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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丙纶针织物导湿性的影响因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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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分析了丙宴旨婪芯暧鼓应的形成机理．并从理论和实验丙方面探讨了纯丙纶针织物导温性 

的影响 因素。 

美酾 ：盟 ， ；釜 ·竺  
中圈分类号：TS182 sI 

近几年来，随着细旦、超细旦丙纶纤维的发展，不少学者研究开发了具有舒适功能的贴 

身丙纶集层针织服装面料 “ ，例如真丝一一丙纶内衣；棉盖丙、麻盖丙等集层针织 

物 ．这些织物都利用了丙纶纤维基本不吸湿，遇湿不膨胀，但具有良好的芯吸效应—— 

毛细效应，它可以将人体皮肤表面的汗水导至织物外层，使皮肤表面维持干燥，热量维持平 

衡，人的感觉舒适。但纯丙纶针织物是否有良好的导湿性 有人报告说，纯丙纶针织物导湿 

性不好，甚至没有；也有人说．纯丙纶针织物的导湿性很好；有人甚至提出，利用丙纶优良 

的芯吸数应，将丙纶针织物用作小孩尿布，以改善皮肤表层的微气候，抑制细菌的繁殖，使 

小孩皮肤不易发炎。 

我们在对纯丙纶针织物作芯吸效应试验时，发现有的纯丙纶针织物导湿性很好，遇湿后 

象灯芯草一样，可将水份迅速引向上升，并从织物的另一端漓出水璩；有的纯丙纶针织物导 

湿性一般，遇湿后水份会沿织物攀升，但芯吸效应不强；有的纯丙纶针织物遇湿后无反应， 

无芯吸现象，有的织物有时有导湿性，有时无导湿性 因而我们认为丙纶纤维柬(丙纶丝)及 

纯丙纶针织物．本来是有芯吸效应的，但其大小，有无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原料纤 

度、织物稀密程度、组织结构 织物表面清洁程度以及织物后处理工艺等等，这是稂需要深 

入研究的． 

一  形成丙纶丝芯吸效应的机理 

根据分子物理学说 。 ，一个固体产生毛细管效应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水份能附着在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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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面，或者说能润湿固体表面。二是固体能构成足够小的毛细管． 

关于第一个条件，其实质就是要求丙纶纤维表面与水之间的相互吸引力比水分子之间的 

相互吸引力——水的内聚力大。水的内聚力是比较小的．而丙纶纤维虽是拒水性纤维，几乎 

不能吸收水份到纤维内部，但确能吸附水份到纤维的表面．其间的吸引力——爱德华力是比 

较大的。这好象普通玻璃那样。、所以对丙纶丝来说，这第一个条件是满足的． 

当液体与固体表面间的吸附力大于液体的内聚力时，在附着层的液体分子处于特殊的状 

态．其液体分子所受的合力F垂直于附着层并指向固体，见图 1．这时分子在附着层内比在 

液体内部具有较小的势能．根据物体处于平衡时其势能最小的原则，液体内部的分子就要尽 

量挤人附着层中，使附着层 中的分 子密度增大，结果使附着层扩展，从而使液体润湿固体， 

液体表面的切线与固体壁的切线间的夹角——接触角 日成锐角，0<日<兰。 

圈 l 当藏体与固体表面间的吸附力太于藏体内 

聚力时．附着层液体分子所受的台力 

Fig．1 The resultan[ of forces~of liciuid molecule in 

absorption layer when me adsorbent forces be- 

twi nthe sulfateof1iduid and solid largerthan 

口 

圈 2 丙鲍壁爱人水中柏情况 

F ．2 The situationwhen thc propylene filament 

garn is macerated in the wager 

the cohesiveforces ofliquid 

我们曾做了一些实验，例如：将水滴在一些纯丙纶织物表面，水滴不凝聚成珠，而是散 

开的；将一些丙纶丝伸入水中，水与丙纶丝接触处，水面不呈下压而是上延，如图2所示； 

将纯丙纶织物从水中取出，织物上沾着水， 说明水能润湿纯丙纶织物的． 

关于第二个条件就是纤维与纤维之间组成足够小的毛细管，水份在此毛细管内表面呈内 

凹的弯月面．这种内凹的弯月面存在一个附加压强 ， ，P = ，式中： ——水份的表面 

张力系数， ——弯月面的曲率半径 附加压强的方向是指向液体外部，且向上的。这时 

液体(水份)曲面好象一个拉紧了的橡皮膜要被拉出液面似的，促使液面上升 液面上升的高 

度̂=急，从图3中可知 = ，式中 毛细管内半径。于是̂= 署 ，式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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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水)的比重，r 重力加速度，*一 液体的表面张 

力系数。从上式可以看出，毛细管中液体上升的高度 h与表面 

张力系数 、接触角 0的余弦成正比，而与毛细管的内半径 r 

成反比．如毛细管的内径不是足够的小，就不能成毛细管，液 

面也就不会上升．当然，毛细管过小到不畅通或不能构成。管’ 

