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4  神经网络训练结果及预测结果

样品编号 训练输出值 实际实验值 误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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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为检验和验证样本的预测结果 ∀

  预测结果表明 运用神经网络模型对织物的手

感进行预测 具有较好的准确性相对误差     

不仅对学习样本的拟合程度高 而且 个检验和验

证样本的预测结果与实验值非常接近 ∀

4  结  论

织物手感值以人的主观感觉作检测工具来评定

织物手感 是织物手感检测和评定的基本依据 用人

工神经网络预测织物手感的依据是由 ∞≥2ƒ织物

风格仪测试系统测得 个物理量 实验结果可靠 

以 °神经网络构建织物手感主 !客观评价之间关

系的预测模型是可行的 它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 可

由系统经训练获得最佳匹配的权值和偏移量 一定

程度上比较准确地预测出了织物手感 ∀由于织物手

感的 ∞≥2ƒ测试还不够方便 !快捷 今后还将用织

物的其他特征值对 °神经网络预测织物手感进行

研究 以获得更好更快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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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定 用浓碱处理前后强力及微结构的变化 比较 !!丝光棉 !未丝光棉用活性染料染色的同色性 ∀实验

表明 经浓碱处理后强力提高 染色同色性也好 ∀

关键词 纤维  活性染料染色  同色性  染色性能

中图法分类号 ×≥ 11    文献标识码 

  纤维是一种新型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采

用溶剂 22甲基吗啉22氧化物法纺丝工艺 

在物理作用下生产获得的 ∀其兼具天然纤维和合成

纤维的优点 不但吸湿透气 强力好 而且悬垂性极

佳 手感柔滑 ∀利用其原纤化的特点 可以生产桃皮

绒效果的织物 但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光面织物在使

用 !洗涤过程中容易产生起毛 !起球现象≈ ∀关于

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有关其原纤化上 而对

与 !棉的染色同色性比较 !经浓

碱处理前后性能与结构的改变都少有系统的研究报

道 为此本研究主要围绕这几方面而展开 以期望对

与棉的混纺织物提供较为合理的染整工艺 ∀

1  实  验

实验材料用 1¬棉 !! 纤维 !纱

线等 染化料用   !≤   !≥

  !德司达公司的    三原色活性染料 

将  Π 斜纹 1 ¬ ≅ 1 ¬和 1 ¬

纤维试样放置在不同浓度的烧碱溶液中室温

处理  后 冲洗去碱 晾干备用 将经退浆等前

处理的布样在 Β的浴比下对 !!丝光

棉及未丝光棉染色后进行还原清洗 在  ≥≤

÷∞型测色仪上 采用 ⁄光源和 β视场测定 ΚΠΣ !

∃ Ε等值 ∀

2  结果与讨论

211  碱处理对 Λψοχελλ强力的影响

经不同浓度  在无张力条件下室温

处理  前后的强力变化如表 Π斜纹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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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碱处理对 强力的影响

