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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 ＫＥＳ 织物风格仪所测试的物理指标之间的关系，利用 ＫＥＳ 织物风格仪对 １６ 种纯棉织物的风格性能进行了

测试，并对 １６ 项指标进行了主因子分析，得到了影响全棉织物风格的 ４ 个独立的主因子：弯曲特性因子、柔软性因子、
表面摩擦因子和回弹性因子。 并通过计算得到了各个主因子的得分和排名。 结果表明：弯曲特性因子对棉织物风格

影响最大，其次为柔软性因子和表面摩擦因子，回弹性因子影响最小；织物的组织结构和织物经纬密度是影响棉织物

风格的另外两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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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风格是织物本身所固有的，由主观客体和人

的感觉系统交互而得的产物，是人类触觉、视觉和听觉

的综合反映［１］。 织物风格的评定方法可分为主观评

定和客观评定两大类。 主观评定法是通过人的感官形

成对织物的综合感觉，根据个人的主观评分、排序、描
述、统计、分析、判断，从而对织物的手感特征风格作出

评价。 该方法是评定织物手感风格的基础。 然而该方

法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无法排除主观任意性，二是

缺乏定量的描述［２］。 为了克服主观评定方法存在的

缺陷［３］，客观评定方法应运而生。 京都大学的川端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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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博士研制出测试服装面料低应力力学性能和表面性

能的 ＫＥＳ－Ｆ 系统［４－５］，但是由于参数众多不利于直观

分析织物的风格，因此利用主因子分析法抽象出几个

互不相关的主因子来对其进行直观描述和评价。
本文选用不同线密度、密度、组织结构的 １６ 种纯

棉织物，采用主因子分析法，对 ＫＥＳ 风格仪所测得的

１６ 个力学指标进行降维处理，转换成几个独立的主因

子。 根据提取出的主因子，计算分析各个因子的得分

和综合排名，为面料的设计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１　 试验

１．１　 试样

本文试样均由绍兴市沁宇纺织品有限公司提供，
具体规格为：试样 １＃ ～ ３＃，经纬纱线线密度 １８． ２ ×
１８．２ ｔｅｘ，经纬密度 １３０×７０ 根 ／ ２．５４ ｃｍ，织物组织分别

为 ４ ／ １ 缎纹、２ ／ １ 斜纹、平纹；试样 ４＃ ～ ６＃，经纬纱线线

密度 １４．６×１４．６ ｔｅｘ，经纬密度 １３３×７２ 根 ／ ２．５４ ｃｍ，织
物组织分别为 ４ ／ １ 缎纹、２ ／ １ 斜纹、平纹；试样 ７＃ ～ ９＃，
经纬纱线线密度 １１．７×１１．７ ｔｅｘ，经纬密度 １４４×８０ 根 ／
２．５４ ｃｍ，织物组织分别为 ４ ／ １ 缎纹、２ ／ １ 斜纹、平纹；试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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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１０＃ ～１２＃，经纬纱线线密度 ９．７×９．７ ｔｅｘ，织物组织为

平纹， 经纬密度分别为 ９０ × ８８ 根 ／ ２． ５４ ｃｍ、 １１０ ×
１１０ 根 ／ ２．５４ ｃｍ、１４０×１２０ 根 ／ ２．５４ ｃｍ；试样 １３＃ ～ １５＃，
经纬纱线线密度 ７．３×７．３ ｔｅｘ，织物组织为平纹，经纬密

度分别为 ９０×８８ 根 ／ ２．５４ ｃｍ、１３３×１００ 根 ／ ２．５４ ｃｍ、１５１
×１５２ 根 ／ ２． ５４ ｃｍ；试样 １６＃，经纬纱线线密度 ５． ８３ ×
５．８３ ｔｅｘ，经纬密度 ９０×８８ 根 ／ ２．５４ ｃｍ，织物组织为平纹。
１．２　 测试方法

