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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阐述 以细旦丙纶为原料，开发双层结构针织面料 ，并通过实验和测试分析 ，来讨 

论双层针织物的编织工艺和服用性能。 

一

、前 盲 

目前衣着用的化纤广大品种 ，其穿着的舒 

适与卫生性能往往不尽人意 ，而当前化纤生产 

朝着细旦和微细旦方向的发展，将有利于衣着 

面料的服用性能。为此，我们采用细旦丙纶进行 

双层针织物的开发研制工作。通过不同原料的 

配置，利用具有良好芯吸性及卫生性 的疏水型 

丙纶纤维作服装里层，而吸湿性天然纤维或更 

细旦的丙纶丝作外层，以改变皮肤与服装 内层 

的接触状态。丙纶纤维的良好芯吸效应能将皮 

肤表面的液相汗迅速引离，由表层的吸湿性纤 

维吸收、散发或由更细旦的丙纶纤维通过毛细 

管的引力差 ，把内层汗水吸到表层，然后快速 

蒸发。从而使织物内层与人体皮肤接触保持干 

燥 ，避免冷、湿不适 的感觉，丙纶纤维还能抑制 

细菌的繁殖 ，从而达到服用舒适性的改善。 

二、编织工艺 

1．实验用机台 

(1)棉盖丙双层单面织物：针筒直径为 

88．9mm，针数为 160针的 79—1型单针筒袜机。 

丙盖丙双层单面织物：针筒直径为 88．9ram， 

针数为 240针的 59—4型单针筒袜机。 

(2)棉盖丙双层双面织物：针筒直径为g 

559mm，机号为 22．5针／2s．4ram，系统数为 24 

的 Z21l型棉毛机。 

2．试样组织结构与服用性能分析 

(1)单面织物 

组织结构为添纱组织 ，织物结构模型如图 

所示。图(a)内层用疏水性丙纶丝作为传导水的 

传递层，这是靠织物中纤维之间的空隙，即毛细 

管传递水 ；外层用亲水性棉纱作为吸水扩散层， 

这是靠纤维大分子上的极性基团吸水 穿着时 

与皮肤接触的细旦丙纶的芯吸作用，将体表的 

汗液、湿气导向外层棉，从而保证贴身内层的干 

燥 ，同时细旦丙纶纤维的卫生性 叉能大大减少 

体表菌类的繁殖 ，因而使服用舒适性得到提高 

图(b)为利用丙纶 丝的芯吸作用及 内外层单丝 

纤度不同而产生的差动毛细效应，将内层织物 

的水导向外层，其芯吸教应是由于毛细管弯曲 

面附加压力的作用 ，可 自动引导液体流动 ]，附 

加压力 P可由下式表示： 

P 一 

式中：a 。为界面张力；0为维维与水的接触角； 

7为毛细管当量半径(随纤度变细而变小)。 

岛ilil]| l iJ i, 叻 l l_l I【．j 
圈 组织结构模型图 

1毋 层棉l 2-内层丙 }3-外层细旦丙 ；4-内层粗 旦丙 

从上式可见，当内层用粗旦丝 ，外层用细旦 

丝时，外层的毛细管引力将大于内层，产生差动 

毛细效应，从而使水从织物内层导向外层。其特 

点为 ，汗水可 以从皮肤表层迅速向织物表层输 

送，不会倒流}边出汗边输送，表层既能大量蒸 

发，又能大量吸收；汗水不进入纤维内部，而在 

织物表层大面积蒸发，干燥快 。 

(2)双面织物 

组织结构为双罗纹空气层组织[ ，其结构 

模型和性能分析与图(a)所示相同，内层为细旦 

丙纶 ，外层为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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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艺参数 

