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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仿真丝面料的织物性能测试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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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仿真丝织物与真丝织物的性能差异，采用规格相同的三种涤纶、粘胶和铜氨仿真丝织

物与真丝织物进行研究。首先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分析了涤纶、粘胶、铜氨和蚕丝纤维的表面形态，并

测试了纤维的力学性能。接着对这四种织物的顶破性能、透气性能、保暖性能和透湿性能进行了测

试，并采用 KES 风格仪对其基本风格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与真丝织物相比，涤纶仿真丝织

物的顶破性能、硬挺度、弯曲回复性能、压缩回复性能和拉伸性能较好; 粘胶仿真丝织物更加柔软和

蓬松; 铜氨仿真丝织物则拥有优越的悬垂性能和透湿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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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test and analysis of common silk-like fa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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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lk-like fabrics and silk fabrics，the polyester
silk-like fabric，viscose silk-like fabric，copper ammonia fabric and silk fabric with the same specifications were
studied． The surface morphology of the four kinds of fibers was analyzed by SEM． In addition，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four kinds of fibers were tested． Then， the bursting performance，water permeability， air
permeability and heat retention property were tested． Moreover，the KES instrument was also used to analyze their
fundamental style indexes． The results show that，compared with pure silk fabric，the polyester silk-like fabric has
better bursting，stiffness，bending recovery，compression recovery and tensile property． The viscose silk fabric is
softer and fluffier than silk fabric． The copper ammonia fabric has more excellent draping property and water
permeability．
Key words: silk-like fabrics; silk fabric; KES instruments; wearability; fabric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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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丝作为一种蛋白质纤维，由其制成的服装质

地柔软光滑，手感柔和。优越的吸湿、散湿性能被广

泛应用于夏天衬衫、睡衣、连衣裙面料，穿着凉爽舒

适。作为一种“保健纤维”，其含有人体所需的 18 种

氨基酸［1］，和人体皮肤所含氨基酸相差无几，能使皮

肤保持光滑，促进新陈代谢，广受人们的青睐。近年

来真丝产量大减，蚕丝作为服饰原料已经远远不能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这让那些以真丝织

物为主要产品的企业将目光转向仿真丝面料，使仿

真丝面料得到快速发展。涤纶仿真丝产品以其价格

—13—



第 55 卷 第 5 期
2018 年 5 月

Vol． 55，No． 5
May，2018

便宜、结实耐用和尺寸稳定性好等特点成为纺织品

市场上销量最大的纺织品之一。李峥运［2］对涤纶强

捻仿真丝织物从原料选型到成品织染工艺制定原理

及对常见问题的应对办法进行了探讨。陈秀敏等［3］

以细旦粘胶短纤维为原料，结合粘胶纤维吸湿性、透
气性良好的特点，通过纱线捻度与强力优化试验，生

产出具有真丝织物风格的高支强捻面料。而取自棉

花种子周边绒毛的铜氨纤维，则具有优良的悬垂、透
气透湿、抗静电等性能，并且拥有与真丝织物类似的

光泽和手感。薛华等［4］设计了两种规格的铜氨丝织

物，并对其基本性能进行了测试分析。
目前，仿真丝面料的研究以介绍生产流程、设计

工艺居多，对它们的服用性能及织物风格与真丝织

物对比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纤维结构性能

角度入手，分析了蚕丝纤维，涤纶短纤，粘胶短纤和

铜氨短纤的横、纵向结构及力学性能。将规格相同

的涤纶仿真丝面料、粘胶仿真丝面料、铜氨仿真丝面

料和真丝面料做对比，通过测试其力学性能、渗水性

能、保暖性能、透气性能和织物风格，比较研究了这

些仿真丝面料与真丝面料的性能差异，为企业后期

工艺研发和改进提供参考依据。

1 试 验
1． 1 原 料

采用相同规格的 3 种仿真丝面料和一种规格相

近的真丝面料( 吴江中迅纺织有限公司) ，对其顶破

性能、透气性能、保暖性能、透湿性能和织物风格进

行测试，试样规格如表 1 所示。
表 1 织物规格

Tab． 1 Specifications of fabrics

织物样品
原料细度 /dtex

经纱 纬纱

密度 / ( 根·2． 54 cm －1 )