或 缝隙 ，它的毛细管效应也要受阻碍。这好比两块平板玻璃 

复合在一起，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缝隙，水面也不 会从此处 上 

升，我们将丙纶丝束中断打个结，将丝束一端沉人水中，发现 

水沿丝束上升到打结处受到了阻碍，如将结抽紧，则水份就阻 

塞住了。 

圈 3 r_一 毛细售半径 

Fig 3 r——一the ratio ofcapillary 

二，影喻纯丙纶针织物导湿性的因素 

当用丙纶丝弯曲成圈，编织成针织物时，由于纱线的串套及纱线与纱线之间的摩攘．挤 

压，拉伸变形等，将影响丙纶丝本身毛细管效应的充分发挥，有时甚至可能阻塞毛细管，影 

响织物的导湿性能．我们通过对一些纯丙纶针织物的芯吸效应试验，对影响丙纶针织物导湿 

性的因素分g 作了一些探讨。 

本文用的导湿性试验，是将织物剪成 3~m×30cm的长布条，将织物一靖置于水中，间 

隔一定时间，记录水份向上攀升的高度． 

1、单丝纤度对导瀣性的影响 

单丝纤度细的，其形成足够小的毛细管多，毛细效应就比较好，如丙纶细旦丝 

(0．22rex／根以下)．超细旦丝(0．1lte~／根以下)，它们的芯吸效应的确好．但根据我们的试 

验．一般旦数的丙纶丝织成适宜的组织结构的纯丙纶针织物，也有很好的导湿性．而用细旦 

丙纶丝(单丝纤度 0．22rex／根以下)的有些针织物，反而导湿性很差，几乎没有。这说明影响 

纯丙纶针织物导湿性的因素不单是单丝纤度，还有其它因素。 

2、针织物稀密程度对导湿性的影响 

用 8．25tex／48F双股高弹丙纶丝编织两种不同密度的针织物，测其芯吸效应，得试验 

结果平均值如表 1所示。 

从表 1可以看出，线圈长度大的试样 B的芯吸效应大于试样 A，其导涅性较好。对于 

相同纤度原料编织的针织物来说，正常编织状态下，一般针织物密度小，丙纶丝的毛细管畅 

表 1 不同密度丙纶平针织物芯吸效应试验结果平均值 

Table 1 The average valu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densities of the 

plain propylene knitted fabrics 

高度 ＼时间 线■ 
1O 20 30 40 50 ’60 70 B0 帅 1舯 长度 

佃 t 

8．25tex平针  ̂ 317 4 07 4 73 5 2 5．63 6 0 6．57 6．6 6．幻 7 07 0．29 

B 25 bex平针 B 3．6 4 67 5 37 5．93 6_47 6．87 7．23 7．47 7 73 8．1 0 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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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织物导湿性好。反之，若织物密度过大，达到一定程度时，有可能使丙纶丝的毛细管不 

畅通，甚至阻塞毛细管，从而降低织物的导湿性能。不过密度太稀，势必造成 足够小的毛 

细管 较少，其导湿性也不会好的。 

这里还有一十织物的未充满系数问题。当用相同单丝纤度，而复丝细度不同的丙纶丝编 

织针织物时，织物导湿性要视具体情况分析．表 2是分别选用 8．25rex单 双股丙纶丝编织 

平针织物的芯吸效应试验结果平均值。单、双股试样的未充满系数之比为 1：O．85。 

表 2 不同未充满系数丙纶平针织物芯吸效应试验结果平均值 

Table 2 The average valu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vering coefficient 

of the plain propylene knitted fabrics 

高度 ＼对问(g) 『 『 

＼ l0 20 30 40 50 60 70 B0 90 l00 
斌样 I 

8．25 rex平 针 3 0 3．97 4 63 2 5．93 6 27 6．53 6．83 7 0， 

B 7．~tex／2平 针 3．6 4 67 5 37 5．93 6
．
47 687 7，23 7．47 7 73 8．1 

从表2可以看出，双股试样的导湿性较单股试样的导湿性更好些。我们认为双股试样虽 

稍密实，但其足够小的毛细管较多，效应就较好．这些与前面叙述的产生毛细管效应的条件 

相符合的． 

3 针织物组织结构对导湿性的影响 

针织物组织结构和种类繁多。从理论上说，结构简单 线圈胄套过程中相互关联较少， 

纱线容易转移变化的那些组织结构．其毛细管不易受阻塞，织物导湿性好．表 3是三种针织 

物试样的苍吸效应试验结果平均值． 

表 3 不同组织结构丙纶针织物暇芯效应试验结果平均值 

Table 3 The avzrage values ofdifferent s ructures ofthe propylene knitted fabrics 

高度＼时间(g】 I { 
、 ＼ l0 20 30 40 50 6o 70 80 蝴 1 。。 

端  I 
B 25rex／2平针 3．6 4 67 f 5．37 5，93 6̂7 6．87 7 23 7_47 7．73 i 8．1 

8 25rex／2同照1 3 2 4．5 5 3 5 6．5 697 7．33 7 7 8．03 8 27 

高度 ＼时I~(min] 

