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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ΤΤ纤维品种对针织物弹性的影响

刘志军 周苏萌 王府梅
东华大学 纺织学院 上海  

摘  要  用 ∞≥测试分析了 °××的短纤织物 !⁄×≠ 长丝织物和 °××Π°∞× 双组分并列复合长丝织物的弹性伸长率 !

弹性回复率 !塑性变形及抗疲劳特性 并且将其性能与氨纶 !普通化纤织物涤纶 !锦纶织物进行比较发现 °××各

种形态织物的弹性伸长均比普通化纤织物的弹性伸长大 比氨纶织物的弹性伸长小 在低负荷下 其回复性能均比

普通化纤织物小 塑性变形比普通化纤织物大 种形态的 °××针织物中 °××Π°∞×双组分并列复合长丝织物的弹性

伸长最大 回复性能最好 °××短纤织物的回复性能最差 塑性变形最大 ∀

关键词  °××纤维 °××Π°∞×双组分并列复合纤维 弹性 针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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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世纪末工业化生产的新型聚酯 发展

速度较快 ∀其优良的回弹性 !耐污性和可染性使它

在地毯 !服装 !非织造布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 但是对这一新型纤维品种 国内外还缺乏足够的

应用经验 现有文献资料仅泛泛介绍 °×× 纤维的性

能≈  
实际上 °×× 做成短纤 !⁄×≠ 或 ƒ⁄≠ 长丝 !