经纱 纬纱
平方米质量 / ( g·m －2 ) 组织

真丝 ( 22． 2 /24． 4) × 2 ( 22． 2 /24． 4) × 2 138 88 58 平纹

粘胶仿真丝 55． 5 55． 5 142 90 65 平纹

涤纶仿真丝 55． 5 55． 5 142 90 63 平纹

铜氨仿真丝 55． 5 55． 5 142 90 61 平纹

1． 2 测试仪器

Y172 型切片器、HD 026N + 电子织物强力仪( 南

通宏大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SU1510 型扫描电镜( 日

本日立公司) ，2XA 型生物显微镜 ( 上海光学仪器

厂) ，YG 004 型电子单纤维强力机( 常州市第一纺织

设备有限公司) ，YG( B) 461E-Ⅲ型数字式织物透气

量仪、YG 601H 电脑型织物透湿仪、YG 606 织物保温

性试验仪( 宁波纺织仪器厂) ，KES 织物风格仪( 日本

KES 加多技术有限公司) 。
1． 3 测试方法

1． 3． 1 纤维形态观察

采用 Y172 型切片器将蚕丝纤维、涤纶短纤、粘

胶短纤和铜氨短纤进行切片，然后将被切片向上的

样品放置在载玻片上采用 SU1510 型扫描电镜进行

横向观察。选取适量纤维均匀平铺于导电胶布上采

用 SU1510 型扫描电镜进行纵向观察。
1． 3． 2 纤维强力测试

纤维细度测试参照 FZ /T 01101—2008《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测定 物理法》，采用 2XA 型生物显微镜

测试纤维直径，换算成线密度，每种纤维测试 20 根

然后取平均值。采用 YG 004 型电子单纤维强力机

测试纤维强力，各项参数分别设置为: 夹持距离为

10 mm，夹持速度为 10 mm /min，预加张力为 0． 1 cN，

纤维细度为各自线密度。测试纤维断裂强力、断裂

伸长等参数，每种测试 20 次，取平均值。
1． 3． 3 透气性测试

织物透气性测试参照 GB /T 5453—1997《纺织品

织物透气性的测定》，采用 YG( B) 461E-Ⅲ型数字式

织物 透 气 量 仪，分 别 设 置 实 验 参 数 为: 试 样 尺 寸

20 cm2，试样两侧压差 200 Pa。在温度为 20 ℃，相对

湿度为 65%的室内条件下重复测试同一样品的不同

部位 10 次，取平均值。
1． 3． 4 顶破性能测试

织物顶破性能根据 GB /T 19976—2005《纺织品

顶破强力的测定 钢球法》，采用 HD026N + 电子织物

强力仪，选 取 同 一 块 织 物 不 同 部 位 的 5 个 直 径 为

45 mm的圆形试样，在温度为 20 ℃，相对湿度为 65%
的室内条件下重复测试，取平均值。
1． 3． 5 透湿性能测试

织物透湿性能按照 GB /T 12704． 1—2009《纺织

品 织物透湿性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 吸湿法》采用 YG
601H 电 脑 型 织 物 透 湿 仪 进 行 测 试。试 样 直 径

