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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旦丙纶短纤织物湿传导性能探讨 

董 苎 广车省纺织工韭学校 52804 
垡=卫 河南纺纪高等专科学校 4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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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新近开发妁细旦丙纶短纤系列织物，用棉及细且丙纶长丝织物进行对比，运用常规客观测试手段 

对其湿传导性能进行了测试及分析．并归纳出它 j这方面的特点 

关键词：塑呈亘丝塑塑 堡堕墨垦鱼 ； J 1 f 内： 
中图分类号 ：TS．156 TS101．923．3 

l 前 言 

丙纶纤维 比重轻 、强力高、耐磨性 好、化学性能 

稳定(如 耐酸碱 防霉抗菌 )，被广泛应用 于纺织装 

饰用品及产业用纺织品，但由于其手感发硬等缺陷 

在服用领域所占份额相对较低。80年代中后期细 

旦和超细旦丙纶纤维 的诞生 ，赋予丙纶 良好 的服用 

性能，特别是细旦丙纶短纤维 ，甚至有超过棉的手感 

和外观 ，被人们称 为超棉纶 。尤其是当单纤维细度 

小于 1 D时 ，手感非常柔软 、睹松，加之具有独特芯 

吸效应，使细旦丙纶织物导汗排温、易洗快干，成为 

舒适性功能服装包括一些世界著名品牌运动服装等 

的面料。 

本文即是围绕这一新开发原料的系列产品，对 

其在湿传导方面的服用性能进行初步探讨。 

2 试样设计殛测试方案 

原料：单丝纤度 为 0．88 dtex的丙纶 细旦 短纤 

维 、单丝纤度为 0．9 dtex的丙纶长丝(又称蒙太丝)， 

棉等其他原料。 

织物试样：汗布(单面纬平)、棉毛布、棉毛空气 

层 、珠地网眼组织、绒布等不 同品种织 物，试样结构 

参数见表 l。 

表 1 织物样品的组成及 其结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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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试方法 

3．1 织物液态水传导性能测试 

该性能指标可用毛细效应值来表示。将织物试 

样固定于槽架上悬浸于5 g／L的重铬酸钾水溶液 

中，半小时后测量溶液在织物的上升高度值(单位： 

cm)，该值即为织物的毛细效应值。由于双面织物 

的细旦丙纶短纤维大多在织物的反面，为了便于比 

较，以织物反面的毛细效应值作为分析的依据。 

3．2 织物透湿性能测试 

表征织物透湿性能的指标是水蒸气扩散阻力． 

亦称湿阻(透湿阻抗)。该项指标的测试采用美国 

国家标准 ASTM 中的干燥剂法．测量织物试 样每小 

时由反面到正 面(模拟正常穿着时织物反 面贴近皮 

肤)透过的永汽量，由下式可计算织物的湿阻R(单 

位：Cl'n)： 

R =D×(dC)×A×T／Q 

D =0．22+0．00147f 

AC =2．89×10叫 × AP／ 273+ ) 

AP = P x RH 

式 中：t——实验环境温度，℃ ； 

AP——织物两面实际水汽压差．1"111"11 Hg； 

P——测试条件下的水汽压，mm Hg； 

RH 一相对湿度； 

A——杯 口面积，cm ： 

— — 测试时间 ，S； 

Q—— 平均每小时湿汽的水汽量，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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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织物保水性能测试 

保水性试验采用上海手术器械厂 800型台式离 

心沉淀器，然后自己稍加改装使其有离心脱水的功 

能，将待测试样5×5(cm)规格大小先称其干重，然 

后在蒸馏承中浸泡，使其吸水达饱和，最后在2000 

r／rain的转速下离心脱水3 rain，织物保水量的多少 

可由下式计算得保水率 K (单位：％) 

K
．．
： x100％ 

’  

2 

式 中：w．——试样干重 ，g； 

— — 试样脱水后的重量 ，g。 

3 4 织物放湿干燥性能测试 

将待测织物取面积为 100 cm 的圆形试样先称 

其干重 ，在织物反面滴注等量蒸馏水至试样表面 

基本润湿，然后韶过来水平放置(此法主要是模拟 

人体出汗时织物从皮肤上吸收汗水传递到外界环境 

放湿蒸发的过程)称取试样质量 ，放人试验环境 

中，半小时后再称取试样质量 ，由下式计算得放 

湿干燥速率 6： 

6 ： 

2 

4 测试结果及分析 

4 1 测试结果 

表 2 织物试 样导 湿性艟测试结果 

(1)液态水的传导性 

在液态水传导性能测试中，I组中的丙纶短纤维 

l 、2 及棉类的 3 、4 ，II组中的 6 ，毛细效应值较 

高，IV组中绒类的绒面毛细效应值很小 ，有的几乎 

为零。 

(2)透湿性 

从透湿性能 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I组 中 l 、2 

的湿阻值最小，且各丙纶短纤维类均较同组其他试 

样的湿 阻小。 

(3)保水性 

从织物的保水性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保水率非 

常有规律，纯棉织物如3 、4 、6 、10。的保水性较好， 

保水值非常接近，在3l一33附近，棉盖丙织物如7 、 

9 在2l一23，纯丙腈类织物如 1。、2 、5 、13 的保水 

性较差，保水值在 lO～l3范围，8 的值介于后两组 

之间。 

(4)放湿干燥性 

从织物的放湿干燥性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纯丙 

和棉盖丙织物在整体或同组的试样中干燥率均较 

高，纯棉类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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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果分析 

