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第 ４６ 卷 ． 第 １２ 期

Ｖｏ ｌ ．４６Ｎ〇 ． １ ２
，

２０１ ８

ＳＨＡＮＧＨＡ ＩＴＥＸＴＩＬ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上海纺织科技｜

专题论坛＼

ｌ

藕丝纤维织物的服用性能测试与评价

朱晓琳、 刘娇娇
２

，
张家琳

３

（ １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 广东 广州 ５ １＿ ）

（
２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

江苏 无锡 ２ １ ４ １２２
；３

．江南大学 ，
江苏 无锡 ２ １４ １ ２２

）

摘 要 ： 对藕丝纤维织物的服用性能进行了测试
，

主要从耐用性能与舒适性能两方面来评价 。 与竹纤维织物 、苎麻织物进行

比较
，

结果表 明
：
藕丝纤维织物的拉伸性能 、保温性能优良 ，

可以满足藕丝纤维织物服用 的基本要求 ；藕丝纤维织物的

悬垂性和透气性能好
，
织物风格鲜明

，
穿着舒适性 良好 ；

但其耐磨性能较差
，
需进

一

步从纤维原料及纺织工艺等方面

进行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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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人们愈发关注环保型纤维的开发与研究 ，

开始更多地关注以植物为原料的天然纤维 。 继大豆蛋

白纤维和竹纤维之后
，
我国又 自主开发了

一种新型纤

维——藕丝纤维 。 藕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和温带地区
，

是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 。 藕丝纤维就是从荷花的茎秆

中提取
，

再经过一系列诸如浸渍 、脱胶等工艺而制成的

纤维 。 藕丝经过处理后呈浅棕色 ，长度在 ３０ ￣ ５０ｍｍ
，

手感略硬
［

１
］

。 藕丝纤维 中 含有 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

微量元素 ，并且具有 良好的排汗 、 防臭 和抗霉杀菌功

能
［

２
］

〇

目前
，
人们对藕丝纤维的研究已有不少

，
但是对其

织物性能的研究和报道还不多 。 本文将 自行制取加工

的藕丝纤维织物与竹纤维织物 、苎麻织物进行了
一

系

列的性能测试
，
对其耐用性能和舒适性能做了对 比分

析 ， 旨在探讨藕丝纤维面料的服用性能并挖掘其特性
，

以期为藕丝纤维织物的开发提供
一

定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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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试验材料

本文选取藕丝纤维织物和 同为天然纤维的竹纤维

织物 、
苎麻织物作对 比试验 ，对比试样的组织结构均为

平纹 ，
且织物厚度 、

经纬密度等参数相近 ，
其规格参数

见表 １ 。

表 １３ 种织物的成品规格参数

试样
编４

织物

名称
面密度

／
（ ｇ

？ｍ
＇２

）

纱线线
密度／

＾

ｔｅｘ

厚度
／ｍｍ

密度

／
［
根 ？

（
１ ０ｃｍ

）

＿

ｔ

 ］

经向 纬 向

ｉ

＃ 藕丝纤维织物 ２３０ ．７７ ９８ ． ５ １ ． ５５ １０１ ８０

２
＃ 竹纤维织物 １ ７３ ． ５ １ ６０ ． ３ ０ ． ８８ １ ２５ ９９

３
＃ 苎麻织物

１
９９ ．７３ ８ ７ ．５ ０．９６ １ １ ３ １０６

１ ．２ 测试指标与方法

１ ．２ ．１ 耐磨性

根据 ＧＢ／Ｔ２ １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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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测

试 。 采用 Ｙ５２２Ｎ 型泰伯 式织 物耐磨试 验仪
，

选择

２５０
ｇ的加压重锤与 Ａ

－

１５０ 型砂轮对 ３ 种织物进行测

试。 运转速度为 ６０ｒ／ｍ ｉｎ
，
磨损转数为 １ ５０ｉ

？

， 对每种

织物测试 ５ 次 ，结果取平均值 。 以质量损失率作为评

定织物耐磨性的指标。

１ ．２ ．２ 织物强力

根据 ＩＳＯ１ ３９３４
—

１ 《织物拉伸强力 测试 》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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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次数欣

