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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芳香丙纶性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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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业大学，天津 ，300160) 

精 要：研究了复台芳香丙纶材料的热性能、拉伸性能、形态结构以及耐酸、碱性能。经过酸、碱性永格藕趾理后仍能保持一 

定的香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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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芳香纺织品作为芳香商品的一类 日益 

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l1 J 与传统赋香方法不同 

的是，芳香纤维以其芳香强度，芳香耐久性和服用性 

能的最好结合，是香气与纺织品结合的最新形式。 

使芳香织物进人一个新阶段。目前用熔融纺丝方法 

纺制芳香纤维主要有共混纺丝l2J、复合纺丝和改性 

浸香技术。我们采用复合纺丝方法研究了复合芳香 

丙纶的各种性能，试验表明，由于香料在纤维芯层， 

且不能透过纤维皮层，而是沿纤维纵向的截面逸出， 

达到持久芳香的效果 

1 实验部分 

1．1 样品 

复合芳香丙纶是自行研制的，其芯层材料是含 

有香料的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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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纺丝与拉伸 

纺丝在 自制纺丝机上进行，纺 丝速度 400～ 

500m／mln。拉伸在七辊拉伸机上进行，总拉伸倍数 

为2、3、4、5倍。 

1．3 熔融指数 M1的测定 

将干燥的共混物切片在 I Rz．40o型熔融指 

数仪上测定其流动性能，测试温度230*(2，模口内径 

=2 095rIma，负荷 2160g。 

l_4 热性能的测定 

在Perlin—Elmer DSC-2C差示扫描量热仪上进 

行，高纯氮保护，升温速度30*(2／min，试样重量 10± 

0．3mgo 

1．5 断裂强度的测定 

测定在YG003型单纤维电子强力机上进行，预 

张力200mg，下降速度5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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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复合芳香丙纶纤维芯层材料的热性能 

用皮芯复合纺丝方法研究芳香聚丙烯纤维，纤 

维的芯层材料的均匀性是至关重要的，其芯层材料 

主要是由聚合物和香料组成，香料与聚合物混合的 

情况直接影响到纤维的可纺性，并涉及到保持香味 

的时间和效果。为此检测了纤维芯层材料的热性 

能 从图 1可看出纤维芯层材料虽然由聚合物和多 

种香料组成，但物料之间的相容性非常好．DSC图 

上只有一个熔融峰，说明物料混合的很均匀，有利于 

纺丝成型，以及减少香料在高温纺丝时的挥发。 

2．2 复合芳香丙纶芯层材料的流动性 

纤维芯层材料的流动性的高低 ，直接影响皮芯 

复合纺丝成型。由于在芯层材料中添加一定量的香 

料，而香料属低分子物质，因此纤维芯层材料的流动 

性变化较大。见图2，随着香料添加的增加，纤维芯 

层材料的熔融指数升高较快，芯层材料流动性增加， 

为纤维的可纺性奠定了基础。 

2．3 复合芳香丙纶纤维的拉伸性能 

初生复合芳香丙纶纤维的强度很低，伸长较大． 

不能直接使用，须经过拉伸才能提高纤维的物理机 

械性能。在七辊拉伸机上进行了不同拉伸倍数下的 

纤维拉伸试验，结果见图3、4。该种纤维有很好的拉 

伸性能，随着拉伸倍数的增加，纤维的强度增长较 

多，伸长率降低。实验表明，虽然该种纤维为皮芯结 

构，且皮芯的物料差异较大，但仍可与普通纤维一样 

进行拉伸。经过拉伸的纤维能够满足纺织加工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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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1 纤维芯层材料的DSC谱图 

图 2 纤维芯层料的M1值与香料量的关系 

为了了 

解皮、芯层 

材料经纺丝 

后复合的情 

况，拍摄 了 

纤维的截面 

电镜 照片， 

见图 5。纤 

维的截面有明显 

的皮芯结构，皮、 

芯料复合的效果 

好，没有任何 的 

分离现象，以及 

结构缺陷等 说 

明皮、芯料具有 

很好的复合纺丝 

性能。 

2．5 复合芳香丙纶 

纤维耐溶剂性能 

复合芳香丙纶短 

纤维的香味很强，不 

能单独使用，只能在 

棉、毛和化学纤维 中 

添加很少量 进行混 

纺，这样既能保持原 

有织物风格，还能使 

织物有一定香味提高 

织物的档次。但大部 

分棉、毛和化学纤维 

的纺织品需要进行印 

染及后整理，而且不 

同纤维材料的印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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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倍数 

固 3 纤维强度与拉伸倍数的关系 

誓 要经高温烘干。然而一般 啊■ {9囊曩 芳香纤维经过酸或碱等处■■翻簟 ■■ 簟 理后，对芳香纤维的香气■ —隧 蕾圈■ 强度影响很大，甚至会使曛 ●■■强■■●叠 纤维的香气损失殆尽。为露 图■匿 礴霸■■ 了提高复合芳香丙纶耐酸■■■■■■■圉■■ 
3 结 论 

1．复合芳香丙纶纤维的芯层材料只有一个熔 

融峰，说明芯层料混合均匀，各种物料相容性较好。 

2．随着香料含量的增加，纤维芯层料的熔融指 

数有较大幅度提高。 

3．复合芳香丙纶纤维有很好的拉伸性能，随着 

拉伸倍数的增加，纤维强度升高，伸长率降低。 

4．纤维的截面形态结构为皮芯结构，没有任何 

结构缺陷。 

5．复合芳香丙纶经过一定范围的pH溶液处理 

后，仍能保持一定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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