—23—



Vol． 55，No． 5
May，2018

第 55 卷 第 5 期
2018 年 5 月

70 mm，试验时间 1 h，每种样品至少剪取 3 块试样，

取平均值。试样在标准大气条件下调湿。
1． 3． 6 保暖性能测试

织物保暖性能根据 GB /T 11048—1989《纺织品

保温性能试验方法》，设置参数温度 36 ℃，加热周期

5 次，预加热时间 30 min。采用 YG 606 织物保温性

试验仪测得织物的保温率和热传系数。
1． 3． 7 织物风格测试

织物风格根据 FZ /T 01054． 1—1999《织物风格

试验方法总则》，首先将所测样布放置在室温 20 ℃，

相对湿度 65%的标准环境下预调湿 48 h，接着在同

一块样布上选取 3 块 20 cm × 20 cm 的试样，采用

KES 风格仪分别测试拉伸性能、压缩性能、剪切性

能、表面摩擦性能，测试 3 次取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 1 表面形态分析

纤维横纵向 SEM 图，如图 1 所示。蚕丝纤维横

截面为不规则三角形，光泽优雅，并且带有细微沟

槽，独特的三角形截面使蚕丝纤维具有优良的变形

恢复性能。纵向光滑，使纤维相互摩擦时有特有的

“丝鸣”现象。粘胶纤维横截面为锯齿形，有皮芯结

构。纵向有多根沟槽，呈波动形。这种结构能使光

的漫反射和散射增大，减少镜面反射，从而使光线变

柔和并且使织物有良好的导汗透湿性能。涤纶和大

多数熔体纺丝的合成纤维类似，纤维横向为圆形，纵

向表面光滑。所以涤纶纤维在无张力的情况下抱合

力和透气性能较差。铜氨纤维横截面无皮芯结构且

具有多样性，有和涤纶类似的圆形，也有不规则的多

边形。这种异形截面一般蓬松度较好，压缩弹性模

量高，纤维之间空隙也比一般圆形截面大，透气性能

较好。纵向表面光滑使其具有真丝般的光泽。
所以，为了达到更好的仿真丝效果，可以从纤维

截面角度入手，使纤维截面异形化，纺制三角形的横

截面，从而达到仿真丝效果。

图 1 纤维表面形态 SEM 图

Fig． 1 SEM photo of fibers surface morphology structure

2． 2 纤维力学性能分析

纤维是组成一款织物的最基本单元［5］，纤维的

力学性能是影响织物面料服用性能和风格的最基础

因素之一。纤维的力学性能测试结果如表 2 所示。
在这 4 种纤维中，由于涤纶纤维分子链存在折叠和

伸展链片晶，在适当温度下，分子链可完全伸直，形成
表 2 纤维的力学性能

Tab． 2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fibers

纤维种类 线密度 /dtex 断裂伸长率 /% 断裂强力 /cN 初始模量 / ( cN·dtex －1 ) 断裂强度 / ( cN·dtex －1 )

蚕丝 1． 20 19． 90 3． 84 66． 80 3． 20
涤纶 1． 49 25． 00 6． 97 100． 70 4． 68
粘胶 1． 33 16． 80 2． 55 53． 00 1． 92
铜氨 1． 19 7． 90 2． 94 74． 00 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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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链原纤状结晶［5］，不仅取向度高，结晶度也高，

使涤纶纤维拥有高强、高模和高伸长的力学特征。
因此涤纶纤维织物一般显得硬挺而坚韧。而粘胶纤

维的结晶度较低，约为 30% ～ 35%，取向度也较低，

在 54%左右。因此，粘胶纤维的断裂伸长率中等，断

裂强力和初始模量较弱，构成的织物软而弱。而铜

氨纤维的聚合度 ( 约 66． 8% ) 和取向度 ( 约83． 7% )

较粘胶纤维高，而且铜氨纤维经过高度拉伸，大分子

的取向度较好，纤维细度小。所以，铜氨纤维强度和

模量都好于粘胶纤维，但断裂伸长较差，由其制成的

面料软而强韧。蚕丝纤维在天然纺织纤维中强度偏

高，断裂伸长率、初始模量也较一般天然纤维要高，

属于强韧纤维。这 3 种仿真丝纤维中，铜氨纤维的

力学性能和蚕丝纤维最为接近。
2． 3 织物服用性能分析

织物的服用性能包括基本性能和舒适性能两大

类。而本文所选用的 4 种面料多用于夏季服饰，所

以只对其顶破性能、透气性能、保暖性能和透湿性能

这四项性能进行测试分析。织物服用性能测试结果

如表 3 所示。为了更直观地比较仿真丝织物和真丝

织物之间的服用性能差异，将各个性能参数值与各

自最大值的比值做雷达图，如图 2 所示。
表 3 织物服用性能测试结果

Tab． 3 Test result of wearability of fabric

织物种类 透气率 / ( mm·s － 1 ) 顶破强力 /N 透湿率 / ( g·m2·d) － 1 保温率 /% 热传系数 / ( W·( m2·℃ ) － 1 )