(1)单面组织 

原料为丙纶高弹丝，棉纱，涤纶 

低弹丝，内外层原料配置列于表 1。 

添纱工艺：添纱组织的线圈由 

两根纱线组成，其中一 

根纱线经常处于织物正 

面 (外层)，另一根纱线 

处 于 织 物 反 面 (内 

层) 。为使内外层原料 

的不同性能效用突出而 

稳定 ，两种纱线的垫纱 

横角和纵角必须符合要 

求 ，其角度和添纱张力 

大小要求如下 ： 

表 1 各种织物所用原料 

类 别 『 棉盖丙 }棉盖涤 丙盖丙 l丙盖丙 f丙盖丙 
外 层 Ne32 Ne32 130D／68F 132D／78F 100D／1101 

内 层 I 70D／36FX2 150D 1OOD／3OF 1O。D／3。F J 100D／3OF 

纤度比I 1．9／3．3 I 1．7／3·3 l 0·9／3．3 

表 3 密度、克重和透气性 

密度 (线圈／5cm) 样 号 织物类别 克重(
g／m ) 透气量(L／m ·s) 纵 密 横 密 

1 棉盖丙 51．5 46 146．5 1124 

2 
盥 棉盖涤 54 44 173 877 

3 面 丙盖丙 80 66 1 71
． 5 1036 双  

4 丙 盖丙 72 64 1 70 1152 层 

0 丙 盖丙 67 64 137 1644 

6 j醴 棉盖丙 91 72 254．5 603．6 
面 

7 j醴 
层 涤盖棉 96 67 263．6 486．6 

垫纱角：横角 外层纱<内层纱； 

纵角 外层纱<内层纱。 

添纱张力 ：外层纱>内层纱。 

(2)双面织物 

原料为 2x 75D／48F丙纶高弹丝，Ne32棉 

纱。三角配置：见表 2。 

衰 2 三角配置 

线名称 丙纶 棉纱 棉纱 丙纶 棉纱 棉纱 

低挡 0 、／ 、／ 0 0 0 

高档 0 0 0 0 、／ 、／ 

高档 0 n 0 、／ n n 

n 低档 、／ n 0 0 0 

注：、／为成圈In为集圈}0为不编织 

进纱张力为细旦丙纶 2g；棉纱 3g。 

机上密度为 9．5～10横列／半英寸}交织比 

棉：丙为 60 ：4O 。 

三、渊试与分析 

1．密度、克重和透气性试验 

透气性试验 采用 YG461型织物透气量仪 

测量。各类织物的克重，密度和透气性测试结果 

见表 3。从表 3可见，织物的透气性与针织物的 

组织结构，密度以及所用原料的性能等有关。表 

中丙盖丙 ，棉盖丙针织物的透气性均优于涤棉 

针织物，这说明细旦丙纶原料的透气性较好，而 

同为丙盖丙双层针织物，试样 5的透气量最大， 

这是由于试样 5的内外层原料总旦数、密度最 

小，结构较松所致。 

2．导湿性试验 

采用如下两种方法测试织物的导湿性。 

(1)将试样复盖于加入 2g水的平底 圆盘 

上，圆盘周沿稍高于底面，使水不会从容器边缘 

漫过织物，为使单面织物与水能平整接触，织物 

边缘加上圆环盖圈，织物放好后称重，然后放入 

温度为 32℃的烘箱中，过一定时间后再称重， 

假如重量减少多的，说明该织物的导湿性 ，散湿 

性好，散湿量 G可用下式表示： 

G=(G14-G2)一G3 

式中：G 为容器、织物和盖圆的干重；G 为水 

重；G 为容器、织物、盖圈和剩水的重量。 

散湿率( )=G／(G +G。)x 100 

试验结果和数据分析如下 ： 

①试样盖上圆盘后的外观：当试样都盖上 

圆盘后 ，发现试样 3、4、5丙盖丙织物的表面，其 

与水接触部分近乎全部、立即出现润湿现象，其 

中试样 5速度最快 ，润湿面积呈椭圆形，这是由 

于针织物的线圈结构特点导致纵向导湿快而横 

向导湿慢的缘故；试样 1、6棉盖丙织物的表面 

仅有少量湿点；试样2、7涤棉织物的表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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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痕也没有。由此可见，丙盖丙织物的内外层纤 

