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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述评#

绿色纤维素纤维 ) ) ) 纤维

赵家森  王渊龙  程博闻
天津工业大学材料化工学院 天津 

摘  要 叙述了有机溶剂法生产 纤维的发展简史 !结构 !性能及应用 并对我国生产 纤维提出了建议 ∀

关键词 纤维  工艺  结构  性能  应用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22

  化纤工业现在正朝着高性能 !多功能 !差别化及

回归自然 !热爱生命 !保护环境的方向发展 ∀因此 

在化纤工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和质量稳步提高的同

时 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大力开发节能的 !环

保的 !穿着舒适的高性能新型纤维 ∀

纤维素是自然界赐予人类的最丰富的天然高分

子物质 它不仅来源丰富 而且是以卓著的再生速度

生长的可再生资源 用纤维素制得的制品可生物降

解 符合现代环保的要求 ∀所以近年来对纤维素的

开发应用研究相当活跃≈ ∀

所谓绿色纤维 不仅要求产品对人体有益 废弃

物可生物降解 对环境友好 而且要求所有生产工艺

也需/绿色0 即符合现代环保的要求 对环境不产生

污染 ∀

1  Λψοχελλ纤维素纤维概述

  据资料通报 纤维素纤维绿色生产工艺 ) ) ) 溶

剂法纤维素纤维 现已实现工业化生产和接近工业

化生产的只有   溶剂法一种 其产品就是

纤维素纤维 ∀

1 .1  发展简史

有关 纤维素纤维的发展历程可以从表 

中看出 ∀

1 .2  工程流程

纤维素纤维的工艺流程见图  ∀

  与粘胶纤维相比  方法优点可归纳如下 

将天然纤维素原料直接溶解在无毒   和水的

混合溶剂中制成纺丝液 工艺过程的工序相对简单 

所耗时间短生产周期降至  可用于干法 !湿法 !干

湿法纺丝成型 纺速达到  ∗  Π溶剂回收

率达   ∗   所采用的化学品毒性比乙醇还要

低≈
对环境无污染 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工艺 ∀

1 .3  Λψοχελλ纤维的结构

    纤维的结晶度  是一种高结

晶高取向的天然聚合物 其晶型属于单斜晶系纤维

素 晶 ∀用 • ÷⁄法可得 纤维素纤维的结

晶度为 1  ≈ ∀它的结晶度高于其它各种再生

纤维素纤维见表  ∀结晶峰宽度较粘胶纤维窄 

表明结晶部分取向度高 ∀且无定型部分取向度也较

粘胶纤维高 ∀
表 1  纤维的发展简史≈

年代 企业或研究所 发展阶段




≥ 

氧化胺溶解纤维素原理的第一个专

利

 ∞  2甲基码啉氧化胺的专利的出现

    溶解纤维素纺丝的基础研究

 ∞    溶解纤维素研究开始

  出现生产方法和产品专利

  确认溶剂纺丝的实用性

 ××Π
无毒方法制纤维素纤维原理开始研

究

 确定连续制造法 溶剂回收率高

 ≤∏∏ 开始溶剂纺丝原理研究

  纺纱方法 !品种的发展 出现长丝

 
完成最初的试生产线 掌握了纺丝上

的主要问题

 ∞  发展开始

 ≤∏∏
考陶尔兹公司在英国的小试生产线

投产

  向 ∞公司赠送许可证

  长丝在小试上成功

 
在美国  ∞ 开始建工厂生产

  


≤∏∏!
∞ 

在 ∞公司试生产线投产

 ≤∏∏
在美国  ∞的第一条 纤

维生产线开工

 ≤∏∏ 在美国  ∞的生产厂投产

 
在德国 ∞ ∞  的长丝生产小

型设备投产

 ≤∏∏ 在美国的第二条生产线开工



∏ ≥

 ∏ 

°ƒ

可提供生产设备

 ×× ∞  可提供短纤和长丝的小型设备

      以后  ∏  织物的整理研究

    以后 ××
功能化 纤维开发导电 !抗菌 !
染色改性



图 1  纤维素纤维的工艺流程

表 2  纤维素试样的结晶度比较≈

一般

浆粕

×

纤维

普通粘

胶纤维

富强粘

胶纤维

高湿模量

粘胶纤维

         

  注 ×纤维系 ≤∏∏公司生产的 纤维 ∀

    纤维的皮芯结构  未经化学试剂处

理及机械作用的 纤维有规整的圆柱型外观 

表面光滑如同熔纺的合成纤维一般 但经碱液和加

温处理 可以看到其皮芯结构 首先皮层很薄 只占

总体积的 1  ∗ 1  可以认为 纤维基本

  

上是由全芯层组成 其次皮层的破坏无方向性差异 

即皮层基本无取向 ∀

    纤维的水膨润度  纤维遇水

后会变硬 如果是 Π的斜纹织物 会硬得象木板

一样 染色 !加工都比较困难 特别是横向膨润度非

常大见表  因此 表面摩擦阻抗也大 这就是变

硬的原因之一 由此也可以看出 纤维的取向

度高于其它纤维素纤维 ∀
表 3  水中膨润度≈    

纤维试样 横向膨润 纵向膨润

    

粘胶纤维    

其它纤维    

棉    

    纤维的原纤化  纤维取向度

高 芯层中原纤沿轴向排列比较顺直 原纤长度长 

而原纤间的联系较为松散 ∀在碱性水溶液下水分子

介入到原纤之间 进一步削弱径向联系 在外力作用

下造成原纤分裂 在外力作用下也会出现原纤化 ∀

适度的原纤化 可以使织物表面形成桃皮绒效

果 绒毛纤细 色泽柔和 手感舒适 但过度原纤化 

容易使布面起毛起球 影响外观和使用性能 ∀

1 .4  Λψοχελλ纤维的性能

纤维与其它纤维素纤维的性能比较见表 ∀

表 4  纤维与其它纤维素纤维性能比较≈

性能
干态伸长

  