采用 ＫＥＳ 风格仪器进行测试：同一块样布取 ３ 块

尺寸为 ２０ ｃｍ×２０ ｃｍ 的试样，根据 ＦＺ ／ Ｔ ０１０５４—１９９９
《织物风格试验方法总则》，在室温 ２０℃、相对湿度

６５％的标准环境下预调湿 ４８ ｈ，采用 ＫＥＳ 风格仪分别

测试织物拉伸性能、压缩性能、剪切性能、表面摩擦性

能，测试 ３ 次取其平均值。

２　 测试结果与分析
２．１　 风格指标

１＃ ～１６＃织物拉伸、弯曲、剪切、压缩和摩擦等基本

力学性能指标测试结果见表 １、２。
表 １　 ＫＥＳ 织物风格仪拉伸、弯曲和剪切测试结果

编号 拉伸线
性度 ＬＴ

拉伸比功 ＷＴ ／
（Ｎ·ｃｍ·ｃｍ－２）

拉伸功回复率
ＲＴ ／ ％

剪切刚度 Ｇ ／
（Ｎ·ｃｍ－１）

０．５°剪切滞后量 ２ＨＧ
／ （Ｎ·ｃｍ－１）

５°剪切滞后量
２ＨＧ５ ／ （Ｎ·ｃｍ－１）

弯曲刚度 Ｂ ／
（Ｎ·ｃｍ２·ｃｍ－１）

０．５°弯曲滞后矩
２ＨＢ ／ （Ｎ·ｃｍ·ｃｍ－１）

１＃ ０．６７４ ９．３５ ５４．６４ ２．６１ ５．２５ ８．３６５ ０．２１４ ６ ０．２１０ ４

２＃ ０．７３９ １０．２８ ５３．２７ ２．６３ ３．６３ １０．２２５ ０．２４２ ５ ０．１８８ ９

３＃ ０．８６８ １５．４５ ４８．１７ ４．２５ ３．２３ １６．５７５ ０．２５３ ６ ０．１８７ ０

４＃ ０．７０３ ５．６５ ６４．６５ １．３ ３．８８ ３．０７５ ０．１５２ ３ ０．１７３ ７

５＃ ０．７２３ ７．９５ ５９．０９ １．７４５ ３．０５ ５．５６５ ０．１７７ ４ ０．１６９ ３

６＃ ０．７３０ １０．７８ ５０．９５ ２．４３ ２．３８ ６．４５５ ０．１８１ ２ ０．１５１ ４

７＃ ０．７０９ ９．０５ ５５．６３ １．７５ ３．４５ ４．７２５ ０．１２３ ５ ０．１６７ ０

８＃ ０．７６１ ９．２３ ５２．３６ １．９１ ２．９８ ５．２５５ ０．１４１ ８ ０．１３７ ７

９＃ ０．８２３ １０．２３ ５１．３３ １．９４ １．１４ ６．２１５ ０．１４７ ８ ０．０９９ ２

１０＃ ０．６７３ １２．７ ５０．７１ １．５８ ２．７０ ４．９８０ ０．０３６ １ ０．０８４ ５

１１＃ ０．７５２ １２．７３ ４８．８４ １．９２ ２．４２ ４．７１５ ０．０５１ ５ ０．０８２ １

１２＃ ０．８８４ １４．３３ ４４．８６ ３．６５ １．６２ ４．２５５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８１ ９

１３＃ ０．６７５ ９．８０ ５６．１２ １．２８ ２．１８ ３．０７５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８５ ５

１４＃ ０．７２６ ９．８５ ５０．７８ １．４５ １．３６ ２．７４０ ０．０４８ ６ ０．０８３ ９

１５＃ ０．８５８ １０．０３ ４６．５９ ２．０３ １．３１ ２．６３０ ０．１１９ ４ ０．０８２ ６

１６＃ ０．６７６ ９．１３ ５７．０２ ０．９７ ０．７３ ０．９６５ ０．０１９ ５ ０．０８６ ２

表 ２　 ＫＥＳ 织物风格仪压缩和摩擦测试结果

编号 压缩线
性度 ＬＣ

压缩比功 ＷＣ ／
（Ｎ·ｃｍ·ｃｍ－２）

压缩功回复率
ＲＣ ／ ％

０．５ Ｎ ／ ｃｍ２ 下
的厚度 Ｔｏ ／ ｍｍ

单位面积质量 Ｗ ／
（ｍｇ·ｃｍ－２）

动摩擦平
均因数 ＭＩＵ

摩擦因数
平均偏差 ＭＭＤ

表面粗糙度
ＳＭＤ ／ μｍ

１＃ ０．２５１ ０．１５８ ６０．１５ ０．５６４ １４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０７ １．５８３