： l3 4 5 6 7 8 { 。 1 
1 

2． 7 2．77 1 2．77 8．25tex／2网眼 2 0．6 1lj } I．43 1 67 2．15 2．2’ 2 53 

其中：75D／2网眼 I结构为 

75D／2网眼2结构为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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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以看出：平针试样和阿眼 1试样均具有较好的导湿性．用成对数据秩和检验法 

检验这两组试样。计算所得统计量 =20， =33，查表得 To 05=5。则 >To 05，说明 

在 95％信度下，=组试样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平针和阿跟 1结构的织物，其导湿性相 

仿 。 

两种网眼结构试样相 比，阿眼 2试样水份向上攀升的速度要慢得多，导湿性远不如网眼 

1试样。两者虽是线圈十悬弧结构，但阿眼 1试样属单针单列集圈，网眼2试样属单针双列 

集圈。由于集圈悬弧的增加，被集线圈不脱圈次数增大，纱线张力增加．在被集线圈与二悬 

弧一起脱套处，纱线挤压现象增大，不利于丙纶丝本身及丝与丝之间毛细管畅通．同时，这 

种组织结构的阿眼较大 ，这也减少了整个织物的足够细的毛细管数，织物的导湿性明显下 

降。 

4 油污对导湿性的影响 

将几块纯丙纶针织物表面擦上一些机油，立即与未上油的同种丙纶织物作芯吸效应对比 

试验，发现两种状态下，织物的导湿性相仿。若将带油织物静置一段时间，使其表面干燥后 

再与未上油的同种丙纶织物作芯吸效应对 比试验，发现两者导湿性有差异，且前者导湿性 

差。 

这说明丙纶不易吸附油剂，油分子与织物表面的吸附力远小于水分子与织物表面的吸附 

力，使湿状态下带油织物导湿性几乎不受影响．但当表面油剂干燥时，油剂固结在织物上， 

油膜阻碍织物对水的吸附性，有部分还阻塞了织物毛细管，使导湿性下降。 

5 化学处理对导湿性的影响 

对丙纶针织物用碱液处理，发现处理后织物导湿性大大下降，且所用碱液浓度、温度、 

处理时间不同对导湿性的影响亦不同．表 4是两种丙纶针织物碱液处理前后的芯吸效应试验 

结果。 

表 4 碱液处理 前后丙纶织物吸芯效应试验结果 

Table 4 The test values of the propyiene knitted fabrics before 

and after the alkali treatment 

高度＼肘f~(min： f 

＼  5 I5 25 35 45 55 6o 

试样 

处理前 12 7 15 8 I8 3 19 3 20I 加 3 2O 3 

处理后 0．7 0．8 1．I 1 4 1．6 1．6 l 6 

处理前 11 8 16 3 18．3 19 2 19．9 20 2 20．4 

8 25 x／2吗 眼 1 

处理后 0 O1 0．1 O 3 0．5 0 6 0 7 
J 

从表4可以看出，碱液处理对织物有破坏性影响。丙纶纤维虽是一种化学稳定性较好的 

纤维，但在一定浓度的碱液处理下，仍会使丙纶纤维表面性状发生变化，我们认为可能会降 

低丝与水的吸附性，从而不利于丙纶优良导湿性的发挥。 

但我们用自制的 H一1溶液对经碱液处理后的织物再进行处理，结果可以恢复该织物良 

好的导湿性能，有的甚至 比原有织物导湿性更好 。这说明纯丙纶针织物的导湿性有时要受化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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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药剂处理的影响，对有些导湿性较差或消失了导温性的纯丙纶针织物，可 以用一些适当的 

化学药剂进行处理，其表面性能可以激活，这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我们自制的H一1溶藏，多次用来激活多种纯丙纶针织物，效果都很好· 

三 、结 论 

综上理论分析及实验结果，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丙纶纤维具有 良好的导湿性，纯丙纶针织物在一定条件下也具有良好的导湿性· 

2、丙纶针织物的导温性受所用丝的纤度、织物密度和未充满系数、织物组织结构、织 

物表面是否有油污等等的影响。我们初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其机理和规律性还可以进一 

步操人探讨研究。 
3、化学药剂的处理对纯丙纶织物导温性的影响十分明显．有些化学药剂如碱的处理会 

使纯丙纶织物的导温性减少甚至消失，但有些化学药剂的处理，如我们研制的 H一1溶剂， 

可以使之激活，甚至加强了它的导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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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M OISTURE CONDUCTION ON THE PURE 

PROPYLENE KNITTED FABRICS 
． 

ZhangPeihua Q Peifeng PanBorong 

(De—T0-明 totTex~ e E唧：I_瞄f 

— — Abstract—— 

This papper a~alyses the formadon principle of the propylene filament yarn s wicking cf- 

feet．By means of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SOle factors affected on the m oisture 

conduction on the pure propylenc knitted fabrics are discsscd． 

Keywords：propylenc,knitted fabrics：wicking effect，moisture co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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