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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织物孔隙特征与透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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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索毛织物的孔隙特征对其透湿性的作用机制，建立毛织物孔隙特征与其透湿性的经验关系模型，采用

体积孔隙率、表面孔隙率和平均孔径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毛织物的孔隙特征进行表征，用湿阻表征织物透湿性; 分别测

试了 24 种毛织物试样的孔隙指标和湿阻; 最后分别建立各孔隙特征指标与湿阻的多项式回归模型。得到的经验关

系曲线表明: 3 个织物孔隙特征指标分别与湿阻呈一定程度的非线性相关性，且都呈先正相关后负相关的特征，即湿

阻在一定区域存在最高值; 当体积孔隙率为 60%时湿阻进入最高值区域; 当表面孔隙率超过 1. 5%时，其对湿阻的影

响关系开始明显，表面孔隙率在 3%附近湿阻呈最高值; 当平均孔径在 45 μm 左右时，湿阻到达最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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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llary characteristics and
moisture permeability of wool fa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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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capillary structure on moisture
permeability of wool fabrics，empirical models describ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llary characteristics
and moisture permeability of wool fabrics were built． Three indices of volume porosity，surface porosity
and the average pore size were adopted to describe capillary characteristics of wool fabric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nd the index of wet resistance was used to represent the moisture permeability of fabrics． For
twenty－four types of wool fabric samples，the capillary characteristic indices were measured as well as wet
resistance． Finally，poly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etween each capillary characteristic
index and the wet resistance index． The obtained empirical relationship curves present similar tendencies．
The indices of volume porosity，surface porosity and the average pore size present nonlinear correlations
with wet resistance to a certain extent respectively． Along with the growth of each capillary index，the wet
resistance first shows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then negative correlation． That is，the wet resistance reaches
a maximum value in certain regions． For the volume porosity － wet resistance relation curve，the wet
resistance reaches maximum when the volume porosity is about 60%． The surface porosity－wet resistance
relationship gets clear when surface porosity rises beyond 1. 5%，and at about 3% of surface porosity，the
wet resistance reaches maximum． Similarly，the wet resistance stops increasing as the average pore size
arises to about 45 μm．
Keywords wool fabric; moisture permeability; capillary characteristic; wet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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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是一种天然的纺织纤维，具有许多优良特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毛织物的湿舒适性需求也

