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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介绍防紫外大豆蛋白复合织物的产品设计 !生产工艺 !织物性能测试 分析找出在其设计和生产中影响织物性能的一

些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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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人类忽视环境的保护 使臭氧层遭到破坏

而导致过量的紫外辐射透过大气层到达地球表面 

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威胁 ∀因此 对紫外辐射的防护

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抗紫外防晒织物是

世纪 年代发展起来的功能性产品 ∀许多发达

国家在抗紫外防晒织物的研制和开发上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 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 其产品大多是棉纤维

浸渍有机系紫外吸收剂制得 或是在聚酯纤维的聚

合加工过程中加入可散射 !吸收紫外线的陶瓷粒子 ∀

这些产品或多或少存在着持久性和穿着舒适性的问

题 ∀因而着手利用吸湿性 !柔软性等极佳的大豆蛋

白纤维和抗紫外丙纶纤维作为原料 开发具有抗紫

外功能的复合织物 以同时满足人们对织物功能性

和穿着舒适性的要求 ∀

1  织物设计

111  组织设计

研制中设计了三种方案 各种织物的组织图如

图  ∀

图 1  织物组织图

图中方案 基础组织为 Π破斜纹 接结方

式为上接下法 基础组织为 Π破斜纹 接结方

式为下接上法 基础组织为 Π η 接结方式为下

   表 1  织物规格

产品代号 原   料
线密度

¬

经纬密度根Π

经 纬

织物重量

Π

总经根数

根

幅宽


织物组织


大豆蛋白纤维  

抗紫外丙纶纤维

 

 
      

三上一下破斜纹

上接下法


大豆蛋白纤维  

抗紫外丙纶纤维

 

 
      

二上二下右斜纹

下接上法

≤
大豆蛋白纤维  

抗紫外丙纶纤维

 

 
      

三上一下破斜纹

下接上法

接上法 ∀

112  织物规格设计

织物规格设计见表  ∀

2  产品试制

211  织物的工艺流程

经纱 络筒 ψ 整经 ψ 浆纱 ψ 穿经

纬纱 络筒 ψ 卷纬

织造 ψ整理 ψ成品

212  试制中问题的解决方法

 双层复合织物 密度较大 丙纶长丝在织造

中易起毛起球且易断经 解决方法是适当增加长丝

的捻度和提高丙纶丝的上浆质量 ∀丙纶丝为低弹

丝 织造时上机张力控制十分重要 否则会因张力不

匀而造成布面不平整 ∀丙纶丝与大豆蛋白纱线弹

性伸长不同 织物下机后收缩程度也不一致 不同的

接结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布面效果 经实践选择下接

上法的组织织造的织物布面平整度较好 ∀

3  织物性能测试

311  防紫外性能织物的测试结果及分析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织物紫外线透过率 并计

算出织物的防晒因子 计算公式为 防晒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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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透过率 ≅   测试结果见表  ∀
表 2  防紫外性能测试结果

产品代号 紫外透过率 防晒因子Π

   

   

≤    

  织物的防晒因子越大 织物的抗紫外性能越好 

其影响因素有织物的密度 !组织结构等 ∀从试验可

知 各产品的抗紫外性能为 ≤    ≤ 织物密度最

大 空隙率低 光的反射大 抗紫外辐射效果最好 ∀

和 相差较小 比 略高 这是由于 织物的基

础组织为三上一下破斜纹 比 织物的二上二下右

斜纹浮长长 织物的覆盖性好 光反射率高 因而其

抗紫外性能好 ∀

312  织物刚柔性的测试结果及分析

实验中采用斜面法测定出织物的有关指标 实

验结果见表  ∀

表 3  刚柔性测试结果

产品代号
滑出长度 抗弯长度

经向 纬向 经向 纬向

厚度



织物重量

Π

弯曲刚度#

经向 纬向 总体

抗弯弹性模量

Π

                    

                    

≤                    

  从表 可见 试样 的滑出长度 !弯曲长度均比

 !≤大 ∀这是由于 组织结构比  !≤ 组织结构紧

密 织物硬挺 不易弯曲 由于此原因 的弯曲刚度

也大于 和 ≤ ∀

313  织物折皱性的测试结果及分析

实验中采用 ≠型织物折皱弹性测试仪测

试织物折皱性 结果见表  ∀
表 4  折皱性测试结果

产品

代号

经向折皱

回复角Πβ

纬向折皱

回复角Πβ

经向 纬向折皱

回复角Πβ

急弹 缓弹 急弹 缓弹 急弹 缓弹

            

            

≤            

  从表 可见 织物的急弹性和缓弹性折皱回

复角都很大 这是因为织物的密度最小 组织结构

松 蓬松度相对较大 纱线之间的摩擦小 易于移动 

所以耐折皱性最好 ∀与  织物相同组织结构的 ≤

织物由于密度大 故耐折皱性较差 ∀ 织物由于结

构比  !≤紧密 且密度比 大 故耐折皱性差 ∀

314  织物汽蒸收缩性的测试结果及分析

通过 × ≠2型织物汽蒸收缩仪测量三种织物

的经纬向汽蒸收缩率 实验结果见表  ∀
表 5  汽蒸收缩性结果

产品

代号

织物原长 汽蒸后长度 收缩率  

经向 纬向 经向 纬向 经向 纬向

            

            