°××Π°∞×双组分并列复合长丝等不同品种时 其织

物表现出很大的性能差异 ∀

影响织物弹性的因素较多 本文仅从纤维品种

上进行研究 通过实测不同品种 °×× 纤维针织物的

弹性 分析 °×× 短纤 !⁄×≠ 长丝 !°××Π°∞× 双组分并

列复合长丝对针织物弹性的影响 并与普通涤纶 !锦

纶织物及氨纶弹性针织物进行比较 为合理选用原

料 有效地开发优质面料产品提供参考数据 ∀

1  试  验

111  试  样
根据织物中起弹性作用的主要纤维 收集 组针

织物 分别为 °××短纤组 !°××的 ⁄×≠ 组 !°××Π°∞×双

组分并列复合长丝组以及对比织物组氨纶组和锦

纶 !涤纶组 ∀每种织物所用原料及组织见表 ∀



表 1  5 组针织物原料与组织

Ταβ .1  Ματεριαλ ανδ στρυχτυρε οφ τηε φιϖε γρουπσ οφ κνιττεδ φαβριχ

组别 编号 原料 组织 面密度Π#

  ¬ °××   纬编双面 

  ¬ °××   ¬ °××   ¬棉纱 纬编大毛圈布 

组 °××的 ⁄×≠ 组   ¬ °××   ¬ °××   ¬棉纱 纬编大毛圈布 

  ¬≅  °×× 双珠地 

  ¬≅  °××   ¬棉纱 纬编小毛圈 

  ¬棉型纱 °××   棉   羊绒   纬编双面布 

  ¬棉型纱 °××   棉   羊绒   纬编罗纹 

组 °××短纤组   ¬棉型纱 °××   棉   丝光汗布 

  ¬棉型纱 °××   棉   小毛圈抓毛布 

  ¬棉型纱 °××   棉   丝光单珠地 

  ¬复合丝    °××   纬编双面 

  ¬复合丝    °××   纬编双面 
≤ 组 °××Π°∞× 复合

纤维组
  ¬复合丝    °××   纬编双面 

  ¬复合丝    °∞×   弹力平布 

  ¬复合丝    °∞×   弹力金光绒 

  ¬氨纶   ¬ °×× 汗布 

⁄组 氨纶组   ¬氨纶    °××   罗纹 

  ¬氨纶    °∞×   罗纹 

  ¬ °××    ¬有光锦纶   经编三梭起绒 

  ¬ °××   涤纶   经编二梭起绒 

∞组 锦纶或涤纶组
  ¬ °××    ¬亚光锦纶   经编二梭起绒 

  ¬ °××    ¬涤纶   经编二梭起绒 

  ¬ °××    ¬涤纶   纬编珠地网眼 

  ¬ °××    ¬涤纶   经编三梭起绒 

112  仪  器

∞≥2ƒ织物拉伸剪切测试仪 ∞≥2ƒ 织物

拉伸剪切疲劳仪 ∀

113  试验方法
测试流程 ∞≥标准拉伸 ψ 次剪切疲劳剪

切角度 β ψ ∞≥标准拉伸 ∀

按上述流程对每种织物经 !纬向的同一区域各

做 次试验 项试验连续进行 剪切疲劳试验完成

后立即记录疲劳变形量 ∀

由于氨纶织物弹性伸长太大 同等条件下 在

∞≥拉伸仪上无法完成此试验 因此在宏大 ⁄

织物强力仪上 用与 ∞≥相同的拉伸条件来测试 ∀

114  数据处理方法

塑性变形率 
剪切疲劳后长度 原始长度

原始长度
≅  

拉伸功回复率≈

回复功
拉伸功

≅  

伸长率 
织物最大拉力时的伸长量

织物的夹持长度
≅  

2  结果与讨论

211  弹性伸长率
剪切疲劳前经 !纬向伸长率分布及其均值见

图  ∀图中的方柱表示各组织物的伸长率均值的大

小 散点表示各值的分布 ∀

图   织物疲劳前的弹性伸长率

ƒ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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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可以看出 氨纶织物弹性伸长率最大 涤

纶 !锦纶织物的弹性伸长率最小 含 °××的织物弹性

介于二者之间 这与组成该织物的纤维原料的特性

一致 ∀比较含 °××织物的伸长率发现 在经向 °××Π

°∞×复合纤维组织物的平均伸长率远大于 °××短纤

组织物和 °××的 ⁄×≠ 组织物的平均伸长率 °××短

纤组织物的平均伸长率与 ⁄×≠ 组织物的相近 在纬

向 °××Π°∞×复合纤维组织物和 °××短纤组织物的

平均伸长率大于 ⁄×≠ 组织物 °××Π°∞× 复合纤维组

织物的平均伸长率稍大于 °×× 短纤组织物 ∀氨纶

分子由柔性链段和交联组成 故其纤维和织物有较

大的强伸性 °×× 大分子链中含有 个亚甲基 /奇

炭效应0使 °××大分子具有螺旋结构 增强了 °××内

在的变形能力 故其纤维和织物也有较大的强伸性 

由于 °×× 与 °∞× 热回复性能不同 °××Π°∞× 复合纤

维受热之后 纤维形成稳定的三维卷曲 纤维形态上

的三维卷曲增强了 °××Π°∞×复合纤维的强伸性 ∀

212  拉伸弹性回复性能
疲劳前的经纬向拉伸功回复率的分布及均值见

图  ∀方柱表示各组织物的拉伸功回复率均值的大

小 散点表示各值的分布 ∀

图   织物疲劳前的拉伸功回复率

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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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可以看出 在经向 °××Π°∞×复合纤维组

