱将正反两层

连接起来 合纤始终在织物反面成圈 但织物 ≥除上

述特点外 合纤还在正面集圈 在织物反面也形成一

些网眼 ∀种纱线集圈间隔针数与集圈路数不同 形

成的网眼尺寸与分布密度各不相同 ∀图 为 种织

物的织针排列图 ∀表 为 种织物的物理指标 ∀

图   罗纹机排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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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液态水传导实验

实验在液态水传导测试仪  × 上进行 ∀试样

为圆形 直径  每种布样准备  块并经过预

洗 ∀实验前试样被放置在温度为 ?  ε !相对湿

度 ?  的环境下调湿  达到平衡 ∀实验时

将试样正面朝下放置 水滴从上方滴入 即滴到织物

的里层反面 仪器记录液态水吸收传导的数据≈ ∀

表 1  5 种织物物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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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
密度Π

线圈#

厚度Π


面密度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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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网孔

面积Π

透气量Π

##

≥  1  1  1

≥  1  1 1

≥  1  1  1

≥  1  1  1

≥  1  1 1

3  数据与分析

表 为 种试样的液态水传导测试结果 ∀表中

ς为液态水达到最大润湿半径的传导速度 Ω为织

物上下表面水含量差 脚注 表示织物外层正面 ∀
表 2  液态水传导测试数据

Ταβ .2  ∆ατα οφ ΜΜΤ τεστινγ

指标 ≥ ≥ ≥ ≥ ≥

ςΠ# 1 1 1 1 1

Ω 1 1 1 1 1

  图 为网眼织物液态水传导典型曲线含水量

随时间变化曲线 ∀

图   织物液态水传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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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中所示 织物在经过最初的润湿时间后水

分含量急速上升 在实验开始后的最初  左右达

到峰值 然后曲线开始明显的下降 说明液态水传导

到织物外层后开始不断向外界大气中发散 到一定

水分含量值后曲线变化趋于平缓 液态水吸收与发

散基本达到平衡 ∀从图中可以看出 织物外层的含

水量远大于里层的含水量 说明织物在短时间内便

可将液态水输离皮肤表面而达到织物外层 具有良

好的液态水传导性能 ∀

表 数据中指标 Ω和 ς是反映织物液态水传

导能力的主要指标 织物 ≥ !≥和 ≥的线圈密度与

面密度较接近 其中织物 ≥的 Ω指标最高 ∀块织

物的反面形态结构相同 都是 隔 抽针纵行见

图  而织物正面由于集圈形态的不同所形成的网

孔大小与密度不同 织物 ≥单个网孔面积最大 分

布稀疏 ≥单个网孔面积最小 分布密度较大 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液态水在织物中的扩散速度 故 ≥的

ς值稍小于另外 块织物 但该织物线圈分布均匀

性较另外 块织物好 织物平整度好 液态水传输通

道效率高 因而能快速传导液态水 使织物上下表面

含水量差达到最大值 ∀

图 为传导速度 ς与网孔面积变化趋势图 ∀

图   传导速度与网孔面积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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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 ≥与 ≥正面效应相同 反面密度则大了

倍 为不抽针满纵行 相应线圈密度和面密度也大

了很多 ∀反面密度增大使传导介质增多 因而润湿

时间缩短 织物与水滴接触的上表面 ς值即横向传

导速度增大 但密度的增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液态

水的传导路径 使织物下表面吸水速度有较大的降

低 导致 Ω测量值较低 ∀另一原因是密度的增大使

相同面积内的棉含量增多 保水量上升 不利于织物

的进一步吸水及快速干燥 ∀

面积曲线上织物 ≥ !≥ !≥都有一个明显的高

    

峰锐角转折 说明织物下层吸水达到饱和后 由于液

态水的扩散和蒸发速度较快 使表面含水量以较大

斜率下降 ∀从表 中可知织物 ≥ !≥ !≥的 ς值都

大于  其它 种则小于  其中以织物 ≥的 ς值最

大 ∀织物的比表面积是影响液态水的扩散和蒸发的

关键因素≈
如图 中传导速度与织物网孔面积关

系图所示 种织物传导速度变化趋势与相应网孔

面积变化趋势一致 ∀虽然织物 ≥有最大网孔面积

及传导速度 但线圈密度过小影响了织物的保水性

能 织物的含水量偏低 织物的导湿能力并不理想 ∀

4  结  论

在原料配用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织物的组织

结构对液态水传导性能有较大影响 ∀

针织物中线圈状态及其分布集圈 !成圈决

定了芯吸通道的长度 因而也影响液态水的吸收和

传导速度 ∀

织物的密度应选择一个适中的范围 过大或

过小都不能达到理想的液态水传导效果 ∀如果 种

不同功能的原料在形成织物时密度过大 会使单位

面积内的线圈钩结点过多 对纱线产生的挤压增大 

反而不利于液态水的传导和扩散 ∀

织物表面网眼的均匀分布有利于织物液态水

传导综合能力的提高 织物中层和外层适当的保水

量也是影响其液态水传导综合能力的重要因素 ∀

上述分析的织物中 ≥的液态水传导综合能

力较理想 其采用的组织结构和工艺参数有一定的

实用价值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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