≤            

  从实验结果可知 经 !纬向收缩率均为    

≤ 对于试样 和 来讲 其厚度比 ≤ 厚 密度比 ≤

大 因此织物结构较松 纱线间有较大的空隙间隔 

增加了纱线的活动范围 收缩余地较大 故收缩率

较大 ∀

315  织物光泽的测试结果及分析

实验中采用 ≠织物光泽仪测定织物光泽 

并计算出织物光泽度 结果见表  ∀
表 6  织物光泽的测试结果

产品代号 光泽度 正反射强度Π 漫反射强度Π

      

      

≤      

  光泽度值越大 说明织物的光泽越强 ∀试样 ≤

和 的基础组织都为三上一下破斜纹 浮长较试样

长 光泽好 ∀ ≤与 相比 ≤ 试样采用的是下接上

法 里经的经组织点被表经的浮长线所遮盖 使织物

平整 !光泽好 ∀

316  织物其它性能的测试结果及分析

实验中同时还用 ≠型织物平磨仪测定织

物的耐磨次数 用 ≠2型织物悬垂性测定仪测定

悬垂性 用 ≠起毛起球仪测定起毛起球性能 ∀

各项测试结果参见表  ∀
表 7  其它性能测试结果

产品代号 摩擦次数 悬垂系数Π 起毛起球等级

     

     

≤     

  根据摩擦次数的结果来看 试样的耐磨性顺序

为    ≤ 因为 织物的基础组织与  !≤ 不同 

织物的浮长线较  !≤ 短 纤维和纱线在织物上的

附着力也就大 故耐磨性好  和 ≤ 相比  经纬密

比 ≤ 小 在磨损时纱线有较大的移动空间 缓和了

集中应力 减少了受损程度 故耐磨性好 ∀

悬垂系数越小 表明织物悬垂性越好 从表中数

据可知悬垂性顺序为 ≤    这是因为试样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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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小 厚度又稍厚 织物较蓬松 手感柔软 而试

样 ≤密度大 相对紧度也较大 织物结构就紧密 织

物比较硬挺 ∀

起毛起球评定等级越小 织物的抗起毛起球性

越好 ∀本实验的三个试样的表层的原料都是丙纶长

丝 丙纶的强度高 一旦起球就不容易脱落 ∀造成产

品耐起毛起球性差 ∀

4  结  论

织物的规格参数不但影响其外观效果 而且影

响到织物的服用性能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织物的经纬密度的大小影响到织物的折皱

性 !汽蒸收缩性 !耐磨性以及防紫外性能 ∀织物的经

纬密度越大 织物的抗皱性越好 汽蒸收缩率越小 

织物的耐磨性好 紫外防护性也越好 ∀

 织物的基础组织不同 织物的结构松紧度不

一样 影响到织物的折皱性 !耐起毛起球性 !光泽 !抗

紫外性能 ∀基础组织浮长越长 织物的抗折皱性越

好 耐起毛起球性好 光泽和抗紫外性能也好 ∀

 由于表 !里两层纱线原料不同 纱线的弹性伸

长率也不同 下机后织物的收缩程度也不同 布面平

整度受到影响 从而会影响到织物的光泽 ∀因而接

结方式的选择较重要 下接上法有利于提高织物的

外观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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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 ƒ⁄麻棉功能性针织面料的性能及研制主要技术措施 ∀

关键词 ƒ⁄纤维  麻棉功能性针织物  研制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属 年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 国经贸技≈号 ∀

  世纪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日趋提高 ∀除

使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外 更希望能有一种新型纺

织产品能有效地保护自己 尤其是抵御无处不在的

细菌以及电子信息时代电磁辐射的侵害 ∀因而传统

服饰的保暖和装饰功能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对审美

及健康的渴求 希望纺织行业开发出光洁 !柔软 !易

吸湿散湿 !具有丝质般的高档保健作用的功能性纺

织产品 含 ƒ⁄纤维的麻棉功能性针织产品的研制

正是符合这种时代要求 ∀

1  Φ∆麻棉功能性针织面料特点

  ƒ⁄纤维是含有一种由多种金属材料复合而成

的特种金属纤维 这种特殊金属在经特殊工艺处理

后可改变其分子结构 使之从常态裂变成韧性极强

的纤维状金属 该金属纤维与丝 !麻 !棉 !毛等任何天

然纤维混纺成纱线 可制成功能性针织面料和具有

保健作用的功能性针织服装 ∀

111  杀菌 !抗菌 !抑菌

ƒ⁄纤维因其独具的金属特性 可使织物外层结

构带正电荷 而病原微生物外层结构带负电荷 因此

ƒ⁄纤维能有效地使病原微生物附着在织物表面 使

病原微生物的繁殖与生存受到抑制 从而达到抑菌 !

杀菌 !防臭 !止痒的目的 ∀

112  改善微循环

人类心脑血管硬化 !头痛 !失眠 !神经衰弱 !记忆

力衰退 !免疫功能下降等常见性疾病大多因为人体

内的血红细胞与血小板之间产生的互凝性导致免疫

下降及血液循环减缓而引起 ∀ ƒ⁄纤维由于表面带

有正电荷 能有效地防止或减少这种互凝性 因而能

增强人体免疫力 改善人体微循环 ∀

113  防辐射

ƒ⁄纤维是具有良好的导电性与铁电性的特种

金属纤维 纺织成面料后 实际上便在织物内部形成

了一个庞大的特种金属网 该金属网可有效地屏蔽

各种电磁波 使电磁波辐射衰减  倍 从而有

效阻隔/灰色污染0 预防由于静电和微波辐射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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