织物 !°××的 ⁄×≠ 组织物 !涤纶或锦纶组织物的拉

伸功回复率相当 且都大于 °×× 短纤组织物的拉伸

功回复率 在纬向 °××Π°∞×复合纤维组织物和涤纶

或锦纶组织物的拉伸功回复率相当 且稍大于 ⁄×≠

组织物 远大于 °××短纤组织物 ∀说明 °××Π°∞× 复

合纤维组织物和涤纶或锦纶组织物的弹性回复性能

最好 °××的 ⁄×≠ 组织物的弹性回复性次之 °××短

纤织物的弹性回复性最差 ∀研究表明 当拉伸伸长

相同时 °×× 纤维的回弹性大于 °∞× 纤维≈  ∀

应力 应变曲线表明 °×× 是一种柔软的低模量纤

维 其初始模量明显低于 °∞×纤维 ∀ ∞≥是一种低

负荷状态下的测试 在这种定负荷条件下 涤纶和锦

纶织物的伸长较小 而 °×× 织物则产生了比较大的

形变 因此 °××Π°∞×复合纤维组织物和涤纶或锦纶

组织物的弹性回复性能相当 ∀ °××短纤织物的弹性

回复较差是因为短纤之间在拉伸过程中会产生一定

量不可逆转的滑移 ∀

213  塑性变形
经纬向塑性变形的分布及均值见图  ∀图中方

柱表示各组织物的塑性变形均值的大小 散点表示

各值的分布 ∀

图   织物疲劳前的塑性变形

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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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可以看出 在经向 氨纶纤维组织物和

°××短纤组织物的平均塑性变形率相近 且都大于

°××Π°∞×复合纤维组织物和 °××的 ⁄×≠ 组织物的平

均塑性变形率 °××Π°∞× 复合纤维组织物与 ⁄×≠ 组

织物的平均塑性变形率相当 在纬向 °××短纤组织

物的平均塑性变形率远大于其它 组织物 °××Π°∞×

复合纤维组织物 !氨纶组织物和 ⁄×≠ 组织物的平均

塑性变形率相近 ∀因此可知 °××短纤织物的塑性变

形最大 氨纶织物塑性变形较 °××Π°∞×复合纤维织

物和 °×× 的 ⁄×≠ 织物差 而涤纶或锦纶组织物经 !

纬向的平均塑性变形率均最小 ∀ °××短纤织物的塑

性变形最大是因为短纤之间的滑移是不可逆转的 

氨纶织物由于模量低 极易变形 在定负荷拉伸试验

中产生的形变要远大于其它几组织物 其形变中所

包含的不可逆形变量也就较其它组织物要多 而涤

纶与锦纶织物模量高 在此条件下伸长较小 塑性变

形也就最小 ∀

214  抗疲劳特性
织物疲劳前经纬向伸长率的差值见图  ∀图中

方柱表示各组织物的伸长率差值均值的大小 散点

表示各值的分布 ∀

图   织物疲劳前的伸长率差值

ƒ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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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可以看出 在相同剪切角度进行剪切疲

劳试验时 涤纶与锦纶织物的抗疲劳性能最好 °××

的 ⁄×≠ 组织物的较差 氨纶组织物的抗疲劳性能最

差 ∀从经向看 °×× 复合纤维织物的抗疲劳性能比

°××短纤维组织物的差 而在纬向 °××复合纤维织

物的抗疲劳性能远比 °××短纤维织物的好 ∀抗疲劳

性能与织物的弹性回复性能和塑性形变有很大的关

系 其随织物弹性回复率的增加而增加 随塑性形变

的增大而减少 这一结果与前面各织物弹性回复性

能和塑性形变的测试结果基本一致 ∀

3  结  论

氨纶织物弹性伸长率最高 °××Π°∞× 并列复

合纤维织物的次之 °×× 短纤和 ⁄×≠ 长丝织物的弹

性伸长率较小 但明显大于涤纶 !锦纶织物的弹性伸

长率 ∀

在相同负荷作用条件下 °××Π°∞× 复合纤维

织物和涤纶 !锦纶组织物的弹性回复性能较好 °××

的 ⁄×≠ 和短纤织物的弹性回复较差 ∀

°××短纤织物的塑性变形最大 氨纶织物塑

性变形较 °××Π°∞×复合纤维织物大 涤纶与锦纶织

物塑性变形最小 ∀

涤纶与锦纶织物的抗疲劳性能最好 °×× 的

⁄×≠ 织物的抗疲劳性能较差 氨纶织物的抗疲劳性

能最差 ∀

综合来看 °××Π°∞× 复合纤维织物有比较良

好的弹性伸长和弹性回复性能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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