湿态伸长

  

干断裂强度

Π¬

湿断裂强度

Π¬

打结强度

Π¬

湿模量

Π¬

纤维素聚

合度 ⁄°

初始模量  

Π¬

吸水率

  

纤维  ∗   ∗   ∗   ∗   ∗   ∗   ∗   ∗   ∗ 

粘
胶
纤
维

普通纤维  ∗   ∗   ∗   ∗   ∗    ∗   ∗   ∗ 

富强纤维  ∗   ∗   ∗   ∗   ∗    ∗   ∗   ∗ 

高湿模量纤维  ∗   ∗   ∗   ∗   ∗    ∗   ∗   ∗ 

铜氨纤维  ∗   ∗   ∗   ∗   ∗   ∗ 

棉纤维  ∗   ∗   ∗   ∗   ∗   ∗   ∗ 

  由表 可知   溶剂体系所得纤维具有极

好的物理机械性能 优于目前所有粘胶纤维品种包

括变性粘胶纤维 仅次于聚酯纤维 ∀在湿模量上

纤维比聚酯纤维高 这使其具有低收缩性 ∀

纤维的强力允许生产细旦丝和较轻织物 ∀

除此以外 还具有 耐洗性好 手感和悬垂

性好 光泽微妙 可生物降解 可通过常规方

法漂白染色 具有有效的染料吸收性 产生自然亮泽

颜色 可进行广泛的物理化学处理 诸如酸洗 !石

洗 !酶处理 !刷绒 !仿麂皮等 以获得各种手感 免

烫性能好 对于普通织物而言 纤维的缩水率

远低于粘胶纤维 对大多数 纤维织物来讲 

无须进行后整理 吸湿性能好 纤维具有良

好生理穿着性能 与大多数天然纤维和纤维素纤维

处于同一生理穿着等级 ∀

2  应  用

  纤维集天然纤维与合成纤维的优异性能

于一身 能开发出多种新颖独特的产品 ∀在服用 !装

饰及产业用三大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可用于制造

针织物 !机织物和非织造织物 可加工成服装 !家内

装饰织物及工业用布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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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我国生产 Λψοχελλ纤维的几点建议

  1原料宜大量使用再生林 以木浆为原料 ∀

1联合攻关 抓紧研究尚未解决的工艺和理论

课题 为产业化奠定科学基础 ∀

1纤维的生产过程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方

法 完全不同于粘胶法 ∀这使得产业化的前期投入

十分大 如厂房 !设备 !人员等 ∀所以应立足本国原

料 尽早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工艺流程是当

务之急 ∀

1要充分学习 !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在

此基础上形成自己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生产技术 ∀研

制相应的生产设备 要向连续 !优质 !高速 !自动化

即微机控制 !机电一体化方向发展 ∀

1宏观调控 注意形成合理的布局和生产规

模 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显著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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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彩色棉研究现状

陈  英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 

 
宋心远
东华大学

摘  要 论述天然彩色棉的发展概况 分析国内外在彩色棉育种 !纤维微结构 !化学性能方面及纺织加工和清洁生产研究的进展 

提出天然彩色棉产品开发的方向 ∀

关键词 天然彩色棉  微结构  清洁生产  产品开发

中图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22

  天然彩色棉是一种含有天然色素的棉花品种 ∀

由其制成的纺织品在加工中可免去漂白 !染色等工

序 减少对人体有害或过敏物质的产生 还可降低污

水排放 具有绿色环保的特点 同时可减少能耗 降

低成本 提高产品附加值 ∀因此 天然彩色棉作为环

境友好材料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彩棉一旦能大

量应用 将给纺织业带来新的变革 有助于突破国际

上的绿色壁垒 成为拉动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新的增

长点 ∀

1  天然彩色棉概述

1 .1  发展历史

野生天然彩色棉历史悠久 人类种植彩色棉也

有 多年的历史 从哥伦布首次探访古巴时就发

现有彩色棉的种植 我国  ∗ 世纪曾大量种植的

一种紫絮棉花也是一种天然彩色棉 ∀但由于野生的

彩色棉纤维短 !不适合纺织 不能满足产品要求而遭

冷落 ∀现在所说的天然彩色棉是 世纪 年代以

后应用远缘杂交等生物技术改良后培育出来的品

种 ∀目前已知开展彩色棉研究与开发的国家有美

国 !埃及 !秘鲁 !墨西哥 !法国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克

兰 !土库曼斯坦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等国家 ∀

现有的天然彩色棉有棕 !绿 !红 !黄 !蓝 !紫 !灰等颜

色 但真正大规模种植的仅有棕色 !绿色和黄色 ∀

近 年来 美国 !秘鲁 !印度 !墨西哥等国家投

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天然彩色棉的研究≈
并

已在育种和种植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 ∀如今 美国

的新绿和新棕彩色棉代表着世界先进水平 ∀

年我国的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利用陆地棉标准系

×2作母本 与棕色纤维的半野生种系 

杂交 经多年温光驯化和南繁加代 于 年培育

出产量和纤维品质都较优良的棕色棉品系棕絮

号≈
另又从美国引进转基因彩色棉种 现已成功

地种植出棕 !绿 !红 !黄 !紫 !灰 !橙等色泽的彩色

棉≈ ∀目前 我国大规模种植的是棕棉和绿棉 产量

上仅次于美国 ∀我国的新疆地区已将彩色棉产业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