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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蛋 白／丙纶长丝并捻织物 的服用性能测试 

沈兰萍，付 江，王青春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纺织与材料学院，陕西 西安 71oo48) 

摘 要：对 3种大豆蛋白／丙纶长丝并捻织物的服用性能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该类织物的许多性能都优 

于大豆蛋 白纤维纯纺织物和普通纯棉或涤棉织物 ，是一种较适合 于做夏季服装的面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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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蛋白纤维手感柔软、滑糯 ，具有真丝般的 

光泽 ，加之其吸湿性同棉接近，导湿透气性又优于 

棉 ，因此其织物具有较好的光泽和手感 ，且穿着舒 

适 ，是理想的夏季服装面料。由于夏季紫外线辐 

射强 ，人们在注重舒适性的同时还要考虑织物的 

抗紫外性能 ，因此 ，开发出了大豆蛋白纤维与功能 

性丙纶长丝并捻织物。通过对该织物进行服用性 

能 、防紫外性能和红外蓄热保温性能测试 ，证明该 

类织物具有较好的抗紫外效果。 

1 产品规格 

原料 选 择 大 豆 蛋 白纤 维 9．72tex单 纱 和 

8．3tex具有防紫外及抗远红外功能的丙纶无捻长 

丝 ，并捻后纱线 的线密度为 19．0tex，捻度为 560 

捻／m，捻向为 S捻。3种测试织物的规格见表 1。 

裹 1 织物规格 

2 织物性能测试 结果 

2．1 织物的防紫外性能 

按照国标 GB／T17032—1997纺织 品紫外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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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率实验方法规定 ，测试织物的紫外线透过率，实 

验结果见表 2。 

裹 2 防紫外性能测试健 

紫外透过率越小表 明织 物的抗紫外效果越 

好。从试验数据来看 ，3种样品的抗 紫外效果都 

比相同规格的普通纯棉或涤棉织物好 ，且斜纹织 

物的抗紫外性能更优异。其原 因主要是，斜纹织 

物密度较大，织物的空隙率较低 ，光的反射较多 ， 

因此防紫外线辐射的效果较好。 

2．2 织物的红外蓄热保温性 

按照国标 GB／T18319—2001纺织品红外蓄热 

保温性实验方法规定 ，测试织物的红外蓄热保温 

性能 ，分别用红外吸收率(附红外反射率和红外透 

射率)和红外辐照升温速率来评价。实验结果见 

表 3。 

裹 3 红外蓄热保沮性测试值 

产品代号 A B C 

红外透射率／％ 

红外反射率／％ 

红外吸收率／％ 

红外辐照升温速率／℃·s 

30．8 

58．1 

l1．1 

O．4286 

32．3 

55．8 

l1．9 

0．4143 

33．2 

55．3 

l1．5 

0．4143 

当红外光线照射织物表面时，会同时发生透 

射 、反射和吸收三个过程，其中织物的红外吸收率 

和红外透射率将会影响织物的温升效果【3J3。由表 

3实验数据可知，与一般 的纯棉或涤棉细平布相 

比【4J，此 3种织物的红外吸收率都 比较低 ，且 3种 

织物的红外辐照升温速率也略低于同规格的纯大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OO3年第6期 四川纺织科技 ·2l · 

