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备上纺纱 然后织成各种织物 ∀采用接枝改性亚

麻纤维纺纱织造的特点是 由于将力学性能极好的

合成纤维高分子单体化合物/嫁接0到亚麻纤维的分

子链上 从而改变了亚麻纤维高分子化合物结构 使

之成为具有天然纤维与合成纤维性能兼备的新型纺

织纤维 ∀采用高分子接枝亚麻纱织成的织物既保持

了亚麻纤维织物的良好的吸放湿性及服用舒适性 

又改善了纯亚麻织物的易皱 !成品定型性差等缺点 

织物易洗 !易干 !长期洗涤不变形 还具有手感柔软 !

穿着凉爽舒适等优点 ∀

213  亚麻纤维的化学成分与接枝效果的关系

11  木质素与纤维接枝效果的关系  亚麻纤维

中的木质素含量在 1  ∗   之间 木质素对亚

麻纤维接枝有十分不利的影响 ∀通过对未经煮练脱

胶的亚麻粗纱进行接枝试验中发现纤维偏短 !脆硬 !

分裂度很低 !粗糙根本无法纺纱 ∀因此在亚麻纤维

接枝前应尽量清除木质素成分 ∀

11  果胶与接枝效果的关系  果胶是多糖类碳

水化合物 在亚麻纤维中的含量约占 1  ∗ 1  ∀

果胶对亚麻纤维接枝没有影响 但对成纱的强度有

很大的影响 ∀果胶是将单纤维/粘接0成纺纱所必须

的束纤维的胶质 在接枝及后处理等工艺中对果胶

有软化作用从而降低了束纤维的强度 ∀

11  纤维素与接枝效果的关系  纤维素是亚麻

纤维的基本组成 约占纤维化学成分的   ∗

  ∀前面所述 经试验证明 接枝后亚麻单纤维强

度仍能保持在  以上 说明接枝共聚反应液及后

处理助剂等对纤维素的影响并不大 ∀

11  其它杂质  其它杂质是指亚麻纤维中的半

纤维素 !灰分 !脂肪蜡质等物质 ∀由于这些杂质在粗

纱接枝前的煮练工艺中基本上被清除 故对纤维的

接枝效果基本无影响 ∀

3  结  语

经接枝共聚得到的接枝亚麻 其物理性能得到

很大的改善 ∀织物有良好的吸湿性和服用性 弹性

高 柔韧性增加 本研究所设计的接枝共聚工业性试

验工艺是合理的 可作为工业化生产工艺设计的重

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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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棕叶纤维脱胶方法和工艺以及其物理性能 分析了化学成分 ∀结果表明 棕叶纤维具有良好的物理机械性能 具有进

一步研究开发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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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棕叶纤维的分离及脱胶

对于棕叶纤维的理化性能研究 国内外尚未见

相关报道 ∀棕叶纤维的初步制取 采用直接脱胶不

能将纤维与棕叶分开 采用罗拉挤压法才能将纤维

分离出来 ∀经过罗拉挤压后 棕叶表面的一些叶绿

素 !油脂 !脂蜡质 !灰分等物质被挤压掉 使棕叶纤维

相互间的粘合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消失 从而初

步分离成纤维状 ∀然后用碱液对纤维进行处理 使

纤维表面的胶质进一步脱掉 ∀挤压后发现棕叶分离

成束纤维状 表面附有许多残渣 ∀考虑到碱液浓度 !

温度和处理时间对结果有很大影响 选择了不同的

浓度 !温度和处理时间共 个方案进行实验 工艺参

数见表  ∀由于纤维粗制品手感比较粗糙 实验中

    表 1  碱处理工艺参数

方案
碱液浓度

Π
处理时间



温度

 ε 

水浴时间


浴比 其它处理

     

     

     

     
Β

  ! 