真丝 1 625 358． 5 5 447． 3 10． 57 133． 1
涤纶仿真丝 1 017 432． 0 4 395． 2 7． 06 264． 6
粘胶仿真丝 1 556 217． 3 5 602． 8 9． 10 145． 3
铜氨仿真丝 1 457 313． 4 5 771． 8 8． 21 189． 1

图 2 试样雷达图

Fig． 2 Radar chart of samples

2． 3． 1 织物顶破性能分析

织物顶破性能是织物服用方面衡量织物机械性

能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结合表 2 和表 3 可知，仿真

丝织物的顶破性能和构成纤维的断裂强度成正比，

断裂强度越大，顶破强力越大。因此，仿真丝涤纶面

料的顶破强力要远大于其他三种面料，而铜氨仿真

丝面料的顶破强力和真丝织物最为接近。所以，四

组织物的顶破性能表现为: 涤纶仿真丝织物 ＞ 真丝

织物 ＞ 铜氨仿真丝织物 ＞ 粘胶仿真丝织物。
2． 3． 2 织物透湿性能分析

织物的服用性能对一款面料的用途有着重要的

意义。真丝面料因为其优良的吸湿透气性能，多用

于夏季女士服装。而织物的透湿性能主要和织物的

密度、纤维的吸湿量有关。在织物规格大体相同的

情况下，织物的吸湿性能就起了决定作用。铜氨纤

维和粘胶纤维是再生纤维素纤维，蚕丝是天然纤维

素纤维，它们拥有大量的亲水基团，使这三种纤维有

良好的吸湿性能。在标准状态下，铜氨纤维的回潮

率约为 12% ～13． 5%，吸湿性比蚕丝纤维好，与粘胶

纤维相近，但吸水量和吸水膨胀率比粘胶纤维高［5］。
由于涤纶纤维亲水基团少，纤维表面缝隙和空洞也

较少，导致了其面料吸湿性能差。结合表 3 和图 2 可

知，四组织物的透湿性能为: 铜氨仿真丝织物 ＞ 粘胶

仿真丝织物 ＞ 真丝织物 ＞ 涤纶仿真丝织物。铜氨仿

真丝面料和粘胶仿真丝面料的透湿性能甚至比真丝

面料更优异，涤纶仿真丝面料透湿性能还有待提高。
2． 3． 3 织物透气性能分析

作为夏季用面料，织物的透气性能则是影响人

体舒适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真丝织物中每根

蚕丝包含许多根微细单丝纤维，使它拥有较大的比

表面积。同时在丝原纤维的聚集体中，微细空隙拥

有较高的空隙率，因此使真丝织物具有出众的透气

性能［6］。而异形截面纤维由于截面复杂，纤维之间

会相互影响靠近，接触概率较圆形截面纤维低，使蓬

松度和透气性能好。因此，结合图 1 纤维横截面形

态可知，涤纶仿真丝面料的透气性能较差，而粘胶仿

真丝面料和铜氨仿真丝面料的透气性能则可以媲美

真丝织物。所以结合图 2 可知，这四种织物的透气

性能为: 真丝织物 ＞ 粘胶仿真丝织物 ＞ 铜氨仿真丝

织物 ＞ 涤纶仿真丝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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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织物保暖性能分析