在提高。织物对隐式汗的通透能力影响其着装舒适

性，而织物对隐式汗的传输取决于其孔隙结构［1］。
透气性、透湿性、导液性分别用于表示织物对空

气、水蒸气和液态水的通过能力，其作用机制、表征

指标和测试方法各不相同。对于透气性能: 徐广标

等［2］在 23 种精纺毛型织物实验数据基础上，探讨了

织物孔隙分布的特征及孔隙与织物结构和透气性能

的关系; 吴海军等［3］ 探讨了毛织物孔隙分布的特

征，测试并定量分析了毛织物的孔隙与织物结构对

透气性的影响。织物孔隙结构的差动效应往往用于

分析其导液现象。范菲等［4－5］认为孔径尺寸和孔径

分布都对织物的芯吸速率起决定性作用，并根据毛

细差动原理分析了毛细孔分布与双层组合织物的芯

吸性能的关系; 姚穆等［6］提出了织物湿传导通道的

3 种形式，指出了织物中透湿孔洞有多种多层次结

构，在 湿 传 导 过 程 中 的 表 现 和 作 用 各 不 相 同。
YANILMAZ M 等［7－8］研究了孔隙率、孔径分布和孔

径大小对其芯吸性能的影响。对透气性和导液性的

研究都涉及织物内部孔隙结构对气、液态流体的作

用机制，这对研究孔隙结构对织物透湿性的作用机

制有参考作用。
早在 1985 年李毅等［9］探讨了 5 种毛呢织物的

厚度、填充率与其热湿舒适性表征指标的关系; 姚穆

等［10］研究了织物的透湿过程，涉及了水蒸气在湿空

气中的扩散及毛细管中水蒸气的蒸发的过程及理论

方程; FANGUEIＲO Ｒ 等［11］研究了羊毛与聚酯型纤

维混 合 纱 线 的 导 液 性 与 干 燥 蒸 发 性 能。LI Yi
等［12－13］建立了关于羊毛织物热湿扩散的数学模型，

用于预测羊毛织物热、湿扩散性能。可以看到，用于

分析和预测透湿性的 2 类模型，纯理论模型因做了

较多理想化假设其分析结果往往与实际情形有差

距，而经验模型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根据经验数据做

出相对准确的预测。
织物内部孔隙情况( 尺寸、分布等) ，对湿汽传输

有相当的决定作用，直接影响了湿舒适性。本文拟建

立孔隙结构参数与湿阻的关系模型。采用体积孔隙

率、表面孔隙率和平均孔径 3 个指标各从不同角度描

述织物中孔隙情况，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分别建立了

3 个孔隙指标与湿阻的多项式回归关系经验模型。

1 实验部分

1. 1 试样选择
本文选用由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阳光集团提供的 24 块羊毛织物试样，包括 14 块机

织面料，10 块针织面料。织物基本结构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织物结构参数

Tab．1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fabric samples

试样
编号

试样
组织

厚度 /
mm

面密度 /
( g·m－2 )

经纬密度 /
( 根·( 10 cm) －1 )

经密 纬密

1
2
2山形斜纹 0. 69 233. 21 267 197

2 双层接结 0. 44 210. 87 455 420

3
2
2右斜 0. 31 167. 87 383 366

4
5
4纬面缎纹 0. 38 202. 34 367 367

5
2
2左斜纹 0. 35 177. 49 363 379

6 平纹 0. 43 216. 63 467 368

7
1
2右斜纹 0. 48 224. 74 307 284

8
2
2左斜纹 0. 35 181. 24 189 200

9 37 tex，
2
2右斜 0. 41 194. 56 281 355

10 29 tex×2 纬平针 0. 98 278. 67 94 116
11 29 tex×2 纬平针 0. 65 200. 70 148 160
12 20 tex×2 纬平针 0. 91 258. 64 120 150
13 1+1 罗纹 0. 82 182. 52 114 148
14 14 tex×2 纬平针 0. 67 184. 58 132 182
15 小提花 0. 77 217. 07 146 132
16 28 tex 纬平针 0. 64 187. 03 148 158
17 17 tex 纬平针 0. 54 145. 19 184 194
18 17 tex×2 纬平针 0. 68 207. 77 132 131
19 绉组织 0. 69 231. 67 315 265
20 小提花组织 0. 39 186. 46 435 410
21 重组织 0. 58 233. 32 200 195
22 方格组织 0. 37 172. 38 370 390
23 斜纹 0. 30 149. 58 465 350
24 27 tex×2 纬平针 0. 60 232. 50 126 111

1. 2 实验设计
1. 2. 1 孔隙率及平均孔径测试

本文采用体积孔隙率［14－15］、表面孔隙率和平均

孔径 3 个指标表征织物内部孔隙特征。
体积孔隙率是指织物中的孔隙体积对其总体积

的比值，是衡量织物内部孔隙量的指标。体积孔隙

率计算公式如式( 1) ～ ( 3) 所示。

εv =
Vf － Vy

Vf

× 100% ( 1)

δy =
K2

dTt

1 000d2
=
1. 132Tt

1 000d2 ( 2)

Vy =
G
δy

( 3)

式中: εv 为织物的体积孔隙率，%; Vf 为织物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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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包括织物外轮廓全部体积，cm3 ; Vy 为纱线体

积，cm3 ; δy 为纱线的体积密度，g /cm3 ; Kd 为毛纱线

直径系数，这里取 1. 13; Tt 为纱线的线密度，tex;

d 为纱线的直径，mm; G 为调湿后的质量，一般指公

定回潮条件下的数值，g。
表面孔隙率是指织物朝大气一侧孔隙的面积占

总面积的百分比，采用计算机图形处理法计算得到

表面孔隙率。本文用 MatLab 软件对织物表面图像

进行二值化处理，如图 1 所示。在二值化图像中白

色像素区表示织物中被纱线占据的区域，黑色像素

区则 表 示 孔 隙 区 域。表 面 孔 隙 率 计 算 公 式 见

式( 4) ，表面孔隙率值越大，表示织物大气一侧孔面

积所占比值越大。

εs =
Φu

Φa

× 100% ( 4)