图 １３ 种织物的耐磨性比较

由 图 １ 可知
，

３ 种织物的耐磨性的排序为 ： 竹纤维

织物 

＞
芒麻织物 

＞ 藕丝纤维织物 。 摩擦损失率最高 的

一直是藕丝纤维织物 ，
经过 １ ５０ 次摩擦后其试样几近

完全被磨损
；
而芒麻织物经过 １００ 次摩擦后出现破损

，

导致试样质量开始严重损失 ；
竹纤维织物 的摩擦损失

相对较小 ，耐磨性能最好 。 决定织物耐磨性能的主要

因素是纤维的弹性冋复率 、 断裂伸长率和断裂比功
，

织

物在磨损过程中最主要的破坏形式是纤维因疲劳而发

生断裂 。 芒麻纤维的截面为特殊的腰 圆形 ，
这使得纱

线的结构比较紧密 ，
织物受到摩擦时纤维不容易从纱

线 中抽出 。 另外苎麻纤维长度较长 ，纤维间抱合力大 ，

因 此苎麻纤维强度较大 ，
苎麻 织物 的耐磨性 能较

好
［ ３ ］

。 竹纤维织物中只含有少量短纤维 ，
可是纤维强

度低
，
多次磨损会导致部分纤维脱落

，

最终必然将发生

局部解体 竹纤维织物的耐磨性相对良好 。 藕丝纤

维本身断裂强度高
，

因为其大分子排列整 齐
，
分子之

间 的作用力大 ，
但是由 于藕丝纤维束 团是用物理方法

将荷叶茎秆折断
，
然后将抽取拉伸后获得

一

定长度的

藕丝纤维进行搓捻和叠合获得的 ，
所 以纱线的结构不

紧密 ，藕丝纤维的耐磨性较苎麻织物 、竹纤维织物差。

２ ．２ 拉伸性能

３ 种织物的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测试结果见表

２
。 可 以看出 ，藕丝纤维织物的断裂强力优于竹纤维织

物 ，仅次于苎麻织物 ；藕丝纤维织物断裂伸长率与苎麻

织物相近
，

比竹纤维织物小 。 藕丝纤维的断裂强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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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Ｎ〇 ． １ ２
，
２０ １ ８

