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4  不同涂胶量对剥离强度和透湿率的影响

涂胶量Π 剥离强度Π 透湿率Π#

    

    

    

    

    

    

  膜断 

  膜断 

  膜断 

  膜断 

增加到一定量后 薄膜与布基之间的剥离力已经相

当大了 继续增大涂胶量 在薄膜与布基被剥离之

前 被粘合的薄膜就已经出现拉伸断裂 此时 再增

大胶量对剥离强度的提高意义不大 ∀因此 在保证

薄膜与布基之间的剥离力的前提下 可考虑尽量降

低涂胶量 有利于复合产品的整体透湿量的提高 ∀

3  结  论

1不同材质的纺织品粘合性能不同 在本实验

条件下 粘合性能棉布最好 涤棉机织布次之 涤纶

布最差 ∀

1粘合性能随着纺织品的表面润湿性增加而

增加 ∀

1纺织品的结构对其粘合性能有一定影响 ∀

1不同的涂胶量 !粘结方式对复合材料的透湿

性 !粘结性有较明显的影响 在保证粘结强度的前提

下 应尽量降低涂胶量 以提高复合材料的整体透湿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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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分析法在棉织物整理工艺中的应用研究

黄  晨  许云辉  何银地  项  伟
安徽农业大学蚕业丝绸系 合肥 

摘  要 通过对纯棉针织物酶整理效果的诸因素试验数据的正交分析 定量获得较优的工艺参数 优化了纤维素酶整理工艺 ∀整

理后柔软性 !透气性 !吸湿性等性能均有改善 且厚型纯棉针织物的整理效果更好 ∀

关键词 正交分析  棉织物  整理  纤维素酶  减量率

中图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22

  本文研究了纯棉针织物的纤维素酶处理工艺 

选择了 因子和 水平用正交分析法 分析影响酶

洗效果的各因素≈ ∗ 
并以减量率 !断裂强力 !悬垂

系数为综合指标 优化纯棉针织物的酶整理工艺 ∀

1  实验材料 !方法与内容

1 .1  实验材料


织物 

Π半畦编组织厚型 
 织物 纬

编平针组织薄型 
织物 纯棉卡其布 ∀

112  性能测试方法

减量率在 ×分析天平上称量计算 断裂

强力在 ≠2型单纱强力仪上按 2标

准测试 透气性在 ≠型织物中压透气量仪上按

2标准测定 毛效在 ≠• 2型毛细管效

应仪上测试 悬垂系数在 ≠型悬垂仪上测定 

白度在 ⁄型白度仪上测试 ∀

113  试  验

11  试样制备  将样布在实验室条件下 在干燥

器内平衡放置  后 距布边  以上沿纵向均匀

剪取试样若干块 ∀本试验所用织物为 
Π半畦编

纯棉针织物厚型  块 ∀

11  酶洗工艺正交试验  采用酶用量 ! 值 !酶

处理温度 !酶处理时间 个因子 每个因子分 个水

平进行试验 ∀用纤维素酶对棉针织物进行功能整

理 减量率是衡量整理效果的主要指标 而断裂强力

和悬垂系数是评价针织物整理后性能的主要指标 ∀

所以用减量率 !断裂强力 !悬垂系数作为综合指标对

酶整理工艺进行优化 具体条件见表  ∀

  根据表 中的对应关系选择合适的正交表是



 ∀



表 1  因素与水平

水平


酶用量   



值

≤

温度 ε 

⁄

时间

     

     

     

     

2  结果与讨论

211  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分析

为了减少系统误差 采用查随机数表的办法来

安排实验次序 正交试验结果如表 所示≈ ∀

为了便于比较各因子的影响程度 故对 个综

合指标进行加权处理 使之单一量化 应用统计分析

软件 ≥°≥≥对各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

由表 中按加权平均 Φ值大小决定各因子的

主次顺序如表 所示 ∀

从表 和表 分析可以看出 对减量率和悬垂

系数 指标影响最大因子是 因子 且 水平效果

最好 其次是 ≤因子 水平效果最好 而 和 ⁄因

子相对于 因子和 ≤ 因子来说 影响不太明显 可

以取任何水平 但 ⁄因子又比 因子影响较大 位

于 ≤ 因子之后 ∀对断裂强力影响最大的因子是 ≤

因子 水平最好 但 水平时的减量率过低 故综

合考虑取 水平 而 ⁄因子位居其后 影响较大 且

水平最好 但 水平时的减量率也较低 再从节省

工艺处理时间来考虑取 水平 因子  和 影响

小 可以取任何水平 ∀所以 在结合单因素实验基础

上 再根据实际生产情况综合起来考虑 进口酶 

纤维素酶 2对纯棉针织物厚型整理的最佳

工艺配方组合是   ≤ ⁄ ∀

212  对比试验

用以上正交试验所得最佳结果工艺组合 

 ≤ ⁄对 种样布≈
织物 

Π半畦编组织厚

型 
织物 纬编平针织物薄型 

 织物 纯棉卡

其布分别进行处理 得出结果见表  进一步验证试

验结果可行性和对比不同规格样布效果的提高性 ∀

表 2  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酶用量   



值

≤

温度 ε 

⁄

时间

悬垂系数

  

减量率

  

透气量

##

断裂强力



毛效

Π 

              

              

              

              

              

              

              

              

              

              

              

              

              

              

              

              

        悬
垂
系
数

  

        

        

        

   极差        

        
减
量
率

  

        

        

        

   极差        

        断
裂
强
力


        

        

        

   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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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方差分析

离差≥ 自由度⁄ Φ值 显著性 加权平均 Φ值 显著性

因子水平间         

因子水平间      显著 3 3      极显著 3 3 减
量
率

  

≤因子水平间      较有影响 ≤    较显著 3 

⁄因子水平间      ⁄    较有影响

随机误差   

因子水平间     

因子水平间     
断
裂
强
力


≤因子水平间      较显著 3 

⁄因子水平间      有影响

随机误差   

因子水平间     

因子水平间      极显著 3 3 3 
悬
垂
系
数

  

≤因子水平间      较有影响

⁄因子水平间     

随机误差   

  注 Φ Φ     时有极显著影响 Φ Φ     时有显著影响 Φ Φ     时有较显著影响 Φ Φ  

   时有影响 ∀

表 4  因子主次顺序

指标 因子主次顺序主 ψ次

减量率    ≤ ⁄ 

拉伸断裂强力 ≤⁄ 

悬垂系数    ≤ ⁄ 

综合指标按加权平均 Φ值 ψ ≤ ψ ⁄ψ 

  从表 可知 实验所用的 种织物经纤维素酶

整理后 其柔软性 !透气性和吸湿性均有较大提高 

白度也有所改善 ∀但 
织物和 

织物的强力下降

过多 而 
织物厚型的强力保持在适当水平上 

符合有关标准 ∀

表 5  种织物测试结果

规格
减量率

  

断裂强力



强力保持率

  

悬垂系数

  

毛效

Π

透气量

##
白度Π色差

织物
处理前          良好

处理后            无明显色差

织物
处理前          良好

处理后            良好

织物
处理前          良好

处理后            较好

3  结  论

1通过正交试验得出纤维素酶 2进口酶 

处理纯棉针织物最佳工艺是 酶用量     !

值为 1 !温度为  ε !时间为   !浴比为

Β ∗ Β ∀

1对比纤维素酶 2进口酶 处理后的纯棉

厚型针织物 纯棉薄型针织物和纯棉机织物的整理

效果可得出 纤维素酶 2对棉针织物整理效果良

好 尤其是厚型棉针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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