豆蛋白纤维织物。这表明此 3种织物有较好的抗 

红外性能。 

2．3 织物的刚柔性 

实验中采用斜面法测定 出织物 的有关指标 ， 

实验结果见表 4。 

表 4 刚柔性测试值 

由于织物的抗弯弹性模量与织物厚度无关 ， 

因此用它表示织物 的刚柔性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 

其数值越大表示织物刚性越大，不宜弯曲。由表 

4可知，各织物的抗弯弹性模量依次为A>B>C， 

即平纹织物较刚硬。 

2．4 织物的折皱性 

实验 中采用 YG541型织物折皱弹性测试仪 

测试织物折皱性 ，结果见表 5。 

表 5 折皱回复角测试值 

总的来看 ，此 3种试样的急弹性恢复角和缓 

弹性恢复角都较小，与纯大豆蛋白纤维织物的差 

异不大。因此 ，需要进行抗皱整理 ，以提高织物的 

抗折皱性能 ，避免在穿着过程 中易产生褶皱的现 

象，影响织物外观。 

2．5 织物的汽蒸收缩性 

通过 TMY—A型织物汽蒸收缩仪测量 3种织 

物的经向汽收缩率 ，实验结果见表 6。 

表 6 汽蒸收缩性测试值 

产品代号 堡塑垦量 !竺 茎重量壅 !竺 坚塑圣 

A 250．O 25o．O 248．7 247．6 O．52 O．96 

B 250．O 250．O 247．6 246．9 0．96 1．24 

C 250．O 250．O _248．5 246．8 O．6o 1．28 

与纯大豆织物相 比，这 3种试样的汽蒸收缩 

性要优于纯纺织物 ，此外，通过实验发现有些试样 

在汽蒸后形状基本保持不变 ，并没有像纯纺织物 

那样发生较严重的试样卷曲和变形的现象。 

2．6 织物光泽 

利用 YGS14型织物光泽仪测定织物的光泽 ， 

并根据结果计算出织物光泽度 ，结果见表 7。 

表 7 织物光泽度值 

从试验结果来看 ，3种试样 的光泽度值都 比 

与其组织相同的纯纺织物要小 ，即织物光泽较差。 

B织物由于是斜纹组织 ，浮长线较长 ，因此织物的 

光泽较其他 2种织物好。 

2．7 织物的其他性能 

实验中同时还测定了织物透气性、耐磨性 、悬 

垂性 ，以及起毛起球性 。利用 Y561型织物透气量 

仪测定透气量 ，YG401型织物平磨仪测定织物 的 

耐磨次数，YGS1 l型织物悬垂性测定仪测定悬垂 

性 ，YG502起毛起球仪测定起毛起球性 能。各项 

测试结果见表 8。 

表 8 其他性能的测试值 

从表 8可以看 出，这 3种织物 的透气性 都 比 

较差 ，特别是平纹及平纹地小提花组织。根据摩 

擦次数排位，试样的耐磨性顺序为：C>A>B。这 

是因为 B织物的基础组织与 A、C不同，织物的浮 

长线较 A、C长，纤维容易在磨损过程中 自纱线抽 

出，从而使织物耐磨性降低。 

悬垂系数越小 ，表明织物悬垂性越好。从表 

8中数据可知悬垂性位次为 B>C>A。A织物 的 

抗弯弹性模量大，故织物比较硬挺。但总的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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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织物的悬垂性都 比较好 ，只 比同规格的纯纺 

织物稍差 ，而优于棉织物。 

在本次试验 中，我们采用 了先将织物在毛刷 

上刷 5o次，再将其移至标准磨料上磨 1000次，然 

后评定起毛起球等级的方法。而对于纯纺大豆蛋 

白织物 ，鉴于其抗起毛起球性较差，采用的是直接 

在标准磨料上磨 1000次后评定等级。因此，虽然 

对应的平纹、斜纹和小提花织物的等级也为3级、 

4级和 3级 ，评级结果是一样的，但从实验方法的 

差别上可看出，并捻织物要 比纯纺织物 的抗起毛 

起球性好得多。 

3 结论 

通过对大豆蛋白与丙纶并捻织物的物理性能 

测试表明，该种织物在防紫外 、抗远红外、耐磨性 、 

抗起球性方面均优于同规格的纯纺织物。其他性 

能也 比纯棉或涤棉织物要好。因此 ，这种具有防 

紫外 、抗远红外功能的织物，为夏季服装面料市场 

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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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的色彩搭配与审美 

服饰色彩应该怎样搭 配才美?其方法很 多，可归纳 

为以下几种： 

统一法。起到统一融合的作用。比如穿着米色的衣 

裙，配上米色拎包、米色皮鞋和耳饰，取得服饰色彩的统 
一

，或是点缀锈红的腰带和胸花，别有风味。 

衬托法。起到深入浅出的作用。比如穿上桔红的衬 

衫。套上浅灰褐的外套 ，配上浅灰褐的手提包 。或是上深 

下浅，内浅外深；或是上浅下深，内深外浅。这种深浅相 

衬，对比强烈，能够收到醒目明快的效果。 

呼应法。起上 下呼应或 里外呼应 的作用。 比如，上 

衣深褐地红 、白花，下装深褐裙子，内衣是深褐地白、红直 

条花纹，配上红、白相间拎包、皮带和帽子，帽子用深褐色 

镶细边。这种红 、白、深褐 三色上下呼应或是 里外呼应 ， 

都容易使人有和谐统一的美感。 

衔接法。起 到牵连附 和的作用 。比如 ，金黄色的衬 

衫 ，配上青莲色的裙子，色彩对 比强烈 。采用黑或 白的腰 

带。使得上下衔接，亦能达到统一和谐的效果。 

点缀法。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穿着蓝灰地 

黑花的上衣和裙子，着深蓝内衣，配上蓝色帽子，帽边也 

是黑色的，仅仅项链用金色和桔红色鸡心来点缀装饰，犹 

如画龙点睛，相映成趣。 

缓冲法。起到过渡衔接的作用。一袭深红色的衣 

裙，往往采用白色或浅米色镶嵌袖口或领边，使之缓冲过 

渡，取得调和的效果。 

分块法。起到对比调和的作用。采用几何形条格设 

计的配套服装，是当前国内外的一种流行款式。色彩搭 

配，有的对比。有的调和，形成一种自然、统一 、和谐的艺 

术美感。这种色彩搭配的效果尤以情侣装见长：一对男 

女青年，手携着手漫步而来，男的穿着羊毛衫，以中灰色 

为主的横条块面，配接着少量的深红色块面；而女的正相 

反，身穿的羊毛衣是以深红色为主，而拼接着少量的中灰 

块面。在服饰配色上不仅 色彩互相 呼应 ，而且更 加映衬 

出情侣之间的心心相通与和谐。 

(于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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