度差形成毛细管引力差，有利于液态水的传导 ， 

所以导湿性能非常好。 

②导湿性试验结果见表 4。从试样盖于圆 

盘上后，织物表面的透湿情况以及从表 4测试 

结果可见，应用差动毛细效应原理的丙盖丙双 

层织物 ，能将水分迅速从织物内层导向表层 ，并 

在表层大量蒸发。从散湿率对比可以看出散湿 

速度比其它织物要快得多，因此 ，它的散湿量最 

高，棉盖丙织物次之 ，这是由于外层棉纤维吸湿 

后，水份进入纤维内部大分子，散湿慢。而涤棉 

织物的散湿量明显小于其它织物，这说明涤纶 

层导水能力不如丙纶，其吸水性也不大，因此散 

湿量小。此外，从试样 3、4、5丙盖丙双层织物可 

以看出，内外层单丝纤度相差越大，所形成的引 

力差异也越大，结果散湿量随毛细管的引力差 

的增加而加大。 

表 4 各种织物的散湿量和散湿率 

程度亦最大，因而毛细芯吸效应也最好。 

表 5 各种织物的 H值(单位：cm) 

10 30 

l 棉 盖丙 9 l2．1 

2 棉盖涤 3．4 j．2 面 

丙盖 丙 7 8 10．3 3 双 

4 丙盖丙 11．5 l 5．6 层 

5 丙盖 丙 12．8 l8．5 

6 双 棉盖丙 9．5 l2．5 
面 
双  

7 层 涤盖棉 3．1 4．6 

四、结 论 

1．细旦丙纶弹力丝无论在袜机或双面纬 

编机上编织 ，其强度，延伸性等性能在编织工艺 

上是完全可行的 ，不过丙纶丝在编织过程中，必 

须控制适当的张力 。 

半小时 1小时 洋 号 织物类别 

散湿量(g) 散湿率( ) 散湿量 (g) 散 湿( ) 

1 棉盖丙 O．40 20 0．95 47．5 
2 苴 棉盖涤 0

． 15 7．5 0．42 21 

3 
面 丙盖丙 0

． 7o 35 1．55 77．5 

4 
双 
层 丙盖 丙 0．95 47．5 1．76 88 

5 丙盖丙 1．25 62．5 1．g2 96 

6 双 棉盖丙 O．36 18 O．87 43．5 
面 
双 

7 层 涤盖棉 0．12 6 0．30 15 

(2)采用毛细 升高法测 定[5]，试样为 3× 

39cm 长条，将试样缦入溶有少量重铬酸钾的水 

中，然后观察各类织物的吸湿高度(H)，表 5为 

各种织物浸水不同时间的吸湿高度。从表 5可 

见，丙盖丙 ，棉盖丙织物的 H值高于棉盖涤织 

物，说明细旦丙纶的芯吸作用较好 ，这是由于聚 

丙稀纤维拉伸时原纤化的结果 ，使纤维表面出 

现缺陷(沟槽、凹坑)，这种不光滑的表面有利于 

毛细水的吸附和传递“ 。而从丙盖丙双层组织 

看，内外层纤维旦数相差最多的试样 5，由于内 

外层毛细引力差最大 ，同时外层纤维的细旦化 

2、细旦丙纶双层织物 ，无 

论是单面或双面，无论是丙盖 

丙还是棉盖丙 ，其透气性、导湿 

散湿性均优于涤棉双层针织 

物 ，具有快速吸汗、导湿、散湿 

和透气的舒适功能，其中丙盖 

丙织物更为突出。因此，应用毛 

细引力差的丙盖丙针织物，若 

选择合适的内外纤度 比，则更 

适宜于制作激烈运动，大量出 

汗的运动服和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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