２＃ ０．２５９ ０．１５２ ５４．７０ ０．５５２ １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０１１ １．９９４

３＃ ０．２６３ ０．１４１ ５４．２６ ０．４９６ １４１ ０．１５６ ０．０１５ ２．６５１

４＃ ０．２６８ ０．１３７ ６３．３６ ０．４５４ １１５ ０．１３８ ０．０１２ １．８５６

５＃ ０．２８２ ０．１３１ ５３．１３ ０．４２５ １０７ ０．１３８ ０．０１２ ２．００８

６＃ ０．２８４ ０．１２８ ４９．６２ ０．４３０ １１２ ０．１４０ ０．０１５ ２．４４３

７＃ ０．２８４ ０．１７５ ４２．３５ ０．４７９ １０１ ０．１２８ ０．０１２ １．４１９

８＃ ０．３０１ ０．１６０ ３９．９０ ０．３７１ ９７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４ ２．２２０

９＃ ０．３２０ ０．１４７ ３６．７４ ０．４２５ １０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４ ２．２４５

１０＃ ０．２９７ ０．１４０ ３２．０５ ０．３４８ ６９ ０．１３４ ０．０１８ １．９９３

１１＃ ０．３１７ ０．１３３ ３２．８６ ０．３７１ ８７ ０．１３４ ０．０１７ １．９１１

１２＃ ０．３４７ ０．１２０ ３４．４６ ０．３９４ １０４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５ １．７０２

１３＃ ０．２９２ ０．１２２ ３１．９７ ０．３１７ ５１ ０．１３７ ０．０１８ ２．０５３

１４＃ ０．３０８ ０．１２０ ３３．３３ ０．３２２ ６８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２ １．７４３

１５＃ ０．３１２ ０．１２０ ３７．５０ ０．３３７ ８６ ０．１２６ ０．０１１ １．６８４

１６＃ ０．２８１ ０．０９９ ３０．２５ ０．２９５ ４５ ０．１４０ ０．０３０ ２．２１５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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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主因子分析棉织物的风格特征

主因子分析方法是一种利用降维思想将多个测试

变量转换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指标的分析方法。
为清楚 ＫＥＳ 风格仪所测试的众多力学指标之间的关

系，本研究在尽可能保留原始指标的基础上，利用主因

子分析方法，将它们抽象成几个主因子，来描述织物的

风格特征。
２．２．１　 主成分提取

采用 ＳＰＳＳ 软件中的降维分析方法对测得的 ＫＥＳ
织物风格指标进行主因子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的方法

进行主因子的提取，其碎石图见图 １，主因子贡献率见

表 ３。
�

�

�

�

�


��

�
	
�

图 １　 主因子分析的特征碎石图

表 ３　 棉织物的主因子贡献率表

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贡献
率 ／ ％

累积 ／
％ 合计 贡献

率 ／ ％
累积 ／
％ 合计 贡献

率 ／ ％
累积 ／
％

１ ７．５５０ ４７．１８５ ４７．１８５ ７．５５０ ４７．１８５ ４７．１８５ ７．３０９ ４５．６８２ ４５．６８２

２ ３．９０６ ２４．４１３ ７１．５９８ ３．９０６ ２４．４１３ ７１．５９８ ３．６０１ ２２．５０６ ６８．１８８

３ ２．４０５ １５．０３４ ８６．６３３ ２．４０５ １５．０３４ ８６．６３３ ２．６７１ １６．６９６ ８４．８８４

４ ０．８３２ ５．１９７ ９１．８３０ ０．８３２ ５．１９７ ９１．８３０ １．１１１ ６．９４６ ９１．８３０

由图 １ 和表 ３ 可知，前 ４ 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

０．５，可以解释织物风格的绝大部分信息。 曲线从因子

５ 后开始趋于平缓，特征值小于 １，说明该因子对解释

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不能作为数据分析的主要因子。
因此，根据统计学原理，这里选取 ４ 个主因子。
２．２．２　 主成分分析及命名

为了更详细地解释各因子的效果，用 ＳＰＳＳ 数据

分析软件对各个主因子进行旋转，以调整其贡献率的

比例［６－７］。 处理之后的 ４ 个主因子及各个原始变量之

间的关系见表 ４。 通过主因子分析，将表 ４ 中载荷系

数绝对值≥０．５ 的变量提取出来。 如果相同的指标有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载荷系数的绝对值大于 ０．５，则取