—

ｍ
７

ｘ ｌ 〇〇％（
１

）

ｍ
ｘ

式 中
：

取——织物的摩擦损失率
；

ｍ
，

——织物摩擦前的质量
；

ｍ２

——织物摩擦后的质量

从式 （
１

） 中可以看出 ，
织物 的质量损失率越小

，
表

示织物的耐磨性能越好
［

３
］

。 ３ 种织物的耐磨性见图 １ 。

８ Ｉ专题论坛

ＹＧ（
Ｂ

）
０２６Ｄ － ２５０ 型强力测试仪对织物强力 进行测

试 。 织物规格 ２００ｍｍ ｘ ５０ｍｍ
，
夹持距离 １ ００ｍｍ

，
拉

伸速度 １ ００ｍｍ／ｍｉｎ
，
对每种织物测试 ５ 次 ，结果取平

均值 。 以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作为评定织物强力的

指标 。

１
．
２

．３ 悬垂性

根据 ＦＺ／Ｔ０ １０４５— １ ９９６
《织物悬垂性实验方法》

进行测试。 织物悬垂性是用来反映织物悬垂形态和悬

垂程度的指标
，
是影响衣物视觉美感的

一

个主要因素 。

悬垂性能良好的织物手感会较为柔软 ，
贴身性好 。 悬

垂性能测试仪选用温州纺织仪器厂生产的 ＹＧ８ １ １ 型

织物悬垂性测定仪
，
将织物剪成半径为 １ ２ｃｍ 的圆形

试样进行测试 ，
选用悬垂系数作为评定织物悬垂性 的

指标 。

１
．
２

．
４ 透气性

根据 ＧＢ／Ｔ５４５３— １９９７ 《纺织品织 物透气性 的测

定 》 ，
选用 ＹＧ （

Ｂ
）
４６ １ Ｅ 型数字式织物透气性能测定仪

进行测试。 先设定好试验参数 ， 然后将织物夹持在织

物透气性能测定仪的进气孔上 ，使织物两面达到规定

的压差来测定织物的透气率 。 在单位时 间 内
，

织物两

面在规定压差下垂直流过单位面积织物的气流量被称

为透气率 ，

一

般用透气率来表征织物 的透气性 。

１ ．２ ．５ 保温性

根据 ＧＢ１ １ ０４８
—２００８ 《纺织品 保温性能试验方

法 》 ，选用 ＹＧ６０６ 型平板式保温仪进行测试。 将加热

上限设为 ３６ ． ０１
，
下限设为 ３ ５ ． ９１

，
预热 １８００ｓ

，
循环

试验 ５ 次 。 试验方法 ：将试样置于试验板上
，
用 电热使

底板 、试验板以及护板保持
一

样的温度 ，
通过不停地通

断电来维持恒温 ，
使试验板只能从试样方向散发热量 。

记录一定时间内试验板维持恒温所需要的加热时间 ，

计算织物的保温率 、克罗值和导热系数 ，
用其来表征织

物保温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
１ 耐磨性

织物耐磨性指的是织物抵抗摩擦而损坏的性能 。

服用织物在穿着过程 中难免会与接触物体发生摩擦 ，

如裤子和坐垫发生的摩擦 ，
衣袖和桌子发生的摩擦等 。

经研究发现 ，
服用织物有 ７０％的破坏都是由磨损造成

的
，
所以织物的耐磨性是服用织物耐用性 的重要评价

指标 。 织物的摩擦损失率 Ｗ 见式 （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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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为 ２０３ ．９５Ｎ
，
而断裂伸长率较小 ，为 １ ５ ． ８５％

。

一

般

来说 ，
纤维的结构决定 了纤维的性能 。 电镜分析结果

表明 ，藕丝纤维是带状的 ， 并呈现特殊 的螺旋转 曲结

构 。 此外
，
根据 Ｘ 射线衍射仪 的测试结果可知 ，

藕丝

纤维 的取 向度为 ６０％
，
结晶度为 ４ ８％ 。 纤维在拉伸时

大分子发生断裂
，
由于藕丝纤维大分子排列整齐

，
分子

间作用力大 ，大分子间的结合力较强 ，难以被破坏 ，
因

此藕丝纤维的断裂强度高 。 另外
，
因 为藕丝纤维的结

晶度较高
，
分子间作用力较强

，
分子间结合力受到破坏

后
，
纤维只会发生较少的滑移 ，

所以藕丝纤维的断裂伸

长率较小
［ ５ ］

。

表 ２ 织物 的拉伸性能

试样编号 断裂强力／Ｎ 拉伸长度／ ｃｍ 断裂伸长率／％

１

＃
２０３ ． ９５ １ ５ ． ８５ １５ ．８５

２
＃

１ ９７ ． ８８ ２０ ．４３ ２０ ． ４３

３
＃

５７４ ． １ １ １ ２ ．０６ １ ２ ． ０６

２
．
３ 悬垂性

悬垂性是指织物因 自 身质量而 自然下垂的性能。

悬垂性作为服装造型的要 素之
一

，是
一项鉴别各种面

料性能的重要标准 。 面料的悬垂性会直接影响服装的

美感 ，尤其是裙装造型 。 面料的悬垂系数越大 ，
硬度系

数就越小 ，则面料的悬垂性越好
［
６

］

。 藕丝纤维织物悬

垂后投影 图形见 图 ２ 。

（ ａ ） 静态（
ｂ

） 动态

图 ２ 藕丝纤维织物悬垂后投影图形

３ 种织物的悬垂性试验数据见表 ３ 。

表 ３３ 种织物的悬垂性试验数据

试样编 号 状态
悬垂系数

／％

悬垂度
／％

悬垂波数
活泼率
／％

美感系数
／％

１

＃
静态 ４４ ． ０１ ５５ ．９９ ４ ０ ．７ １ ３２ ． ９９

动态 ４３ ． ６１ ５６ ． ３９ ４ ０ ．７ １ ３３ ． ３ １

２
＃

静态 １ ７ ．９ ７ ８２ ． ０３ ８ ８ ．

１ ２ ６５ ．２４

动态 ２４ ． ６３ ７５ ． ３ ７ ８ ８ ． １２ ５６ ． ４４

３
＃

静态 ２ ．２ ５ ９７ ．７５ １ ９０ ． ５５ ０

动态 ９０ ． ７ ６ ９ ． ２４ ２ ９０ ． ５５ ０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 藕丝纤维织物和竹纤维织物的

动态悬垂系数和静态悬垂系数差距不大
，
即在动态和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ＥＸＴＩ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上海钫织科抜 ＼

