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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粗纤度蚕丝 !常规蚕丝的形貌和性能作了研究 研究结果可作为开发粗纤蚕丝产品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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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样设计与规格

为研究粗纤度蚕丝的性能 特采用常规蚕丝作

经 !粗纤度蚕丝作纬设计并制织了三种织物 同时还

制织了具有相同参数的常规蚕丝织物 ∀产品规格如

表 所示 ∀

表 1  产品规格

产品编号 花型 经丝规格 纬纱规格
密度根Π

经向 纬向

紧度

  

 
≥

常规蚕丝

ΠΠ⁄捻Π  ≅ 捻Π ≥

粗纤度蚕丝

ΠΠ⁄捻Π ≥
   

 
常规蚕丝

ΠΠ⁄捻Π  ≅ 捻Π ≥

常规蚕丝

ΠΠ⁄捻Π 
   

 


常规蚕丝

ΠΠ⁄捻Π  ≅ 捻Π ≥

粗纤度蚕丝

ΠΠ⁄捻Π ≥
   

 
常规蚕丝

ΠΠ⁄捻Π  ≅ 捻Π ≥

常规蚕丝

ΠΠ⁄捻Π 
   

 


常规蚕丝

ΠΠ⁄捻Π  ≅ 捻Π ≥

粗纤度蚕丝

ΠΠ⁄捻Π ≥
   

 
常规蚕丝

ΠΠ⁄捻Π  ≅ 捻Π ≥

常规蚕丝

ΠΠ⁄捻Π 
   

2  性能测试及分析

在标准实验条件下 分别测试了上述试样的厚

度 !面密度 !顶破强力 !拉伸性能 !透气性 !悬垂性 !抗

弯刚度等 ∀测试仪器分别采用 ≠型织物顶破试

验机 !≠⁄2型织物强力机拉伸速度为

 Π试样隔距长度为   !≠型织物

透气仪 !≠型织物悬垂性测试仪等 织物抗弯性

能采用斜面法测得 ∀测试结果见表  ∀

  为了了解粗纤度蚕丝产品的抗折皱性能 本文

还采用 ≠型织物折皱弹性仪测试了粗纤度蚕

丝织物与常规蚕丝织物在干燥状态下的折皱回复

   表 2  产品性能测试结果

产品

编号

厚度

 ≅   

面密度

Π

顶破强力

#

断裂强力

经向 纬向

断裂伸长率  

经向 纬向

透气量

Π

悬垂系数

  

织物抗弯刚度

#

经向 纬向 总值

织物抗弯弹性模量

Π

经向 纬向

                            

                            

                            

                            

                            

                            

角 结果如表  ∀

211  外观性能分析

从图 和图 所示的实验结果看来 在经密相

同 !纬密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由于采用了细经粗纬的

经纬配合方式 粗纤度蚕丝织物中细经围绕着粗纬

而屈曲 粗纬不易弯曲 经线的屈曲波高增加 产品

的厚度和面密度比常规蚕丝织物高 厚重程度明显

提高 ∀就实物来看 绸面凸出的颗粒明显 横向的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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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清晰 质感良好 有明显的绉效应 ∀