绝对值最大的（比如 ２ＨＧ 指标，选择载荷值 ０．８１４ 而

不是 ０．６４）。 按照载荷系数的大小将各个主因子中起

决定作用的性能变量进行排序，并解释各个主因子的

风格特征意义。

表 ４　 棉织物旋转后的主因子载荷矩阵

指标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ＷＴ ０．１１９ ０．７４５ －０．０９０ －０．６０１

ＬＴ －０．１１５ ０．９２４ ０．２７５ ０．１５６

ＲＴ ０．１８９ －０．９３０ ０．１０６ ０．９６０

Ｇ ０．５２５ ０．７６６ ０．２３０ －０．１２３

２ＨＧ ０．８１４ －０．２０４ －０．６４０ ０．４５４

２ＨＧ５ ０．６９１ ０．４７４ ０．４８１ ０．１７０

Ｂ ０．９３６ ０．１３４ ０．２０８ －０．１７４

２ＨＢ ０．９２８ －０．２２８ ０．１８２ ０．１５６

ＬＣ －０．６１２ ０．４７９ －０．４２１ －０．３４５

ＷＣ ０．６５８ ０．６８ －０．３３１ ０．４７０

ＲＣ ０．９１５ －０．２９６ ０．１７４ －０．９４０

Ｔｏ ０．８５０ ０．１０５ ０．８００ ０．１１２

Ｗ ０．７６１ ０．３０８ ０．６９０ ０．３０９

ＭＩＵ ０．２３９ ０．４１０ ０．９３６ ０．５３０

ＭＭＤ －０．７５８ －０．０８０ ０．５２５ ０．１０３

ＳＭＤ －０．３７０ ０．１５７ ０．８６５ －０．１３１

由表 ４ 可知，第一主因子由弯曲刚度（Ｂ） ０．９３６、
弯曲滞后矩（２ＨＢ）０．９２８、厚度（Ｔｏ）０．８５０、剪切滞后量

（２ＨＧ）０．８１４、面密度（Ｗ） ０．７６１、摩擦因数平均偏差

（ＭＭＤ）－０．７５８、剪切滞后量（２ＨＧ５）０．６９１ 以及压缩线

性度（ＬＣ） －０．６１２ 决定，总体贡献率为 ４７．１８５％。 其

中，Ｂ、２ＨＢ 反映的是织物发生弯曲变形的难易度及回

复性，２ＨＧ、２ＨＧ５ 反映的是织物发生剪切变形的回复

能力。 因此，将主因子 １ 命名为“弯曲特性因子”。
第二主因子由拉伸线性度（ ＬＴ） ０．９２４、拉伸能量

（ＷＴ）０．７４５、剪切刚度（Ｇ）０．７６６ 以及压缩能量（ＷＣ）０．
６８ 决定，总体贡献率为 ２４．４１３％。 ＬＴ 反映了织物在微

小应力作用下的抗应变能力，ＷＴ 表示面料在受到拉

伸力时产生变形所需的能量，Ｇ 为织物抵抗剪切变形

的能力，ＷＣ 反映的是织物压缩比功即蓬松感。 这几

个参数均用来描述织物的柔软性能，因此将主因子 ２
命名为“柔软性因子”。

第三主因子由平均摩擦因数（ＭＩＵ）０．９３６ 以及表

面粗糙度（ＳＭＤ）０．８６５ 决定，总体贡献率为 １５．０３４％。
这两项指标表示织物表面的凹凸不平度和摩擦因数的

变化程度，于是，把主因子 ３ 定义为“表面摩擦因子”。
第四主因子由拉伸回复率（ＲＴ）０．９６ 和压缩回复

率（ＲＣ）－０．９４ 决定。 这两项指标表示织物拉伸变形

和织物压缩后的回复性能。 因此把主因子 ４ 命名为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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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弹性因子”。
这 ４ 个主因子构成了织物的综合风格指标，从贡

献率可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弯曲特性因子，其次为柔

软性因子和表面摩擦因子，回弹性因子影响最小。
２．３　 因子得分与排名评价分析

表 ５ 为上述 ４ 个因子的成分得分矩阵。
表 ５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参数指标
成分

