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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大豆蛋白纤维织物及类似风格的棉 !毛 !丝织物的透气性 !输水性 !润湿性的测试分析 建立了对大豆蛋白纤维织物

湿传递性能的较全面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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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  验

111  实验材料

根据已知的大豆蛋白纤维的结构和性能特征 

其织物比较适合作内衣产品 所以选取轻薄型的大

豆蛋白纤维织物作为试样 并选取类似风格的棉 !

毛 !丝织物作为参照试样 ∀所选试样及有关指标如

表 所示 ∀
表 1  试样规格与结构参数

编号 名称与结构 原料成分
密度针织物 个Π  机织物 根Π 

横纬密 纵经密
厚度 平方米干重Π 蓬松度Π

 平纹 ¬纯棉   1  1

 纬平针 ¬纯棉   1  1

   罗纹 ¬纯棉   1  1

 纬平针 ¬豆纤   1  1

   罗纹 ¬豆纤   1  1

 纬平针 ¬羊毛   1  1

 平纹 蚕丝 1¬≅    1  1

 纬平针 蚕丝 1¬≅    1  1

112  实验仪器与方法

织物湿传递性能测试 采用 ∞≥ƒ2× 精密热

物性仪 湿传递性能测试中 热板温度  ε 试样与

热板间隙   风速 1 Π模拟皮肤含水率为

  ∀织物的透气性能用透湿量来衡量 ∀

织物润湿性能测试 水分扩散性能的测试是通

过滴注相同质量的蒸馏水 观察其扩散面积和扩散

时间进行的 用扩展因子单位时间的扩散面积指

标描述 ∀

织物输水性能测试 采用 ≥型电热恒温水浴

锅 温度计 标尺 张力夹  重镉酸钾 !蒸馏水 ∀

用毛细效应实验测试织物的芯吸性能 以反映织物

的输水性能 ∀因为织物经纬向在吸水及传递水分中

具有相同的作用 因此取试样纵横向实验结果的平

均值作为该试样的芯吸高度值 ∀观察   !  !

 !  !  ! 时液面的上升高度 ∀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1  织物透气性能

透气性实验结果如表 所示 ∀

表 2  织物透湿量实验结果

试样号        

透湿量

Π∞≅  

##

1              

由表 看出 大豆蛋白纤维织物的透湿量小于

棉织物 大于羊毛织物 而与蚕丝织物相近 ∀气态水

的传输主要与织物的密度 !厚度 !含气性 !纤维的形

态结构及吸湿性有关 ∀本实验中 各种织物的蓬松

度基本相同 由于棉纤维密度最大 所以其织物中空

隙应该最大 棉纤维内含有大量亲水性的羟基 吸湿

能力很强 且由于天然卷曲形成了有利于毛细传递

的导湿槽 故透湿性最好 而大豆纤维和蚕丝的密度

比较接近 纤维间和纱线间的空隙少于棉 其中 大

豆纤维的表面也有纵向沟槽 但其吸湿性不如棉 因

此 其透湿量小于棉是合理的 天然丝的吸湿性虽然

好于大豆 但其表面平滑 无沟槽 不利于凝结水分

的传输 故导湿性与大豆基本持平 ∀羊毛纤维的吸

湿能力是最强的 但由于表面鳞片和可能存留的油

脂的阻隔作用 其吸放湿速率极低 润湿性能极差 

水分通过非常困难 故透湿量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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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织物的输水性能

织物的液态水传输性能主要取决于液体对纤维

表面的润湿性能 !织物的组织结构及表面特征 还与

纤维的结构及吸湿性有关 ∀

织物在   !  !  !  !  ! 

的毛细高度如表 所示 ∀
表 3  织物输水性能实验结果

编号
毛细高度

           

      

      

      

      

      

       

      

      

由表 看出 类织物中 大豆蛋白纤维织物的

输水性明显高于其他 类织物 ∀按照主次 输水性

的途径包含毛细传输 !吸放湿传递和汽化水的空隙

传输 ∀大豆蛋白纤维是由大豆蛋白和乙烯醇共聚而

成的 其分子结构中含有大量的极性基团 使之具有

较好的亲水性 ∀此外 由于大豆蛋白纤维有皮芯差

异 纤维皮层致密且有表面沟槽和微孔 芯层疏松 

都有利于水分的吸收和传递 ∀以上原因使得大豆蛋

白纤维织物输水性优良 ∀其它 种织物虽吸湿性均

高于大豆纤维 但输水性都不如大豆 说明其透水粘

滞作用大 ∀其中 棉的输水性是最好的 这是去除棉

蜡后其良好的吸湿性 !卷曲沟槽及中腔结构决定的 

丝织物的输水性略次于棉 在蓬松度相同的条件下 

丝的平滑表面和残存的疏水丝胶限制了毛细和空隙

的水汽传递 毛织物的输水性很差 原因主要在于表

面鳞片及油脂的疏水作用及过慢的吸放湿速率 ∀

在原料相同的情况下 机织物的输水性要好于

针织物 ∀主要是因为机织物中纱线比较平直伸展 

织物平薄 水分容易通过 而针织物中纱线弯曲程度

高 织物较蓬松 厚度因素及静止空气的阻力使得水

分传输较为困难 ∀

如表 所示 各种织物的毛细高度值均随着时

间的增加而增大 在  之前 增大的速率较高 

随后 速率减缓 趋于平衡 ∀

213  织物润湿性能

润湿性主要取决于固体 !液体及交界处气体的

表面能 ∀对于指定液体水而言 液态水在织物上

的扩散主要与织物内部的缝隙孔洞 !织物的组织结

构 !纱线结构 !纤维表面的光滑程度及纤维的吸湿性

能等因素有关 ∀另外 润湿性与输水性在机理上有

很强的相关性 ∀实验结果如表 所示 ∀
表 4  织物水分扩散性能实验结果

试样号
扩散因子

#
试样号

扩散因子

#

     

     

     

     

由表 可以看出 类织物的润湿性能排序为 

大豆纤维织物 棉织物 丝织物 毛织物 ∀结论与

液态水的传输相同 ∀由于两者均属于液态水的传

递 所以 当大豆蛋白纤维织物的优良输水性得到明

确后 其出色的润湿性是可以预见的 ∀较之于输水 

润湿不涉及水汽化后的空隙传递 其它途径及原因

均相同 ∀

3  结  论

1虽然大豆蛋白纤维的吸湿性不太强标准状

态下回潮率  左右 但大豆蛋白纤维织物具有较

好的水汽传递性能 ∀在实验条件下 大豆蛋白纤维

织物的透气量小于棉织物 大于羊毛织物 而与蚕丝

织物相近 ∀说明大豆蛋白纤维织物的吸放湿及空隙

传递阻力较小 ∀

1大豆蛋白纤维织物的输水性能高于同风格

的棉 !毛 !丝织物 因为输水包括了液态水的传输和

汽化水的吸放湿及空隙传递 这进一步说明大豆蛋

白纤维的水 !汽综合传输能力很强 ∀

1大豆蛋白纤维织物的润湿性也高于同风格

的棉 !毛 !丝织物 ∀道理与输水性相似 只是与水汽

传递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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