用柔软剂
处理

     

     

     

    



还对 个脱胶后的试样用季铵碱进行了浸泡 ∀碱处

理过程如下 棕叶 ψ罗拉挤压 ψ抖松 ψ碱浴 ψ脱碱

ψ水洗 ψ自然晒干 ∀

2  测试与分析

211  测  试

取脱胶后的纤维数根进行切片 通过显微镜观

察发现棕叶纤维的横截面近似呈圆形 中心有较小

孔腔 呈束纤维状 ∀

用显微镜观测法测试脱胶后纤维的细度与长

度 ∀用  单纱强力仪测试断裂伸长 !断裂

强力和初始模量 ∀参照了苎麻的国家标准/苎麻化

学成分定量分析方法02对棕叶纤维进行

化学分析 ∀实验测得纤维素 !半纤维素 !木质素 !果

胶 !水溶物及脂蜡质含量 ∀

212  数据处理与分析

运用数理统计中的最优总体选择对各组数据进

行分析 采用的是秩和检验法 对离散型变量求得

秩和 ∀

对棕叶纤维的长度 !线密度 !断裂强度 !断裂伸

长 !初始模量进行分析得出 方案  与  效果较

好 在 个方案中再进行比较 方案   为最佳方

案 即碱液浓度为  Π碱煮时间  浴比 Β

 ∀

3  结果与讨论

棕叶纤维的长度 !线密度 !断裂强度 !断裂伸长

及初始模量平均值与剑麻纤维和香蕉叶纤维进行统

一换算经计算棕叶纤维的密度为 1 Π
并比

较 其数据见表  ∀
表 2  棕叶纤维 !剑麻纤维和菠萝叶纤维的各项物理指标对比

品种
长度



线密度

¬

断裂强度

Π¬

断裂伸长率

  

初始模量

Π

剑麻纤维≈  ∗      ∗     ∗     ∗  

菠萝叶纤维≈  ∗    ∗     ∗      

棕叶纤维  ∗    ∗     ∗     ∗     ∗  

  由表 可见 棕叶纤维的长度较长 细度远小于

剑麻纤维和菠萝叶纤维 强度明显大于菠萝叶纤维 

稍大于剑麻纤维 断裂伸长率较大 约是剑麻纤维和

菠萝叶纤维的  ∗ 倍 初始模量与菠萝叶纤维接

近 ∀与其它 种纤维比较起来 棕叶纤维是一种更

优良的纺织纤维 ∀

棕叶纤维的线密度及长度离散性很大 主要原

因可能是棕叶纤维在经过脱胶后分离为束纤维 而

每束纤维所包含的单纤根数有很大的差异 且在同

一束纤维的不同段上由于分离不能彻底 所包含单

纤根数不尽相同 所以纤维的细度及长度差异较大 ∀

剑麻纤维是已开发利用多年的叶纤维 剑麻纤

维和棕叶纤维的化学成分比较见表  ∀
表 3  棕叶纤维和剑麻纤维的化学成分比较 

纤维素 半纤维素 木质素 果胶 水溶物 脂蜡质

剑麻            

棕叶            

  从表 发现 棕叶纤维中 脂蜡质的含量远远大

于剑麻纤维 ∀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棕叶纤维本身

油脂含量很高 ∀另一方面棕叶纤维在经过罗拉挤压

后 虽然经手揉搓 但不能完全去除其表面的杂质 

所以在经过苯乙醇沸煮后就都计算在脂蜡质中 使

脂蜡质含量大大上升 ∀

4  结  论

1棕叶纤维在脱胶前需用罗拉对棕叶进行挤

压初加工 ∀脱胶工艺流程为 理顺棕叶 ψ罗拉挤压

ψ揉搓 ψ碱煮 ψ脱碱 ψ水洗 ψ自然晾干 ∀

1棕叶纤维长度较长 细度远远较剑麻细 强

度比菠萝叶纤维及剑麻纤维稍大 断裂伸长率较大

约是剑麻纤维的  ∗ 倍 ∀从物理性能上分析 作为

纺织纤维 棕叶纤维优于菠萝叶纤维及剑麻纤维 ∀

1脱胶后的纤维如不给油或进行柔软处理 手

感较硬 颜色呈浅棕色 ∀用柔软剂浸泡以后 纤维柔

软 有卷曲 伸长率增加 ∀

1棕叶的纤维素含量为 1  比剑麻稍低 

而脂蜡质的含量却远高于剑麻纤维 ∀

1棕叶来源广 纤维性能较好 值得进一步研

究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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