织物的保温率和热传系数能直接反映一款织物

的保暖性能，热传系数表示织物传导热的快慢。结

合图 2 和表 3 可知，涤纶仿真丝织物的热传系数最

大，铜氨仿真丝织物和粘胶仿真丝织物次之，蚕丝纤

维热传系数最小。所以，保暖性能表现为: 真丝织物

好于粘胶仿真丝织物，好于铜氨仿真丝织物，而涤纶

仿真丝织物保暖性最差。虽然真丝织物的保温率

高，但是夏季温度普遍偏高，所以真丝织物从外界向

人体传递热量的速度慢，升温也慢，意味着可以对人

体起到一定的隔热保护作用，有助于防暑。另外，由

于真丝织物具有优秀的透湿、透气性能，它仍然是制

作夏季服装的首选面料。
由图 2 织物服用性能雷达图可知，涤纶仿真丝

织物的整体服用性能和真丝织物相差最大，作为夏

季面料，在透气性和透湿性能上还有待提高，以保证

身体的热气和汗液能够快速排出，改善人体舒适度。
粘胶仿真丝织物和铜氨仿真丝织物在服用性能上基

本可以媲美真丝织物，透湿性能甚至比真丝织物更

好。但是，粘胶仿真丝织物的顶破性能较差，影响织

物的使用寿命。铜氨仿真丝织物的透气性能和保暖

隔热性能较差，作为夏季服用面料，还有值得研究改

善的地方。
2． 4 KES 织物风格分析

织物风格是织物本身所固有的，作用于人的感

官所产生的综合效应［7］。目前，通过主观接触评价

真丝织物和仿真丝织物织物风格的方法主观性太严

重。因此，本文通过使用 KES 风格仪用数据直观对

比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KES 织物风格仪测试结果

见表 4。

表 4 KES 织物风格仪测试结果

Tab． 4 Test results of KES fabric instrument

织物

种类

拉伸性能

拉伸线

性度 LT

拉伸比功

WT/ ( cN·
cm·cm －2 )

拉伸功回

复率 RT /
%

剪切性能
剪切刚度

G/ ( cN·
cm －1·( °) － 1 )

0． 5°剪切滞

后量 2HG/

( cN·cm －1 )

5°剪切滞

后量 2HG5 /

( cN·cm －1 )

弯曲性能
弯曲刚度

B / ( cN·
cm2·cm －1 )

0． 5°弯曲滞

后矩 2HB /

( cN·cm·cm －1 )

真丝 0． 657 0 10． 575 50． 855 1． 065 0． 700 1． 215 0． 018 10 0． 010 80
涤纶仿

真丝
0． 720 5 8． 560 52． 710 1． 225 2． 015 2． 190 0． 019 05 0． 008 25

粘胶仿

真丝
0． 560 5 12． 925 42． 485 0． 900 0． 280 0． 390 0． 015 85 0． 022 35

铜氨仿

真丝
0． 585 0 12． 775 45． 680 0． 925 0． 170 0． 180 0． 016 35 0． 020 45

织物

种类

压缩性能

压缩线

性度 LC

压缩比功

WC/ ( cN·
cm·cm －2 )

