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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Ｔａｃｔｅｌ 是一种新型锦纶，不仅具有常规锦纶的特点，而且具有导湿快干性。 介绍了 Ｔａｃｔｅｌ 与甲壳素 ／棉混纺纱交织纬编

面料的开发流程。 利用 Ｔａｃｔｅｌ 与甲壳素 ／棉 ５０ ／ ５０ 混纺纱线交织，采用小提花组织，弱酸性染料上染纱线和柔软整理

工艺，形成了具有手感柔软、穿着舒适、风格独特，同时导湿快干、抗菌抑菌的纬编面料。
关键词： 交织织物； 纬编织物； 工艺参数； 染整； Ｔａｃｔｅｌ； 甲壳素

中图分类号： ＴＳ１８６．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２０４４（２０１８）０９⁃００１６⁃０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ｃｔｅｌ ／ ｃｈｉｔｉｎ ／ ｃｏｔｔｏｎ ｗｅｆｔ ｋｎｉｔｔｅｄ ｆａｂｒｉｃ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ｐｉｎｇ１，２，３， ＺＨＯＵ Ｒｏｎｇ１，２，３， ＹＡＯ Ｙｏｎｇｂｉａｏ１，２，３， ＳＨＩ Ｐａｎ’ｇｅ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ｅ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７， Ｃｈｉｎａ）
（２．Ｈｅ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ｅｎ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７， Ｃｈｉｎａ）

（３．Ｔｅｘｔｉｌｅ ａｎｄ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７，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ａｃｔｅｌ ｉｓ ａ ｎｅｗ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ｏｌｙａｍｉｄｅ ｆｉｂ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ｙａｍｉｄｅ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ｓｔ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ｉｃｋ ｄｒ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ｆｔ ｋｎｉｔｔｅｄ ｆａｂｒｉｃ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ａｃｔｅ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ｔｉｎ ／ ｃｏｔｔｏｎ （ ５０ ／ ５０）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ｙａｒｎ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ａｃｔｅ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ｔｉｎ ／ ｃｏｔｔｏｎ（５０ ／ ５０）ｂｌｅｎｄｅｄ ｙａｒｎ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ｊａｃｑｕａｒ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ｙ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ｗｅａｋ ａｃｉｄ ｄｙ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ｅｆｔ ｋｎｉｔｔｅｄ ｆａｂｒｉｃ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 ｇｏｏｄ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ｏｆｔ ｈａｎｄｌｅ， ｆａｓｔ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ｉｃｋ ｄｒｙ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ｆａｂｒｉｃ； ｗｅｆｔ ｋｎｉｔｅｄ ｆａｂｒ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ｙ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Ｔａｃｔｅｌ； ｃｈｉｔｉｎ

随着新材料在针织面料上的广泛应用［１］，运动休

闲服装市场不断扩大，人们对贴身服装面料的品质和

要求不断提高，不仅要求其穿着舒适、透气，便于运动，
还要具有导湿快干、抗菌等功能［２］。 锦纶是针织行业

常用的原料之一，由于其初始模量低，弹性较好，用于

贴体服装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锦纶容易产生静电，亲
肌肤性不够，因此产品使用受到了一定限制。 Ｔａｃｔｅｌ
是一种高品质新型锦纶，它不仅具有常规锦纶的特性，
同时还具有导湿快干性，被用来开发各种舒适类服

装［３］。 甲壳素纤维不仅具有抑菌作用［４］，同时也具有

良好的亲肌肤性。 本文采用 Ｔａｃｔｅｌ 长丝与甲壳素 ／棉
５０ ／ ５０ 混纺纱交织，取 Ｔａｃｔｅｌ 纤维质地轻盈，触感柔

软，弹性好，易于清洗，导湿快干，取纤维素纤维亲肌肤

性和吸湿、透气性良好等优点，以及甲壳素纤维良好的

抑菌性，形成集舒适性、功能性为一体的多功能纬编面料。

１　 试验设备
ＢＱＤＹＴＥＣ８ 型电脑提花机；机号 Ｅ２６，筒径 ３５．５６ 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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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英寸），路数 ８Ｆ，总针数 １ １５２ Ｎ。

２　 原料选择
Ａ 纱为 ７８ ｄｔｅｘ ／ ６８ ｆ Ｔａｃｔｅｌ ＤＴＹ 长丝，断裂强度

３０．８ ｃＮ ／ ｔｅｘ，断裂伸长率 １９．４％，回潮率 ４．３％；Ｂ 纱为

１４ ｔｅｘ 甲壳素 ／棉 ５０ ／ ５０ 混纺纱，捻度 ２０．５ 捻 ／ １０ ｃｍ，
断裂强度 １２． ４ ｃＮ ／ ｔｅｘ，回潮率 １１． ２％，断裂伸长率