１ ２ ３ ４

ＬＴ ０．０７７ ０．１０７ －０．０３６ －０．５２７

ＷＴ －０．０７０ ０．３２６ ０．０６７ ０．３９３

ＲＴ ０．０３４ －０．２９２ ０．０７７ －０．１２４

Ｇ ０．０７０ ０．２０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７

２ＨＧ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６ ０．３６７

２ＨＧ５ ０．０５５ ０．１５４ ０．１３６ ０．２０５

Ｂ ０．１５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８ －０．２８５

２ＨＢ ０．１２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７

ＬＣ －０．０４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９ －０．２０１

ＷＣ ０．０５６ ０．１２８ －０．１６８ ０．４６８

ＲＣ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７ ０．０４５ －０．２８８

Ｔｏ ０．１２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２

Ｗ ０．１５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１５０

ＭＩＵ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５ ０．３５７ ０．０２７

ＭＭＤ －０．１５１ －０．０１１ ０．２４２ ０．１８６

ＳＭＤ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８ ０．３３８ －０．１１９

用 ｆ１，ｆ２，ｆ３，ｆ４ 分别表示弯曲特性因子、柔软性因

子、表面摩擦因子和回弹性因子。 分别用 ｘ１，ｘ２，ｘ３…，
ｘ１５，ｘ１６表示拉伸线性度 ＬＴ、拉伸比功 ＷＴ、拉伸功回复

率 ＲＴ、剪切刚度 Ｇ、０．５°剪切滞后量 ２ＨＧ、５°剪切滞后

量 ２ＨＧ５、弯曲刚度 Ｂ、０．５°弯曲滞后矩 ２ＨＢ、压缩线性

度 ＬＣ、压缩比功 ＷＣ、压缩功回复率 ＲＣ、０．５ Ｎ ／ ｃｍ２ 下

的厚度 Ｔｏ，单位面积质量 Ｗ，动摩擦平均因数 ＭＩＵ，摩
擦因数平均偏差 ＭＭＤ 和表面粗糙度 ＳＭＤ。 根据表 ５
可以得到上述 ４ 个因子得分函数，见式（１） ～ （４）：

ｆ１ ＝ ０．０７７ｘ１ －０．０７０ｘ２ ＋０．０３４ｘ３ ＋０．０７ｘ４ ＋０．０７７ｘ５ ＋
０．０５５ｘ６＋０．１５５ｘ７＋０．１２２ｘ８－０．０４５ｘ９ ＋０．０５６ｘ１０ ＋０．１５３ｘ１１

＋０．１２４ｘ１２＋０．１５ｘ１３－０．０１ｘ１４－０．１５１ｘ１５－０．０３ｘ１６ （１）
ｆ２ ＝ ０．１０７ｘ１ ＋ ０．３２６ｘ２ － ０． ２９２ｘ３ ＋ ０． ２ｘ４ ＋ ０． ０１９ｘ５ ＋

０．１５４ｘ６－０．０２６ｘ７－０．０７０ｘ８＋０．１１４ｘ９ ＋０．１２８ｘ１０ －０．１４７ｘ１１

＋０．０３３ｘ１２＋０．０３１ｘ１３－０．０２５ｘ１４－０．０１１ｘ１５－０．０１８ｘ１６ （２）
ｆ３ ＝ －０．０３６ｘ１＋０．０６７ｘ２＋０．０７７ｘ３＋０．０３４ｘ４－０．０５６ｘ５＋

０．１３６ｘ６＋０．０３８ｘ７＋０．０４１ｘ８－０．１５９ｘ９ －０．１６８ｘ１０ ＋０．０４５ｘ１１

－０．０３７ｘ１２－０．０２６ｘ１３＋０．３５７ｘ１４＋０．２４２ｘ１５＋０．３３８ｘ１６ （３）
ｆ４ ＝ －０．５２７ｘ１＋０．３９３ｘ２－０．１２４ｘ３－０．０３７ｘ４＋０．３６７ｘ５＋