丙纶在标准温湿度 条件下 回潮率仅为 0．03％ ， 

几乎不吸湿，但其毛细效应值却很高，因而丙纶液态 

水传导主要靠芯吸效应 ，而芯吸能力的大小 叉主要 

取决于弯液面的压强大小，弯液面压强则与纤维在 

弯液面的曲率半径 有关。由于 1 、2 均为丙纶短纤 

维，纤维细度已达0．88 dtex，纤维很细易弯曲，曲率 

半径小，形成较大的弯液面压强引导液体上升 此 

外 ，由于纤维很细，纤维与纤维间形成较多的毛细管 

道，加上丙纶在成形加工时表面形成的淘槽增大 了 

纤维表面的比表面积 ，且丙纶形态尺寸差异不夫 ，形 

成的毛细管道较规则，也使其毛细效应较好。从结 

果 中还可以看出 1 、2 较 5 毛细效应值高，说明丙纶 

短纤维较长丝有更好的芯吸敛应 方面因为短纤 

维形成的弯液面多、附加压强 大、芯吸通道短 、芯吸 

速度快 ；另一方面可能是长丝的毛细通道太长、势能 

过高、附加压力不足以引导液体在短时间内上升。 

III组试样则 因后处理(上油 、上蜡 等)对结果稍有影 

响。IV组中绒类的绒面毛细效应值很小，可能是周 

为绒布反面均为拉绒，纤维被 一根根拉出伸直或无 

序排列 ，在垂直面无法形成 毛细通道或液 态水传输 

通道，有微弱毛细效应的绒面可能是纤维从液态水 

浓度较高的织物背 面的面组织吸收 的水分。I组中 

棉类的3 、4 毛细效应值较高，这是因为棉纤维本身 

是亲水性纤维 ，大量水分子被纤维吸收或 吸附而发 

生铺展迁移使其毛细效应值升 高。1 、2 的毛细效 

应值几乎与3 、4 相接近。 

就透温性而言，第一组单面织物其阻值最大的 

是棉类 ，居 中的是长丝 ，最小的是丙纶短纤维。这是 

由于丙纶短纤维的毛细作用使其很快将空气中的水 

分通过毛细管或纤维 、纱线 、织物问的空隙将水分透 

通到织物的另一面；同时由于丙纶本身几乎不吸湿 ， 

所以对水分的进一步通透没有阻力。而棉类由于其 

纤维本身的亲水性，吸水形成的势能梯度(内高外 

低)阻碍了水分子的进一步吸收通透 ，使得其温阻较 

大：双面织物中以棉盖丙，尤以表面为网眼组织的 

织物透温阻抗小，这是由于丙纶具有独特的芯吸效 

应而棉是亲水性纤维，这样的组织结构设计能使水 

分从丙纶织物 的一面迅速传递 到亲水性 织物 的 一 

面。若作为服装面料贴近皮肤穿着时，有利于迅速 

疏导人体产生的汗液而保持皮肤干燥舒适： 

就织物的保水性与放湿干燥性而言，纯丙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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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速率快是因为丙纶本身无亲水基团，不吸湿，但 

其有芯吸作用能传导水分，对于水分的吸收及蒸发 

均无阻碍作用 ，即既具有 良好的导湿性 叉具有 良好 

的放温性，保水性差。棉盖丙织物也表现出良好的 

导湿快干性能，尤以8 网眼织物最为突出，这类织物 

都是将疏水的丙纶作为内层、亲水的棉作为外层，通 

过丙纶的芯吸作用将液态水传递到外层亲水性织 

物，而产生 一个较大润湿面积使其蒸发干燥速率加 

快。纯棉织物在放湿时由于水分子与纤维分子的结 

台力阻碍了水分子的离去 ，加上放温时 的势能梯度 

(外高内低)也阻碍 T水分子的离去，这些都导致 了 

纯棉织物的放湿干燥速率较慢．保水性好： 

5 结 论 

细旦丙纶短纤维织物在湿传导性能方面有以下 

特点 ： 

(1)织物液态水传导能力几乎 与棉类织物接 

近，且较长丝织物要好。 

(2)透湿性能与织物组织结构关系密切，相近 

组织结构的单面织物中丙纶短纤维织物较棉的及长 

丝织物为好，双面织物以棉盖丙尤以表面为网眼组 

织的织物透湿性 好。 

(3)保水率与纤维类型密切相关，纯棉织物保 

水率较好，纯丙纶、腈纶类较差，棉丙类织物则介于 

两者之间。 

(4)放温干燥性能中，纯丙以棉盖丙织物较棉 

类织物要好，尤以网眼组织最为突出，且丙纶短纤维 

类优于其长丝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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