６．１％。 可见，Ｔａｃｔｅｌ ＤＴＹ 长丝断裂强度高，伸长大，而
甲壳素 ／棉 ５０ ／ ５０ 纱线具有较好的吸湿性。

３　 编织工艺
３．１　 设计思路

根据原料特点，结合贴身服装面料的使用要求，设
计时以满足舒适性、功能性为主，兼顾外观。 采用小花

型满花设计，一方面可以形成素雅而富有变化的视觉

效果，另一方面便于不同原料的充分混合交织。
３．２　 组织设计

图 １ 为产品的组织设计图，其中图 １（ａ）为花纹图

案，设计构思来源于天然石材纹路，形成图示纹样。 其

中深色区域为底，组织见图 １（ｂ），灰色区域为花型区，
采用组织见图 １（ｃ），图 １（ ｄ）为最终产品的实物图。
图 ２ 为设计的另外两种花色，采用蓝灰或紫灰等色调，
形成仿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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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产品组织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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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花色产品实例

３．３　 工艺参数

导纱器设置为：１、３、５、７ 路喂入 Ａ 纱；２、４、６、８ 路

喂入 Ｂ 纱。 ８ 路密度电动机设定值为 ３０。 其他参数为

坯布幅宽 ３７．５ ｃｍ，坯布面密度 １３９．８ ｇ ／ ｍ２。
３．４　 工艺要点

在编织时，由于两种原料的力学性能差异较大，因
此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１）甲壳素 ／棉混纺纱的张力不宜过大，应小于

１．９９ ｃＮ（２ ｇ）；牵拉卷布张力应在保证织物顺利编织

的前提下，越小越好。
（２）根据纱线特点，织物组织生产时，针法上可采

用提花或集圈针法，但线圈指数不宜过大，特别是甲壳

素 ／棉混纺纱线，以防止出现破洞等织疵。
（３）单面提花织物反面浮线不宜过长，一般不超

过 ４～５ 针。 花型设计可以采用多种图案，但是尽量使

各种原料充分交织，同时也要考虑图案设计时的流行

元素。

４　 染整工艺
甲壳素 ／棉混纺纱具有纤维素纤维的染色特性，

Ｔａｃｔｅｌ 不耐强碱，两者交织时应注意染色性能的不同。
本文采用弱酸性染料对 Ｔａｃｔｅｌ 与甲壳素 ／棉混纺纱交

织面料染色，使 Ｔａｃｔｅｌ 获取正常染度，而甲壳素 ／棉混

纺纱上染量较少，这样一方面可以获得特殊的花型效

应，另一方面可以节约成本，同时符合节能降耗的产业

政策，形成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４．１　 工艺流程

前处理→染色→水洗→柔软整理→脱水→烘干

４．２　 前处理工艺

前处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甲壳素 ／棉混纺纱

上天然杂质的去除，二是化纤上油污等的去除。 采用

的工艺处方为：皂粉 ５ ｇ ／ Ｌ，纯碱 ５ ｇ ／ Ｌ，渗透剂 ０．１５ ｇ ／ Ｌ，
浴比 １ ∶ ２０，温度 ６５℃，时间 ３０ ｍｉｎ。
４．３　 染色工艺

４．３．１　 染色工艺曲线

染色工艺曲线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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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染色工艺曲线

４．３．２　 工艺处方

染色工艺：酸性染料（ｏｍｆ）１．０％，匀染剂 １．０ ｇ ／ Ｌ，
冰醋酸 １．０ ｇ ／ Ｌ，浴比 １ ∶ ２０，温度 ９８℃，时间 ６０ ｍｉｎ。

还原清洗工艺：皂粉 ４ ｇ ／ Ｌ，纯碱 ４ ｇ ／ Ｌ，浴比

１ ∶ ２０，温度 ８０℃，时间 ２０ ｍｉｎ。
４．４　 柔软整理

可采用常规的柔软整理工艺，但注意选用非离子

型整理剂，并且不含有其他功能整理成分，以保证设计

舒适性与功能性的实现。
４．５　 工艺要点

染料助剂必须按照规定时间加入，并且注意匀染

性和色牢度。
刚开始起染时，染料上染少，温度达到 ７０℃以后，

染料上染率增加，上染迅速，此时，应严格控制升温速

率。 同时染色时必须加入匀染剂，以保证染料上染均匀。
由于贴身服装面料产品对色牢度要求较高，染色

结束后，如果是深色面料一定要进行固色处理。

５　 结　 语
本文开发的 Ｔａｃｔｅｌ 长丝与甲壳素 ／棉 ５０ ／ ５０ 混纺

纱交织纬编面料，经过河南省纺织品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检验，产品质量良好，达到一等品要求。 产品外