压缩功回

复率 RC /
%

0． 5N /cm2 下的

厚度 To /mm

表面摩擦性能

动摩擦平均

系数 MIU
摩擦系数平

均偏差 MMD
表面粗糙

度 SMD/μm

真丝 0． 422 0． 042 0 81． 69 0． 208 0． 132 1 0． 008 1 2． 381

涤纶仿真丝 0． 472 0． 039 3 87． 85 0． 283 0． 163 2 0． 022 9 3． 019

粘胶仿真丝 0． 413 0． 043 3 85． 55 0． 234 0． 137 1 0． 009 5 2． 751

铜氨仿真丝 0． 453 0． 040 1 78． 87 0． 198 0． 158 0 0． 014 8 2． 906

2． 4． 1 织物剪切、弯曲性能分析

织物的弯曲性能和剪切性能共同决定了织物刚

柔性能［8］。1) 织物的弯曲刚度 B 和剪切刚度 G 越

大，说明织物在低应力下抵抗弯曲变形和剪切变形

的能力越强，织物越硬挺，织物的柔软性较差。由表

2 可知，涤纶纤维的初始模量最大，说明涤纶纤维在

小应力下刚度大，不易变形。所以涤纶仿真丝织物

的硬挺度较好，但柔软性差。粘胶纤维由于初始模

量最小，使粘胶仿真丝织物拥有良好的柔软性。另

外由于铜氨纤维在这 4 种纤维中细度最小，所以，铜

氨仿真丝织物的弯曲刚度和剪切刚度小于涤纶织物

和真丝织物，织物较轻薄柔软。所以织物的硬挺度

表现为: 涤纶仿真丝织物 ＞ 真丝织物 ＞ 铜氨仿真丝

织物 ＞ 粘胶仿真丝织物。2) 而随着 0． 5°剪切滞后量

2HG 和 5°剪切滞后量 2HG5 的变小，织物的悬垂性

能越好。由表 4 可知，铜氨仿真丝织物和粘胶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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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物的悬垂性要好于真丝织物，由它们制作的服

装具有 飘 逸 感。涤 纶 仿 真 丝 织 物 的 悬 垂 性 最 差。
3) 2HB代表织物在弯曲形变中的粘性大小，其值越

小，则面料发生弯曲形变之后的回复力越强。随着

弯曲刚度的变大，织物更容易回复到原来位置。所

以，这 4 种面料的弯曲回复性能表现为: 涤纶仿真丝

织物的弯曲回复性能最好，真丝织物稍差，而粘胶仿

真丝面料和铜氨仿真丝织物和前两种面料还有一定

差距，织物的保形性差，容易起褶皱。
2． 4． 2 织物拉伸性能分析

拉伸线性度 LT 代表织物拉伸曲线的屈曲程度。
而拉伸比功 WT 反映织物对拉伸变形的抵抗能力，

WT 数值越小，织物越不易变形［9-10］。结合表 2 和

表 4可知，织物的拉伸性能和纤维的断裂强度有关。
纤维的断裂强度越大，织物抵抗拉伸的能力就越强。
因此随着纤维断裂强度的变大，LT 值随之变大，WT
随之减小。所以，涤纶仿真丝抵抗拉伸变形的能力

