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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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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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化纤维织物蓬松丰满度的预测

吴小琴  王府梅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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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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回归分析自变量 !因变量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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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异系数Π                            

  注 绝大多数织物的经向为异旦异收缩混纤丝 而纬向为单一纤维 ∀

ΩΧ    Ε      Ε   Ξ    Ε 

 Ξ    Ε   Ξ    Ε   Ξ 

  复相关系数 Ρ    回归方差与剩余方差之

比 Φ    Φ      ∀

蓬松丰满度 ƒ 的回归方程为 

ƒ        Ε   Ξ   

Ξ    Ε   Ξ    Ξ 

  复相关系数 Ρ  1 回归方差与剩余方差之

比 Φ    Φ    1≈ ∀

由上面三项回归方差与剩余方差之比可知 以

上三个回归方程在 1水平上都是高度显著的 ∀

212  回归结果分析

从回归方程看出 决定织物轻负厚度 Τ 的

因素依次为 经纱的线密度 Ξ !织物的经向织造密

度 Ξ !纬纱的线密度 Ξ !织物的纬向密度 Ξ ∀因为

所选试样大多为经面织物 所以经纱线密度及织物

的经密被优先选入方程 ∀

从回归方程看出 织物的压缩功主要与织物

的轻负厚度 Ξ !重量 Ξ !纬纱的特数 Ξ !纬纱的捻

系数 Ξ 有关 ∀对于经面织物 一般经纱的特数与

经纱的捻系数比纬向因素对压缩功的影响会更大 

但是因为轻负厚度与经向因素的关系密切 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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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负厚度 Τ 首先被选入回归方程之后 经向因

素就没有再重复体现 ∀

从回归方程可知 影响织物蓬松丰满度的首

要因素是经纱的捻系数 Ξ 它与蓬松丰满度负相

关 ∀其次是 经纱的特数 Ξ !织物的经向织造密度

Ξ 和纬向纤维比表面积 Ξ 它们都与蓬松丰满度

正相关 ∀试验的纬纱绝大多数为圆截面纤维 纬向

纤维比表面积与纤维细度负相关 ∀所选试样均为经

面织物 经纱为织物的支持面 织物受到压缩作用

时 经纱首先被压 ∀由上可知 浮在织物表面纱线的

蓬松程度 !特数及织造密度对织物的蓬松丰满度影

响很大 ∀另外 Ξ !Ξ 是影响织物轻负厚度 Τ 的

首要因素 可见轻负厚度 Τ 与织物的蓬松丰满度

关系密切 ∀

3  结  论

  1织物的轻负厚度与经纬纱特数正相关 与经

纬向的织造密度正相关 ∀

1确定织物蓬松丰满度的主要因素 ) ) ) 压缩

功与织物厚度正相关 此外在织物厚度一定时还与

织物的平方米重量负相关 与纬纱特数正相关 !与纬

纱捻系数负相关 ∀

1织物的蓬松丰满度与经纱捻系数负相关 与

经纱特数 !经纱织造密度正相关 与纬纱纤维细度负

相关 ∀

可见 织物蓬松丰满度设计的主要途径是通过

捻度变化等措施增大纱线中纤维间的空隙 其次是

利用经纬向紧度差异等措施提高织物中纱线的曲

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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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类单体与羊毛纤维的接枝共聚改性研究

孟祥英
青岛大学化工系 青岛 

摘  要 研究烯类单体与羊毛纤维接枝共聚反应 分别制得 • )    • ) ∞ • ) ∏ • )  系列接枝共聚物 讨论反

应条件与接枝率的关系 ∀

关键词 接枝共聚  甲基丙烯酸酯  羊毛纤维  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工业化国家消费者正在摒弃羊毛制品只适用于

秋 !冬季的旧观点 树立羊毛是四季皆宜的新观念 

随之机可洗羊毛内衣裤的市场份额在全球及区域性

经济不景气之时仍呈上升之势≈ ∗  ∀

毛织物在加工服用过程中会因羊毛纤维结构上

的鳞片层相互缠结 !咬合而发生严重的缩水和毡缩

现象≈
限制了高档机可洗羊毛内衣的开发 ∀羊毛

纤维的改性处理 采用传统的加工方法 无论是以

/减法0为前提的/卤化0或/氧化0法处理工艺 还是

以/加法0为前提的聚合物表面沉积处理工艺 都将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羊毛纤维的天然品质 使其强力

降低或手感粗糙 使毛织物失去其美学意义上的优

良风格 ∀

以甲基丙烯酸酯类与羊毛纤维进行接枝共聚改

性可使羊毛纤维的防缩及增强整理成为可能 ∀国内

外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时有报道≈ ∗ 
但至今未有

工业化产品 ∀

1  实  验

111  试样 !试剂及处理

试样 散羊毛 单纤维细度 1 ∗ 1 ¬品质

支数为 支 青岛第二毛纺厂提供 将散羊毛在索

氏萃取器中用丙酮萃取  真空干燥至恒重备用 ∀

试剂 甲基丙烯酸甲酯≤° !甲基丙烯酸乙酯≤° !

甲基丙烯酸丁酯≤° !甲基丙烯酸苯酯分别进行试

剂处理 先用   水溶液洗涤以除去阻聚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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