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5  温度和湿度测量图

过并行通讯端口 传送到计算机 ∀特制的软件把检

测到并行端口传输过来的信号进行翻译 转换成实

时显示温度和湿度数据 ∀在织物试样两侧各取 点

测试温度信号 并取平均值 各取 点测试湿度信

号 ∀因此 单层织物内外两侧测量 选择 路数据采

集模块 三层织物各层的测量 选择 路数据采集

模块 ∀

213  模拟人体皮肤的选择与发汗率

人的活动量不同发汗率也不同 如休息时出汗

率  # #
 登梯负重  时出汗率

 ##
 ∀选择微孔结构的聚四氟乙烯膜

或聚四氟乙烯膜层合织物用于模拟皮肤是十分有效

的 微孔大小及分布不同所模拟的发汗率也不同 模

拟皮肤表面温度由恒温水池控制 要求为 ?

 ε ∀发汗率使用毛细管负压法测量 ∀

3  结  论

低温织物微气候测试仪是纺织服装面料和膜状

材料热湿传递测量的理想设备 测试仪体积小 !重量

轻 !操作简单 !功能齐全 能精确维持和平稳调节微

气候的温度和湿度工况 环境模拟温度范围大 特别

是实现了低温环境的模拟 模拟人体皮肤的出汗状

态是可以变化的 为实际穿着的热湿传递测量与研

究提供了实验基础 ∀热湿传递测量采用现代测试技

术 不仅能测量单层织物温湿度传递 并且可以测量

多层织物各层之间的热湿传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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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蛋白纤维织物传热性能研究

胡心怡  王厉冰
青岛大学 青岛 

摘  要 通过对大豆蛋白纤维织物及类似风格的棉 !毛 !丝织物的导热性 !保暖率及冷暖感的测试分析 建立了对大豆蛋白纤维织

物热传递性能的系统认识 ∀

关键词 大豆蛋白纤维织物  导热性  冷暖感  保暖率  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1  实  验

111  实验材料

选取轻薄型的大豆蛋白纤维织物作为试样 并

选取风格类似的棉 !毛 !蚕丝织物作为参照试样 ∀所

选试样及有关指标如表 所示 ∀所选 种织物虽密

度 !组织结构 !厚度 !平方米克重各异 但蓬松度相

近 故具可比性 ∀

112  实验仪器与方法

    织物热传导性能测试  采用 ∞≥ƒ2× 精

密热物性仪 热板温度为  ε ∀把试样放在恒温板

上 当热板温度和监测温度都达到设置温度时 把热

板放在试样上 ∀记下稳定后的热板热消耗率 ∀

    织物的冷感性测试  采用 ∞≥ƒ2× 精密

热物性仪 2¬是描述衣物与肌肤接触冷暖感的

指标 ∀它相当于衣物与肌肤刚接触瞬间 内 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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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向衣物传递的最大热流 ∀

    织物保暖性测试  采用 ∞≥ƒ2× 精密热

物性仪 保暖性测试按 Π×2 标准进行 ∀

测试中 热板温度  ε 试样与热板间隙   风速

1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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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1  织物热传导性能

实验结果如表 所示 ∀表中所列数据为织物单

位厚度的热阻值 ∀
表 2  织物热传导性能实验结果

试样号        

热阻

# ε Π
               

由表 可看出 测试的四类织物的热阻值有一

定的差异 ∀其中羊毛织物的热阻值最大 棉织物的

最小 大豆蛋白纤维织物与蚕丝织物的热阻值相近 ∀

作为接触式传热 织物的导热性与纤维材料的种类

有关 大豆蛋白纤维织物具有良好的隔热性 ∀

结合表 看出 在材料相同时 织物的蓬松度越

大 其对应织物的热阻值就越大 ∀因为在其它条件

相同时 织物越蓬松 其含气量就越高 所以织物的

隔热性就越好≈ ∀应该指出的是 由于所测试的 

种织物的蓬松度相近 因此 在材料相同时 各种织

物的数据之间差异较小 ∀

212  织物冷暖感

冷暖感是指衣物与人体刚接触时所产生的冷热

知觉作用 ∀它主要取决于织物表面特征及其与人体

的接触面积 ∀一般纤维表面越光滑 织物的支持面

越大 冷感越强 反之 暖感越强 ∀另外 冷暖感还与

织物的吸湿性有关 吸湿性越好 冷感越强 ∀实验结

果如下表 所示 ∀

表 3  织物冷暖感实验结果表

试样号        

冷感 2¬

Π
               

由表 看出 四类织物的冷感性排列顺序为 蚕

丝织物 大豆蛋白纤维织物 棉织物 羊毛织物 ∀

这是因为蚕丝纤维表面最光滑 而大豆蛋白纤维表

面带有沟槽 棉纤维有天然卷曲且横截面为腰圆形 

羊毛纤维有天然卷曲且表面有鳞片 ∀因此 在其它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四种织物与人体的接触面积由