最强，真丝织物和铜氨仿真丝织物次之，粘胶仿真丝

织物抵抗拉伸变形能力最差。而织物的拉伸回复率

和纤维的断裂伸长率有关。当织物受力拉伸，纤维

断裂伸长率大的纤维织成的织物，不容易断裂，更容

易回复到原来的位置，织物的拉伸回复率越好。但

是其中粘胶纤维的强度低，拉伸时容易断裂，拉伸回

复性差。因此，这四款仿真丝织物的拉伸回复性能

表现为: 涤纶仿真丝织物 ＞ 真丝织物 ＞ 铜氨仿真丝

织物 ＞ 粘胶仿真丝织物。相比起其他三种仿真丝织

物，涤纶仿真丝织物的力学性能更好，结合它的服用

性能，更适合制作秋季运动外套。
2． 4． 3 织物压缩性能分析

织物的压缩性能反映了一款织物的蓬松性能。
1) 压缩线性度 LC 代表织物压缩曲线的屈曲程度，

WC 代表压缩过程中外力对单位面积试样做的功，即

织物的松软感，WC 值越大，织物越蓬松。如表 4 可

知，粘胶仿真丝面料的蓬松感最好，真丝面料次之，

铜氨仿真丝面料稍好于涤纶仿真丝面料，涤纶仿真

丝面料的蓬松感最差。这是因为织物的蓬松感主要

和纤维的横截面形状有关。一般情况下，异形纤维

的覆盖性、蓬松性要比圆形截面要好，并且异形纤维

截面越复杂，纤维及织物的蓬松性就越好。可见，粘

胶仿真丝织物相比起真丝织物更加松软，除适用作

衣料外还可织制被面和装饰织物。2 ) 压缩回复率

RC 代表织物的压缩回复程度，RC 越大，织物的压缩

回复性能越好。由表 4 可知，织物的压缩回复率主

要还是和 0． 5 N /cm2 织物的厚度 To 有关。随着织物

厚度的增加，压缩回复率随之增大，所以压缩回复性

表现为: 涤纶仿真丝织物 ＞ 粘胶仿真丝织物 ＞ 真丝

织物 ＞ 铜氨仿真丝织物。
2． 4． 4 织物表面摩擦性能分析

织物表面摩擦性能由动摩擦平均系数 MIU、摩

擦系数平均偏差 MMD 和表面粗糙度 SMD 三者共同

决定。由表 4 可知，涤纶仿真丝织物的动摩擦平均

系数 MIU 要大于其他三种织物，布面粗糙。这是因

为涤纶纤维横截面为圆形，在无张力情况下，纤维间

扭曲趋势不明显，抱合力弱，使涤纶仿真丝面料容易

起毛起球，导致织物表面摩擦系数大，布面显粗糙。
而铜氨纤维的横截面形状为多边形，因此铜氨仿真

丝面料则稍好于涤纶仿真丝面料。另一方面，从纤

维的纵向结构来看，蚕丝纤维纵向光滑且具有丝胶，

而粘胶纤维横向呈波动形，纵向有多根沟槽，表面较

蚕丝纤维粗糙。因此，真丝织物的动摩擦平均系数

MIU、摩擦系数平均偏差 MMD 和表面粗糙度 SMD 都

比粘胶仿真丝面料小。所以，呈现在面料上真丝织

物的光滑性能最好，粘胶仿真丝面料和铜氨仿真丝

面料次之，涤纶仿真丝面料光滑性最差。
综上所述，铜氨仿真丝织物滑爽、悬垂性好的特

点，使其成为高档服装里料的重要品种，特别是在高

档西装上的应用，使人感受至尊体验。而铜氨无刺

激柔和的特性也常被用于内衣面料。粘胶仿真丝织

物，柔软适宜制做内衣、外衣和各种装饰用品。但是

鉴于其蓬松柔软，力学性能较差的特点，除适用于衣

料外还可织制被面和各种填充物。涤纶仿真丝织物

挺括而强韧，具有抗皱性和保形性好的优点，但是手

感刚硬生涩，悬垂性差。因此，相比于其他三种织

物，涤纶仿真丝织物更适合做外套服装、各类箱包和

帐篷等户外用品。而真丝织物无愧于纺织品中“皇

后”的美名，综合了其他三种仿真丝面料的各种优

点，柔软滑爽，保形性优，美丽轻盈极具飘逸感，被广

泛应用于夏天衬衫、睡衣、连衣裙面料和各种真丝围

巾等高档服装。

3 结 论
1) 本文从纤维角度入手，通过观察纤维横纵截

面，蚕丝纤维横向不规则三角形，纵向表面光滑的独

特结构，是其具有优雅光泽，良好手感和透气性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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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能的主要原因。而在纤维力学性能方面，涤纶

纤维的力学性能最好，铜氨纤维的力学性能和蚕丝

纤维最接近。
2) 通过测试这四种面料服用性能可知: 涤纶仿

真丝织物的顶破性能最好，真丝织物的保温隔热性

能和透气性能最优。铜氨仿真丝织物和粘胶仿真丝

织物的透气性能可以媲美真丝织物，透湿性能甚至

比真丝面料更优异。
3) 通过分析 KES 织物风格仪测试结果可知: 粘

胶仿真丝织物拥有良好的柔软性能和蓬松感; 涤纶

仿真丝织物的硬挺度、弯曲回复性能、压缩回复性能

和拉伸性能较好; 真丝织物的表面摩擦性能最好，集

各性能于一身手感出众; 而铜氨纤维则拥有优越的

悬垂性能。
虽然这三种仿真丝织物拥有许多优良的特性，

但是也存在一些缺点，相比真丝织物出众的性能还

有一定差距。为了达到更好的仿真丝效果，在不改

变自身优势的前提下，涤纶仿真丝织物可以通过改

变喷丝孔形状来改变其透湿、透气性能。通过增加

横截面孔洞来改善其柔软性能。而粘胶仿真丝织物

和铜氨仿真丝织物则可以通过和竹纤维、棉纤维等

纤维混纺来改善其保形性差的缺点，从而达到甚至

超过真丝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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