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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新方法研究细线密度丙纶织物单向导湿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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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一种新的测试方法，可以直接测试织物两表面的含水量，表征织物含水在两表面 

之间的运动方向．代替过去传统的方法来测量丙纶织物的单向导湿性能，能够量化含丙纶织 

物的单向导湿性能．用此方法将丙纶、纯棉织物及其混纺织物和棉／丙复合双层织物进行比 

较，发现针织棉盖丙织物是所有样品中单向导湿能力最好的，且远超过纯棉、涤棉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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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线密度、超细线密度丙纶纤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超疏水性、芯吸效应、比重小和超级柔软 

性能 ，该特点预示着丙纶纤维在一定的织物结构中能够具备优异的单向导湿性能 ，可以用于学生用服 

装、军用作训服、运动服等 ，为大运动量人群提供合适的服装．但是，丙纶纤维本身不吸湿，静电严重 ， 

表面滑腻，单纯用作织物用纤维会造成粘腻、闷热的不舒适感．一般情况下，在纺织服用领域，人们常 

将棉、丝等天然纤维与丙纶纤维制成混纺织物或者双层复合织物 ，以改善丙纶的穿着舒适性．改善穿 

着舒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织物的单向导湿性能，让接触人体皮肤的大量汗水能够尽快通过 

织物传递并挥发散失掉，保持皮肤的干爽和舒适．要具备单向导湿性能，织物必须有良好的芯吸效应． 

织物有 良好的润湿性和渗透性时称为织物的芯吸效果好n]．测试织物芯吸效果的方法很多，最常用的 

方法是毛细升高法，即将样品垂直悬入去离子水中，观察一定时间内样品内水分的毛细高度，毛细管 

中液态水上升高度 H可由(1)式表达【2]： 

H 一 2acosO／(R,og)． (1) 

式 中 Ⅳ为毛细效应高度(m)； 为液气界面张力(N／m)；0为固液接触角；R为毛细管当量半径(m)；P 

为液体密度(kg／m3)；g为液体所受的重力加速度(m／s2)． ’ 

规定时间内织物的毛细高度越大表示织物的毛细吸湿能力越强 ，毛细吸湿能力越强 ，只是说明该 

材料的吸湿能力好，并不意味着织物的单 向导湿能力越高．而如果该试样具备单 向导湿能力，其两个 

表面的毛细高度不同，高度差异越大，单向导湿性也越好，但这种方法人为误差较大，不能准确量化织 

物单 向导湿性能．本文中采用一种新方法 ——l、／Ⅱ、仃 系统 ，测量丙纶织物的单向导湿性能，并与纯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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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棉织物进行比较 ，以期为丙纶织物的应用开发提供更准确的科学依据．主要原理是，仪器 自动将一 

定量的水滴到测试织物的一个表面，织物两个表面的水含量可由传感器测试计算得出，仪器根据织物 

两个表面的含水量随着时间的变化来计算和比较织物的两表面含水量的相互转移情况，得到水的单 

向(JA一个表面到另一表面)传递方向、速度等信息，量化表征织物的单向导湿能力． 

1 实验部分 

(1) 实验方法 将试样平置于 MMT系统的样 品台上 ，系统 自动吸取一定量去离子水滴于待 

测织物上表面(所有织物下表面为棉)，MMT系统会通过织物两表面接触的 12个传感器，自动计算出 

规定时间(120 s)内样品上下表面含水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同时计算出样品的润湿时间、最大吸水 

率、最大润湿半径、扩散速率及单向导湿能力．织物测试过程中，采取全 自动模式，水量及取样位置和 

计算模式一致，不同试样之间的测试方法具有相对一致性，人为干扰较小，实验结果更加可靠． 

(2) 试样规格 本文所用的试样组成及其规格见表 1． 

表 1 织物样品组成及结构 

2 结果与讨论 

图 1，2分别给出两种样品的单向导湿性能 

测试结果，图中的 UB曲线分别表示织物上 

下表面的含湿曲线，两条曲线间的积分面积表 

征该织物的单 向导湿能力，各种样品单 向导湿 

性能具体测试值见表 2．表 2同时给出了织物 

的润湿时间、最大吸水率、最大润湿半径、扩散 

速率和单向传导能力．其他样品的测试结果见 

表 2． 

由图 1，2及表 2可知，该结构的纯丙纶织 

物单 向导湿能力很差，针织棉盖丙织物是所有 

样品中单 向导湿能力最好的，且远超过纯棉织 

物． 

究其原因，这是因为纯丙纶织物的两个表 

面之间不存在湿度梯度，丙纶纤维本身的润湿 

性能差且该织物结构致密，因此几乎不能发生 

单向导湿．丙纶纤维尤其是细线密度和超细线 

密度丙纶纤维虽然具有 良好的芯吸作用，可以 

发生从一个表面到另一表面的水传递 ，但是当 

织物两表面的位置互换后，其水传递方向不随 

织物表面位置而变，只是根据水量的位置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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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针织棉盖丙织物导湿曲线 

时间，s 

图 2 纯棉针织棉毛织物导湿曲线 

芯吸效应 ，因此不能称其具有单向导湿性能． 

3～5号样品均为棉／丙混纺织物 ，并且随丙纶含量的增加，织物的单 向导湿能力下降 ，这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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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往的研究嘲是相符的，棉／N复合织物中，丙纶含量在一定范围时，细线密度丙纶短纤维倾 向于分 

布于纱线的芯层，且丙纶在纱线中聚集，形成棉包丙纶的皮芯结构，增加织物的单向导湿能力(本部分 

工作另文介绍)．涤／棉混纺与涤盖棉织物都没有好的单向导湿性 ，这再次证明了细线密度丙纶具有的 

超疏水性和很强的芯吸能力对于织物单向导湿能力的贡献． 

由以上分析还可得出，织物的单向导湿性能除与纤维本身的性质有很大关系外，还与织物的结构 

密切相关 ，这是因为合理的结构能形成良好的导湿梯度，有助于水分的单向导出． 

表 2 各织物单向导湿能力比较 

3 结 论 

(1) 该测试方法可以量化判断织物的单向导湿能力． 

(2) 不经过表面处理的结构致密的纯丙织物两表面之间没有湿度梯度，不具备单 向导湿的条 

件，故单向导湿能力极差． 

(3) 棉盖丙复合织物具有很好的单向吸湿能力 ，水能够 由丙纶表面迅速传递到棉的表面，且吸 

湿能力明显高于纯棉及棉／丙混纺织物． 

(4) 织物结构对其单 向导湿能力影响很大，棉／丙混纺织物中丙纶含量的变化会影响它在纱线 

中的分布方式，因而会大大影响织物单向导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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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research method on one way transport 

capability of PET with fine density 

Z砸  G Chnva／ho，您 (=7 一 ，尬  X／a，et al 

(The Chemical Research Inst．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0，China) 

Abstract：A new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one way transport capability by measuring the water content of 

the two sides of fabrics．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way，this method can describe the capability exactly．By 

this way，the one way transport capability of PP／eotton and PET／cotton composite fabrics were tested．It was 

found that the one way transport capability of PP／eotton composite fabric was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s． 

Key words：composite fabric；one wa y transport capability ；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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