大到小的顺序应为 蚕丝织物 大豆蛋白纤维织物

棉纤维织物 羊毛织物 ∀另外 蚕丝的吸湿性大

于大豆蛋白纤维和棉纤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

指出 羊毛纤维的吸湿性虽然很高 但因其天然卷曲

的存在 使纤维在织物中处于很蓬松的状态 即织物

中的纤维与人体接触面积很小 ∀

由表 还可看出 对于同一种纤维 不同织物的

冷感性排列顺序为 机织物 针织物 纬平针    

罗纹 ∀这是因为机织物中的纱线较平直 织物较平

整 而针织物一般较蓬松 ∀在针织物中 由于结构的

原因 纬平针比   罗纹更平整一些 ∀

213  织物保暖性能

织物的保暖性取决于织物传递热量的能力 ∀影

响织物保暖性的因素主要有 纤维的导热性和织物

的蓬松性 ∀在织物保暖性测试中 采用非接触法 热

板与织物之间有  的空气层 这样 使测试结果

更接近服装织物实际穿着时的情况 ∀实验结果如表

所示 ∀
表 4  织物保暖性实验结果

试样号        

保暖率   1 1            

由表 可看出 类织物的保暖率顺序为 羊毛

织物 棉纤维织物 大豆蛋白纤维织物 蚕丝织

物 ∀以上结果与前面对几类织物热阻的排序稍有出

入 热阻最低的棉纤维织物的保暖率超过了大豆蛋

白纤维织物和蚕丝织物 ∀原因是 在热阻的测试中 

采用的是接触法 而在保暖率的测试中 采用的是非

接触法 ∀在非接触法测试中 织物与热板之间有 

的空气层 织物及纤维与热板之间没有直接接

触 这时 织物和热板之间及织物内空气层的隔热性

对保暖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纤维本身的导热性

所起的作用极小≈ ∀另外 由于棉纤维的密度最大 

在蓬松度相同的情况下 棉纤维织物内部的含气量

大于大豆蛋白纤维织物和蚕丝织物 所以 棉纤维织

物的保暖率优于后两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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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1大豆蛋白纤维织物的接触导热能力高于棉

纤维织物 而低于羊毛纤维织物 与丝织物相近 ∀

1大豆蛋白纤维织物的保暖率与蚕丝织物相

近 低于棉织物和毛织物 织物的保暖率并不直接取

决于材料的导热性 而与织物内部及表面的静止空

气多少关系密切 ∀由于纤维较平顺 故大豆蛋白织

物及蚕丝织物保暖率较低 ∀

1大豆蛋白纤维织物具有较强的冷感性 仅次

于蚕丝织物 而高于毛织物和棉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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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特  ≥ 霍利斯著 曹俊周译 服装的舒适性与功能 北

京 纺织工业出版社   ∗  

  王府梅 服装面料的性能设计 上海 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 

  ∗  

柱色谱分离制备活性染料助剂

袁慎峰  陈志荣  刘军娜
浙江大学材化学院化工系联合化学反应工程研究所 杭州 

摘  要 利用经典柱色谱 将某蓝色活性染料中的染料和助剂分离 结合 °≤紫外检测器在线检测 助剂馏分被及时收集 经浓缩

后作定性分析以确定其结构 ∀

关键词 柱色谱  在线检测  活性染料  助剂  分离制备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为提高染料应用性能和染色织物品质 许多染

料都需加入助剂 ∀分散染料因结构的特殊性而添加

的助剂最多 几乎每种染料都需加入分散剂才能应

用 活性染料以其优越的性能在近几年一直保持强

劲的发展势头 为进一步提高其应用性能 很多活性

染料也要加入助剂 尤以羟乙基砜硫酸酯型的活性

染料为主 在应用时 该类染料在碱性条件下首先生

成乙烯砜型染料如下所示 

⁄ ) ≥ ≤ ≤ ≥ 
 

⁄ ) ≥ ≤ ≤

⁄代表染料母体

其分子结构失去一个磺酸基后溶解度会大大降

低 甚至可能从染浴中沉淀出来 妨碍染色过程的正

常进行 因此 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必须加入相

应的助剂 ∀很多国际知名的大公司已有此类活性染

料在市场上推广应用 ∀

我国在这方面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很

多染料只能以低档次的原染料 !滤饼等形式出售 极

大地制约了我国染料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 助

剂的复杂性使该项工作进展较慢 因此 对国外染料

品种进行综合分析以获得助剂信息应是比较快捷有

效的方法之一 ∀本文采用经典柱色谱进行染料和助

剂的分离 使用紫外在线检测技术收集馏分 而后利

用各种分析手段进行定性分析 获得了助剂的信息 

并在实际生产中应用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1  染料和助剂分离制备的实现

分离并制备出一定量的助剂是从染料样品获得

助剂信息的前提 ∀考虑到染料样品中助剂的特殊性 

一般的分离方法如蒸馏 !萃取 !重结晶等很难奏效 

目前采用比较多的是色谱方法 其中薄层色谱法分离

效率较高 操作方便 但用于制备样品显然过于麻烦

和费时 制备型 °≤ 虽然分离效率更高 操作亦更

方便 且可制备微量的样品 但仪器价格昂贵 并非一

般技术人员所能购买和应用 经典柱色谱与薄层色谱

 ) 加压气体  ) 展开剂  )

柱色谱  ) 紫外检测器带工

作站  ) 馏分接收瓶

图 1  实验装置图

相比分离效率稍差 可用于

制备样品 操作简单 但在

分离过程中缺乏实时检测

的方法 对于大多数无色的

组分 无法准确 !及时地切

割与收集各馏分 可能造成

已分离开的各馏分又重新

混合≈ ∀

鉴于上述情况 决定

采用经典柱色谱进行染料

和助剂的分离 使用常规

°≤ 仪器上的紫外检测

器带工作站在线检测 

可准确地监控组分流出的

信息并及时切割与收集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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