式中: εs 为织物的表面积孔隙率，%; Φu 为织物表

面黑色像素点个数; Φa 为织物表面像素点个数。

图 1 Matlab 图像处理

Fig．1 MatLab image processing． ( a) Original image;

( b) Grayscale image; ( c) Enhanced image;

( d) Binarized image

织物表面孔隙率侧重反映织物外表面的孔隙

量。体积孔隙率则表征了织物结构体内部的孔隙体

积百分含量。表面孔隙率提取时剔除了表面封闭假

孔隙区域，而体积孔隙率计算中包含了由于纱线滑

移等原因造成的封闭孔隙，因此采用的 2 种孔隙率

分别反映了织物外侧和内部孔隙的含量。
平均孔径指织物内部所有孔隙当量直径的平均

值，表示孔径的平均尺寸。采用 CFP-1100AI 型多功

能孔径仪测量织物孔径。通过测量样品受到的瞬时

压力和流经样品孔隙的气体或液体流量，可获得压

力—流量的变化曲线。根据 ASTM 标准计算出平均

孔径指标，主要依据公式见式( 5) ［3］。
D = 4γcosθ /P ( 5)

式中: D 为孔隙的当量直径，μm; γ 为液体的表面张

力，mN/m; θ 为接触角，( °) ; P 为压差，Pa。
1. 2. 2 透湿性测试

湿阻是纺织品处于稳定的水蒸气压力梯度的条

件下通过一定面积的蒸发热流量，反映隐式汗透过

织物的能力。湿阻值越小，表示湿汽透过能力越强，

合适的湿阻值使人体感觉舒适。
实验选用 YG606 型热阻湿阻测试仪模拟人体

皮肤散发出隐式汗从而测试服装面料对汽态( 隐式

汗) 通过的阻力 ( 湿阻) 。实验按照 GB /T 11048—
2008《纺织品 生理舒适性 稳态条件下热阻和湿阻

的测定 ( 蒸 发 热 板 法 ) 》进 行。采 用 式 ( 6 ) 计 算

湿阻。

Ｒet =
( Pm － Pa ) A
H － ΔHe

－ Ｒeto ( 6)

式中: Ｒet为织物的湿阻，m2·Pa /W; Pm 为饱和水蒸

气压力，Pa; Pa 为指水蒸汽压力，Pa; A 为试验板的

面积，m2 ; H 为提供给测试面板的加热功率，W; ΔHe

为湿阻 Ｒet测定中加热功率的修正量; Ｒeto 为测定湿

阻而确定的仪器常数，m2·Pa /W。

2 实验结果

24 份纯毛织物试样的孔隙率、平均孔径及湿阻

结果见表 2。

表 2 织物试样测试数据

Tab．2 Test data of fabric samples

试样
编号

表面
孔隙率 /%

体积
孔隙率 /%

平均孔径 /
μm

湿阻 /
( m2·Pa·W－1 )

1 0. 81 56. 42 24. 79 4. 25
2 0. 67 38. 54 18. 47 2. 67
3 0. 16 31. 37 14. 81 2. 27
4 0. 04 31. 59 16. 89 2. 83
5 0. 06 34. 97 17. 42 3. 00
6 0. 32 35. 24 12. 76 3. 30
7 0. 45 39. 83 20. 18 3. 70
8 0. 46 34. 51 11. 42 2. 53
9 0. 03 39. 14 14. 75 2. 90
10 6. 42 63. 57 44. 90 4. 13
11 6. 22 60. 40 29. 79 4. 20
12 2. 66 63. 38 40. 46 4. 34
13 2. 45 71. 37 55. 79 4. 13
14 7. 40 64. 57 70. 16 4. 10
15 3. 00 63. 74 40. 11 4. 45
16 4. 16 62. 64 35. 54 4. 35
17 5. 58 65. 32 52. 33 4. 31
18 4. 00 61. 00 58. 84 4. 47
19 2. 57 57. 21 52. 94 4. 23
20 0. 59 39. 34 18. 06 2. 87
21 1. 25 48. 72 56. 55 3. 95
22 0. 37 40. 25 12. 59 3. 56
23 0. 14 37. 00 11. 04 2. 99
24 3. 45 50. 31 61. 04 3. 99