０．２０５ｘ６－０．２８５ｘ７＋０．００７ｘ８－０．２０１ｘ９＋０．４６８ｘ１０ －０．２８８ｘ１１

＋０．０８２ｘ１２－０．１５０ｘ１３＋０．０２７ｘ１４＋０．１８６ｘ１５－０．１１９ｘ１６ （４）
根据综合得分进行排名及评价，对各个因子的方

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数进行加权平均，如前所述，前
４ 个主因子就可以解释绝大部分信息，所以这里选择

前 ４ 个主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重来进行加权平

均，可以得到各个面料的综合得分 ｆ，见式（５）：

ｆ＝
４５．６８２ｆ１＋２２．５０６ｆ２＋１６．６９６ｆ３＋６．９４６ｆ４

９１．８３
（５）

根据式（５），计算 １６ 个纯棉面料的公因子得分及

综合得分，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公因子得分及综合排名

编号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 综合排名

１＃ ３２．８８ －１５．３５ ５．２７ －３８．７１ １０．６３ ３

２＃ ３１．７６ －１３．６２ ５．４９ －３６．７６ １０．６８ ２

３＃ ３１．５７ －９．０８ ６．６０ －３３．０３ １２．１８ １

４＃ ２９．４０ －２１．８９ ５．６２ －３９．８７ ７．２７ ６

５＃ ２６．３８ －１７．８１ ５．９７ －３３．９８ ７．２８ ５

６＃ ２６．１５ －１３．５８ ６．０４ －３１．７５ ８．３８ ４

７＃ ２３．６４ －１５．１４ ５．１０ －２９．０２ ６．７８ ８

８＃ ２２．５１ －１３．８０ ５．２３ －２７．４６ ６．６９ ９

９＃ ２２．２９ －１２．４９ ５．２４ －２７．００ ６．９４ ７

１０＃ １８．１３ －１２．０１ ５．６１ －１９．４８ ５．６２ １１

１１＃ １７．４８ －１０．９９ ４．９９ －２２．３９ ５．２２ １３

１２＃ １６．２２ －８．７３ ４．３８ －２４．８０ ４．８５ １４

１３＃ １９．７９ －１５．４６ ６．０１ －１９．１６ ５．７１ １０

１４＃ １６．７４ －１３．５７ ５．１８ －２１．８０ ４．３０ １５

１５＃ １５．２２ －１２．２４ ４．５８ －２５．２５ ３．４９ １６

１６＃ ２０．０１ －１６．２９ ６．０３ －１９．１２ ５．６１ １２

结合表 １ 和表 ６ 进行分析：比较织物 １＃ ～ ３＃、４＃ ～
６＃和 ７＃ ～９＃，在其他参数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平纹组织

的织物风格综合得分排名要高于斜纹和锻纹组织；比
较织物 １０＃ ～１２＃和织物 １３＃ ～１５＃可知，随着织物密度的

增加，其综合得分和排名随之降低；纱线细度的变化对

织物综合得分的影响很小，如织物 １０＃、１３＃、１６＃，其得

分分别为 ５．６２、５．７１ 和 ５．６１，相差不大。 综上，在设计

织物面料时，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参数来织制不

同织物风格的机织物。

３　 结　 语
（１）通过主因子分析方法将 ＫＥＳ 风格仪所测试棉

织物风格的众多力学指标抽象成弯曲特性因子、柔软

性因子、表面摩擦因子和回弹性因子这 ４ 个主因子。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弯曲特性因子，其次为柔软性因子

☞（下转第 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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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丝素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织物的力学性能测试

项目
断裂强力 ／ Ｎ 断裂伸长率 ／ ％

经向 纬向 经向 纬向

织物 １＃ ２３２ ２０１ ８．６ ９．５

ＰＢＴ 织物 ２３６ ２０５ ８．９ ９．３

４　 结　 语
本文以丝素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纤维开发不

同风格的织物。 结果表明：加入丝素后，在纤维表面可

以观察到丝素颗粒；吸湿性测试 ３０ ｍｉｎ 后，织物的最

大芯吸高度可达 ２．１ ｃｍ，有效改善了织物的吸湿性；而
其力学性能没有因丝素的加入出现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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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面摩擦因子，回弹性因子影响最小。 这 ４ 个主因

子可以完整地反映出棉织物的风格特征。
（２）在其他参数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平纹的织物

风格综合得分排名高于斜纹和缎纹组织；随着经纬密

度的增加，其综合得分和排名随之降低；在一定范围

内，纱线细度对织物风格的综合得分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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