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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公司和 公司的 种商业化纤维×!×  !和 ƒ的性能进行比较 ∀

结果表明 公司的产品具有较低的初始模量和较高的断裂伸长率 但干折皱弹性略差 对水和碱处理更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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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虽然对 纤维的结构性能进行了许

多研究≈ ∗ 
但研究的对象均局限在单一的或是同

一公司生产的原料≈  ∀本文选用目前得到商业化

应用的 ×简称  !× 简称  !

简称 ≤和  ƒ简称

ƒ作为研究对象 对它们的强伸性能以及对织物

性能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 供生产实际参考 ∀

1  实验材料与测试方法

111  纤维材料

所用纤维材料的各项参数见表  ∀

表 1  纤维材料参数

商品名 简称 性质
长度



细度

¬
公司

×  易原纤化    公司

×   非原纤化    公司

 ≤ 易原纤化    公司

ƒ ƒ 低原纤化    公司

1 .2  织物材料

所用织物材料的结构见表  ∀

1 .3  纤维的强伸力测定

    干态强伸力  将纤维在 ?  ε !湿度

?  的条件下平衡  然后在 ÷±2型纤维强伸

度仪进行测定 ∀

表 2  织物材料结构

试样号 经纬组合 组织
经密

根Π 

纬密

根Π 

厚度



面密度

Π

体积密度量

Π


经   ≅ ¬ ×Π 纱

纬  ¬ 纱
Π左斜纹        


经   ≅ ¬ ×Π 纱

纬  ¬≤纱
Π左斜纹        


经   ≅ ¬ ×Π 纱

纬  ¬ 纱
Π左斜纹        


经   ≅ ¬ ×Π 纱

纬  ¬ƒ纱
Π左斜纹        

    湿态强伸力  湿态纤维的处理方法为 分别

用水 !   溶液和    ≤ 溶液 在 ?

 ε 的条件下处理  再用玻璃棒将纤维轻轻

捞出放于滤纸上数秒 直到重新拿起纤维时不滴水

为止 然后用 ÷±2型纤维强伸度仪直接测定湿态强

伸力 ∀

    强伸力测定的样本容量  样本容量根据文

献≈进行确定 本文研究经过统计分析确定干态和

湿态测定的样本容量为  ∀

114  织物性能的测定

    织物强伸性能的测试  参照  2 采

用条样法测试织物的强伸性能 ∀仪器 ≠⁄

型电子强力仪 ∀

    刚柔性  参照 • 2 采用斜面法测

试织物的刚柔性 ∀

    折皱弹性  参照 Π× 2 采用凸形

法进行织物折皱弹性的测定 ∀并同时测定干折皱弹

性和湿折皱弹性 ∀仪器 ≠型织物折皱弹性仪 ∀

    悬垂性  参照 ƒ2进行测试 ∀仪器 

≠型悬垂性测试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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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 .1  纤维强伸性能

纤维的初始模量以 公司的对应

产品略低图  ∀湿处理后 公司对应产品

的强度下降较大图  但仍能保持较高的断裂伸

长图 和较低的初始模量 图  !图  因而

公司的对应产品制成织物会有相对柔软的

手感 ∀

另外 由于 是一种初始模量较高的纤

维 其初始模量是粘胶的  ∗ 倍 !棉的 1 ∗ 倍 

从数值看也高于 和涤纶 因而 公司产

品相对 公司产品的较低初始模量和较高断

裂伸长率对纱线的纺制也是有利的 ∀

湿处理 纤维的断裂强度 !断裂伸长和初

始模量均产生不利的影响图  ∗ 图  ∀从处理方

式看 水处理对 的各项性能影响最小  

溶液处理对 的各项性能影响最大 ∀而

从不同公司的产品看 在对应处理条件下 

公司的纤维产品的断裂强度 !断裂伸长和初始模量

下降率均高于 公司的产品 说明 公

司的产品对湿态及化学处理将更为敏感 ∀

图 1  纤维的

初始模量

图 2  湿处理对 

断裂强度的影响

图 3  湿处理对 

断裂伸长的影响

图 4  湿处理对 

初始模量的影响

2 .2  不同的纤维对织物性能的影响

从表 可以看出 公司的对应产品


对应于 



对应于 

具有较低的抗弯刚度纬

向 织物的这种性能和 ≤ !ƒ 具有较低的初始模

量是一致的 这说明公司的产品对织

物的手感柔软性有利 ∀但 公司产品的干折

皱弹性和悬垂性略差 湿折皱弹性纬向略好 ∀

表 3  纤维产品对织物性能的影响

断裂强力 断裂伸长   抗弯刚度# 干折皱弹回复角β 湿折皱弹性回复角β 悬垂系数  

经 纬 经 纬 经 纬 经 纬 经 纬

                      

                      

                      

                      

3  结  论

从 种商业化纤维的比较研究看 公司

的产品比 公司的产品具有较低的初始模量

和较高的断裂伸长率 因而 公司的纤维对

纱线的纺制是有利的 ∀从不同纤维的产品看 

公司的纤维赋予织物较低的抗弯刚度 手感

较为柔软 ∀但 公司的织物干折皱弹性比

公司的略差 ∀

湿态处理都将使 纤维的断裂强度 !断裂

伸长和初始模量下降 但 公司的产品对水和

碱处理更为敏感 下降程度明显高于 公司的

产品 因而在生产中要引起一定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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