浓度Π     

强力          

  由表 知 经  Π! Π! Π! Π

处理的 织物的强力均比未经处理的

织物的强力要高 也就是说 经浓碱在

室温条件下处理  有利于其强力的提高 其 ÷2

衍射图如图     所示 ∀

从图 看出 如将浓碱处理前后 ÷2衍射图上非

晶区贡献部分进行重叠 可发现在同样条件下 碱处

理后的衍射峰强度比未经碱处理的衍射峰强度要

低 ∀表明碱处理后 纤维的纵向结晶度降低 无定形

区含量增大 而这种微结构的改变 对于纤维定向度

本身就较高的 纤维而言 会使晶区或无定形

区与其它无定形区侧面的连接增加 从而减少纤维

间的相对滑移 使纤维的强力得以提高 ∀

未经碱处理 经  Π室温处理  

经  Π室温处理   经  Π室温处理   经  Π室温处理  

图 1  不同处理条件下 织物的 ÷2衍射图

  从表 还可发现 当碱浓度为  Π! Π

时 强力提高的幅度要比碱浓度为  Π! Π

时强力提高的幅度要小 这是因为高强力的获得 必

须同时满足结晶度和取向度都相对较高这一条件 

而对照  Π! Π! Π! Π! Π浓碱

处理前后 的 ÷2衍射图知  Π! Π浓

碱处理后 纤维的结晶度下降不是太多 而经 

Π! Π浓碱处理后 纤维的结晶度下降较多 

特别是在经  Π浓碱处理后 ∀这说明通过碱处

理来提高 的强力必需在结晶度下降不是太

多的前提下获得 ∀

212  Λψοχελλ与 Μοδαλ!棉的染色同色性

11  表观色深 ΚΠΣ 比较  同样条件下 用

   三原色活性染料对 !!≤

染色后的表观色深 ΚΠΣ见表  其中  ! !分别表

示 ΚΠΣΠ ΚΠΣ ! ΚΠΣ未丝光棉Π ΚΠΣ和

 ΚΠΣ丝光棉Π ΚΠΣ ∀

由表 看出丝光棉 !与 表观色深

   
表 2  !≤与 的表观色深比较

染料浓度

Π  

  

红 黄 蓝 红 黄 蓝 红 黄 蓝

               

                

                 

                

                 

                 

              

相差较小 而未丝光棉与 则相差较大 这表

明 与 !与丝光棉的染色同色性

要比 与未丝光棉的染色同色性好 因为从三

者的 ÷2衍射图≈见图   可看出未丝光

棉的结晶度要比 !都高 因未丝光棉在

1β衍射角时有一很尖锐的结晶特征峰 而

!就不具有 且在整个衍射角范围内 

与 的衍射图非常类似 棉经丝光处理

后 有些晶体结构被破坏 从而使染料分子较容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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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纤维内部导致表观色深增大 ∀

11  明度 Λ及饱和度 Χ比较  通过思维士颜色

测试系统测定用    红在 !!棉

上的 Λ!Η等色度学指标见表  ∀

从表 知    红染料在棉上的彩度 Χ

比在 上要大 即同样条件下 棉上的得色比

上显得鲜艳 而 在同样条件下则得色

显暗 因为 突出的原纤化特点显著地增加了

其织物的表面积 当光线射到织物表面就造成了比

一般织物有更多的反射性 结果就使 织物色

泽灰一些 ∀

11  色差 ∃Ε比较  通过思维士颜色测试系统测定

用    染料 染色的 !!丝

光棉 !未丝光棉的色差 ∃Ε为标准如表 ∀

                           未丝光棉

图 2  !与未丝光棉织物的 ÷ 衍射图

表 3     红   在各织物上的色度学指标

色度学指标 Λ α β χ Η

          

          

丝光棉          

未丝光棉          

表 4  !丝光棉 !未丝光棉与 的色差 ∃ %

∃ Ε

   红    黄    蓝

      

未丝光棉      

丝光棉      

  从上述色差比较知 !未丝光棉 !丝光棉与

的色差顺序为 ∃ Ε未丝光棉  ∃ Ε  ∃ Ε丝光棉 

这一方面正如上所述是因其微结构不同而表现出的

表观色深 ΚΠΣ有差异而产生 另外 它们的纤维截

面不一样也导致了色差 ∃ Ε的表现不同 ∀如 

与 的 ÷2射线衍射图虽很接近 但具有

光滑的圆形截面≈
则为锯齿形的异形截面 

未丝光棉的截面为腰子形 而其经丝光处理后也变

为光滑的圆形截面而与 很类似 ∀

3  结  论

1织物经浓碱处理后 断裂强度增加 增

加的幅度与碱的浓度有一定关系 ∀

1从表观色深 ΚΠΣ !色差 ∃ Ε来看 与丝

光棉的染色同色性较好 与 次之 而与未丝光

棉的则最差 这表明 与棉混纺时应进行丝光

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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