表 3  织物折皱回复角测试结果

产品类型
急弹回复角β 缓弹回复角β

经向 纬向 平均值 经向 纬向 平均值

粗纤度蚕丝织物         

常规蚕丝织物            

增加率                

图 1  织物厚度 图 2  织物面密度

212  织物力学性能

从图 顶破强力的测试结果比较来看 粗纤度蚕

丝产品比常规蚕丝织物的顶破强力高 ∀但两者的拉

伸性能差异不大 拉伸断裂强力均大于  ∀比较

断裂伸长率的测试结果可以发现 两组试样的经向断

裂伸长较为接近 但粗纤度蚕丝织物的纬向断裂伸长

率较常规蚕丝织物的相应值小图  这可能是纬丝

较粗 !织物紧度较高所致 ∀因此 如要提高粗纤度蚕

丝织物的断裂伸长率 应适当降低纱线密度 ∀

图 3  织物顶破强力 图 4  织物纬向断裂伸长率

213  织物透气性能

图 5  织物透气性能

从图 看出 在其

它条件都相同的情况

下 与常规蚕丝织物相

比 粗纤度蚕丝织物的

透气性较差 ∀这可能

与纬纱略粗且织物的

实际厚度较大有关 ∀同时 组织结构对粗纤度蚕丝产

品的透气性也有一定的影响 ∀组织浮长较小 织物的

透气性较差 ∀为了改善织物的透气性 在织物设计时

应加以注意 ∀例如 经线并合根数不宜太多 经密适

中 纬线适当加捻 同时选用适当的组织结构等 ∀

214  织物悬垂性及抗弯刚度

由于采用了粗纤度蚕丝 该织物的悬垂性及抗

弯刚度有了较大的变化 ∀从图 的悬垂性比较可

见 由于粗纤度蚕丝的初始模量比普通生丝的初始

模量高≈
粗纤度蚕丝织物的悬垂效果不及常规真

丝绸 但从图 和图 看则大得多 从而织物手感较

硬挺 很有身骨 ∀值得指出的是纬向的抗弯刚度图

和抗弯弹性模量图 远远大于同参数常规蚕丝

织物的相应数值 ∀说明采用粗纤度蚕丝作为原料对

于改善真丝绸的硬挺度有着积极的意义 ∀

图 6  织物悬垂性能 图 7  织物抗弯刚度

图 8  织物纬向抗弯刚度 图 9  织物纬向抗弯弹性模量

215  织物折皱回复性

为了了解粗纤度蚕丝产品的抗折皱回复性能 

本文还就粗纤蚕丝织物与常规蚕丝织物的折皱回复

性能作了比较 ∀根据表 的结果 可获得如图 和

图 所示的性能比较图 ∀

从图 和图 可见 无论经向还是纬向 粗纤

度蚕丝织物的弹性回复角普遍大于常规蚕丝织物 ∀

总的来说 其急弹性和缓弹性分别较常规蚕丝织物

增加了 1 和 1  ∀由此可见 采用粗纤度

蚕丝作为原料 织物的折皱回复性较常规蚕丝织物

有所提高 具有较好的抗折皱性能 握持松开后会迅

速回弹膨胀开来 ∀这对于改善经洗涤后的织物的平

挺程度和服装的外观保持性有着积极的意义 ∀如配

合适当的组织结构 可开发用作外衣面料的织物 以

扩大丝绸产品的应用范围 ∀

图 10  织物急弹回复角 图 11  织物缓弹回复角

3  结  论

1粗纤度蚕丝织物与常规蚕丝织物的拉伸性

能差异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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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粗纤度蚕丝织物的抗弯刚度 !经纬向的急弹

回复角和缓弹回复角普遍大于常规蚕丝织物 说明

织物的抗折皱性能较好 !有身骨 可使制成的服装形

状稳定 ∀

1粗纤度蚕丝织物的悬垂效果不及常规蚕丝

强物 ∀

粗纤度蚕丝符合织造厚重织物的要求 可作为

开发厚重型 !抗皱 !挺括的蚕丝面料及其服饰产品的

重要原料 ∀为丝绸产品从轻薄型转向厚重型 !从内

衣用途转向外衣面料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

参 考 文 献

  徐孟奎等 家蚕粗纤度实用品种/新苗 !明日0的育成 蚕业科学 

  ∗  

差别化纤维织物蓬松丰满度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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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 ∞≥系统实测了影响织物蓬松丰满度的主要因素 ) 织物的压缩性能 用多元回归分析法 得到影响织物轻负厚度 !压缩

功及蓬松丰满度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规律 ∀

关键词 差别化纤维织物  蓬松丰满度  压缩功  轻负厚度  预测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织物蓬松丰满度的预测有两个途径 一是直接

寻找织物的蓬松丰满度与纤维性状 !纱线织物结构

等因素的关系 二是寻找织物的压缩性能与纤维性

状 !纱线结构 !织物结构的关系 而后借助已有研究

结果≈ 
由织物压缩性能和其它力学性能换算织物

的蓬松丰满度 ∀本文借助 ∞≥试验和川端的蓬松

丰满度评价公式 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方法 探索

差别化纤维织物的压缩性能和蓬松丰满度与纤维性

状 !纱线结构 !织物结构之间的定量关系 为实现面

料压缩性能的科学设计和预测提供依据 ∀

1  研究方法

  选取国际最著名的差别化纤维织物 ) ) ) 日本新

合纤面料 种进行具体研究 其中桃皮绒织物 

种 仿真丝织物 种 干爽手感织物 种 仿精梳

毛织物 种 试验中 用 ∞≥
≈仪器测得影响织物

蓬松丰满度的主要指标压缩功 ΩΧ!轻负厚度 Τ即

压缩负荷为 1 Π 下织物的厚度等其它力学

指标 用川端和丹羽的 22⁄≠≈公式计算织

物的蓬松丰满度ƒ  用标准试验方法

测得织物组织 !织物经 !纬向织造密度 !纱线线密度 !

纱线捻系数 !纱线的结构 !纱线中纤维截面形态 !纤

维细度 根据上述测试结果计算纤维的比表面积

和织物的组织系数≈ ∀

影响织物压缩性能及蓬松丰满度的因素十分复

杂 为从众多影响因素中找出主要因素及其影响规

律 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

处理 ∀自变量的选取颇为重要 本文经过多次尝试 

最终筛选下述自变量 经纬向织造密度 Ξ  Ξ !

经纬纱捻系数 Ξ Ξ !经纬纱特数 Ξ Ξ !组

织系数 Ξ !经纬向纤维比表面积 Ξ Ξ !经纱表

层纤维细度 Ξ 对于异收缩混纤纱线 !织物重量

Ξ !轻负厚度 Ξ ∀自变量 !因变量如表 所示 ∀

分别以轻负厚度 Τ !压缩功 ΩΧ!蓬松丰满度为因变

量 自变量为 Ξ ∗ Ξ 进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 设

定显著性水平 1 ∀因为桃皮绒类织物不适合用

川端 !丹羽的 22⁄≠ 公式来计算其蓬松丰满

度 所以只用桃皮绒以外的 个试样进行蓬松丰满

度的回归分析 ∀以压缩功 ΩΧ作为因变量 自变

量为 Ξ ∗ Ξ 进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 显著性水平

同上 ∀

2  结果讨论

211  回归结果

经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得到 

织物轻负厚度 Τ 的回归方程 

Τ        Ε   Ξ    Ε   Ξ

   Ε   Ξ    Ε   Ξ 

  复相关系数 Ρ  1 回归方差与剩余方差之

比 Φ    Φ      ∀

压缩功 ΩΧ的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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