☞（下转第 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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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试验结果分析
（１）牵切后羊毛纤维的有效长度相对减小，绝大

部分纤维被拉断，因此 ２０ ｍｍ 以下短绒率升高，纤维

的整齐度有所改善，长度变异系数有所降低。
（２）由于纤维在前区几乎不发生断裂，主要受到

机械拉伸作用，部分纤维在拉伸过程中被细化，但作用

较小，所以纤维的平均细度和细度离散系数略有下降。
（３）由于羊毛纤维具有毡缩性，在牵切过程中的

拉伸作用下，羊毛纤维收缩，使得羊毛纤维表面的鳞片

数、纤维的卷曲数增多，纤维卷曲回复率减弱。
（４）牵切前毛纤维存在纤维弱节，牵切过程中，纤

维大多会在纤维弱节处断裂，因此牵切后的羊毛纤维

相对强度有所改善，但由于牵切时受力的作用，再次拉

伸时的断裂伸长性能较差，弹性恢复性能也较差。
（５）牵切后纤维表面的鳞片结构微微起翘，并受

到细微的破坏。
（６）纤维表面的静摩擦总是大于动摩擦，由于羊

毛存在鳞片结构，羊毛纤维表面摩擦性能存在顺逆鳞

片方向差，逆鳞片摩擦因数总是较顺鳞片摩擦因数大，
且同种类型纤维与纤维间的摩擦大于纤维与钢辊之间

的摩擦。 经过牵切后，棉型毛纤维表面鳞片增多，纤维

表面的摩擦效应也相应增大。

４　 结　 语
棉型毛纤维经过牵切后，长度较毛型毛纤维短，细

度较小，在织成面料时纤维头端容易外露，且纤维表面

鳞片结构紧凑，卷曲数增多，使得纤维间的摩擦性能增

加，纤维间抱合力、互相锁结的能力提高。 面料在受到

外力摩擦时其表面外露的纤维更容易纠缠，纠缠成团

的毛球由于相互间的锁结及牵切过程中强度的改善而

附着在面料表面难以掉落。 在外力作用下，面料表面

形成毛球的速度大于毛球脱落的速度，因此，棉型毛针

织面料抗起毛起球性能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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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古朴自然，手感柔软，悬垂性好，吸湿透气。 同时，经
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测试中心测试，面料对金黄葡萄球

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均大于 ９０％，具有

良好的抑菌效果。 为了进行性能对比，将纯 Ｔａｃｔｅｌ 织
物、Ｔａｃｔｅｌ 与甲壳素 ／棉混纺纱交织织物、以及纯棉织

物在同样生产条件下进行织物性能测试，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面料性能测试

测试项目 Ｔａｃｔｅｌ Ｔａｃｔｅｌ 与甲壳
素 ／ 棉混纺纱交织 纯棉

面密度 ／ （ｇ·ｍ－２） １１４．９ １３９．８ １８２．７

起毛起球等级 ／ 级 ２ ４ ５

摩擦质量损失率 ／ ％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２２

水洗尺寸变化率 ／ ％
横向 －２．５ －４．５ －６

纵向 ２ ５ ８

芯吸高度 ／ ｍｍ １４０ １１０ ８０

抗静电性半衰时间 ／ ｓ ６．５ ２．５ １．５

透湿量 ／ ［ｇ·（ｍ２·ｄ） －１］ ４ ７００ ３ ６００ １ ８５０

表 １ 中的测试项目主要参照的标准是 ＧＢ ／
Ｔ１２７０４．１—２００９《纺织品 织物透湿性试验方法 第一部

分：吸湿法》、ＦＺ ／ Ｔ ０１０７１—２００８《纺织品 毛细效应试

验方法》、ＧＢ ／ Ｔ ２１１９６．３—２００７《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

物耐磨性的测定 第 ３ 部分：质量损失的测定》、ＧＢ ／ Ｔ
４８０２．１—２００８《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定 第 １
部分：圆轨迹法》、ＦＺ ／ Ｔ ０１０４２—１９９６《纺织材料静电

性能 静电压半衰期的测定》。
由表 １ 可见，Ｔａｃｔｅｌ 与甲壳素 ／棉 ５０ ／ ５０ 混纺纱交

织面料的力学性能好于纯棉织物，有较好的耐磨性、尺
寸稳定性，同时其抗静电性和抗起毛起球性较纯 Ｔａｃ⁃
ｔｅｌ 面料有所改善，表现出较好的湿舒适性，兼具亲肌

肤性和抗菌性，达到了设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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