专题论坛 ｜

９

静态着装时面料的悬垂效果接近 ，
而苎麻织物 的动态

悬垂系数和静态悬垂系数相差很大 。 另外
，
藕丝纤维

织物和竹纤维织物的悬垂系数较大 ，
悬垂性较好 ，

芒麻

织物悬垂性较差 。 这是因为藕丝纤维不仅细而且很柔

软 ，利于藕丝纤维织物 的悬垂 ，并且藕丝纤维的织物紧

度较小
，
纱线容易松动

，
自 由度较大

，所以藕丝纤维织

物悬垂性较好。

２ ．４ 透气性

当织物的两面存在压力差 ，则织物透过空气的性

能被称为织物的透气性。 透气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

服用织物的穿着舒适性 ，其与纱线捻度 、纱线细度和经

纬密有关
，
织物中经纬纱线间 的 间隙大小和数量亦会

对透气性有所影响 。 此外织物透气性还取决于
一些其

他因素
，
如织物厚度 、面密度 、纱线结构和纤维性质等 。

３ 种试样的透气量见表 ４
。

表 ４ 试样透气量的测试结果

１

林

１１９６ ．０ １４ １０ ．０ １２５４ ． ０ １３０２ ． ０ １３ ８０． ０ １ ３０８ ．４

２
＃

８３９ ． ５ ８ １７ ．４ ８２６ ．７ ８８４．２ ８ ９５ ．３ ８５２ ．６

３
＃

９３０． ５ ９５３ ． ８ ９０１
．２ １０ １ ０ ． ６ １ ０８６． ３ ９７６ ．５

如表 ４ 所示
，
苎麻织物和竹纤维织物的透气性相

差不大 ， 藕丝纤维织物 的透气性要明显优于这两种

织物 。

藕丝纤维具有圆形或近似 圆形的截面 ，纵 向则呈

弹簧带状
，
具有明显的螺旋转 曲结构

，
转曲较大

，
数量

也多 。 正是由于藕丝纤维具有特殊 的带状螺旋转曲结

构
，
所以制成的藕丝纤维织物透气性优 良

，
拥有一般天

然植物纤维 的优 良特性
［
７

］

。

２
．
５ 保温性

１

＃

￣

３

＃

织物 的 保温率分别 为 ２５ ．３ ６％ 、
２２． ０ １ ％ 、

１ ３ ． ３０％
， 导热系数分别为 ２０ ．

５ ５
、
２ ８ ． ０５ 、 ３ ８ ． ７ ３

， 克罗值

分别为 〇 ．３ １
、
０． ２３

、
０ ． １ ７ 。

评价织物保温性的指标有纤维的导热系数 ，导热

系数越大 ，
热传导性能越好

，
保温性能越差 。 相反 的

，

热传导性能越差 ， 保温性能就越好
［
８

］

； 克罗值及保温

率的数值与保温性能呈正比 。 从测试结果可 以看 出 ，

保温性能的排序为 ：竹纤维织物＞ 藕丝纤维织物＞苎麻

织物 。 由 文献可知
，
藕丝纤维具有 由多根微细纤维并

排缔和形成的独特形态结构 ，
纤维表面存在孔洞缝隙 ，

这种独特的结构使藕丝纤维的 比表面积较大
，

具有较

高的表面能 ，
因此藕丝纤维 的吸湿透气性能优异

［ ７ ］

。

这会使藕丝纤维织物保温性能有所下降 ，
但仍优于苎

ｉ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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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１ ２ ０ｔ

图 ６ 肉桂醛和丁香油酚对分散染料移染性的影响

３ 结 语

（
１

） 肉桂醛和丁香油酚溶解在乙醇中 ，
无需乳化 。

在染料质量分数为 ２％
，
染色温度为 １ ０（Ｔｔ 时

，
肉桂醛

或者丁香油酚的合适质量浓度为 ８ｇ／
Ｌ

。 两者促染作

用近似 。

（
２

） 染浴 ｐ
Ｈ 对肉桂醛和丁香油 酚的促染作用几

乎没有影响
，
但在强碱条件下

，

染色深度降低
，
肉桂醛

的促染作用降低更多 。 丁香油酚有作为涤纶碱性染色

助剂 的潜力 。

（
３

） 在丁香油酚或者 肉桂醛的作用下 ，分子结构

简单的分散染料的染色提升性 明显 ， 分子结构较复杂

的分散染料几乎不具有提升性 。 分子结构复杂的分散

染料染色深度对温度更加敏感 。

（
４

） 肉桂醛或者丁香油酚可 降低染色温度 ， 减少

对能源的消耗 。 它们均能提高分子结构复杂的分散染

料的移染性 ，作用相似 ，均具有作为涤纶染色匀染剂的

潜力 ０＜ＳｆＳ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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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纤维织物
，
可适用于夏季服装及家用纺织品 。

３ 结 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藕丝纤维织物的 服用性能
，
对其

耐用性和舒适性进行 了评价 ， 结论为 ：藕丝纤维织物的

拉伸性能 、
保温性能 与透气性能 良好 ，

可满足服用要

求
；
优良的悬垂性能使藕丝纤维织物拥有鲜明 的织物

风格
，
可用做夏季服装面料

；
但其耐磨性相对较差

，
需

进
一

步从纤维原料及纺织工艺等方面进行改善 。

＜ＳｆＳ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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