通过实验数据观察到，机织物的表面孔隙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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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低于针织物。在机织物中，以试样 9、23 为代表的

斜纹组织，其经纬组织密度较高，即使在纱线线密度

较小的情况下，其外表面组织结构相对致密，使表面

孔隙率显著较小。在针织物中，以试样 14 为代表的

纬平针组织，因纵、横向组织结构疏松，使其表面孔

隙率、体积孔隙率和平均孔径都显著较大。
表 2 中数据同时表明，表面孔隙率、体积孔隙率

和平均孔径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在上述试样中，表

面孔隙率相对最小的试样，如试样 4、5、9，其体积孔

隙率和平均孔径并不是显著小的。

3 织物孔隙透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

本文采用一元多项式回归分析建立织物孔隙特

征与其透湿性的经验相关模型，该方法是研究 1 个

因变量与 1 个或多个自变量间多项式的回归分析方

法，其显著特点是可通过增加自变量的高次项对实

测点进行尽可能地逼近。
3. 1 体积孔隙率与湿阻的回归模型

具体地，首先采用表 2 中的体积孔隙率与湿阻

的实验数据，通过 SPSS 软件进行毛织物体积孔隙

率与湿阻的一元高次函数的回归分析见式 ( 7) ，并

拟合出二者的关系曲线图，如图 2 所示。
y = － 2. 85 × 10 －5x3 + 2. 61 × 10 －3x2 +

7. 63 × 10 －3x + 0. 60 ( 7)

图 2 织物体积孔隙率与湿阻的关系曲线

Fig．2 Ｒelationship between fabric volume
porosity and wet resistance

该方程的判定系数 Ｒ2 = 0. 87，Ｒ2 越接近 1 表示

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
表 3 示出方差分析，对回归关系进行 F 检验。

表 3 方差分析表

Tab．3 Variance analysis

项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显著性

回归 10. 24 2 5. 12 82. 88 0. 00
残差 1. 30 21 0. 06
总计 11. 54 23

由自由度为 2 和 21，查 F 值表得 F = 82. 88 ＞
F0. 05( 2，21) = 3. 47，表明该回归关系显著。

根据图 2 所示数据变化趋势大致划分 2 个阶

段: 第 1 阶段，体积孔隙率增大湿阻随之明显增大;

第 2 阶段，湿阻达到一定峰值区域，此后体积孔隙率

增大湿阻不再随之明显增加。
第 1 阶段: 体积孔隙率范围在 30% ～ 60%之间

时，随着体积孔隙率上升，湿阻呈现上升趋势。说明

此范围织物内部的孔隙含量对湿气传输的影响作用

不占主导，织物两侧湿气的传导在更高程度上受孔

隙的形状和分布状态的影响。
第 2 阶段: 当体积孔隙率超过 60%左右时，织物

两侧的空气更容易通过显著增大的孔隙进出孔隙，

两侧湿气能够在微孔区域内以对流的形式参与交

换，令湿阻不再继续增大。
从体积孔隙率与湿阻的关系曲线中可以看出，

在符合其他服用条件的情况下，可根据服用舒适性

需求设计合适的体积孔隙率。若用于户外的运动服

装则 选 择 体 积 孔 隙 率 为 ( 40 ± 10 ) % 且 厚 度 值 在

0. 30～0. 48 mm 范围，此范围内湿阻在 4. 0 以下且

体积孔隙率对湿阻的影响较显著，在可设计的范围。
3. 2 表面孔隙率与湿阻的回归模型

由 MatLab 图像处理测得的表面孔隙率为自变

量，湿阻为因变量，采用 SPSS 软件分析得到图 3 所

示的关系曲线。织物表面孔隙率与湿阻之间的回归

方程为式( 8) ，方程拟合度判定系数 Ｒ2 = 0. 75，模型

拟合效果较好。

图 3 织物表面孔隙率与湿阻的关系曲线

Fig．3 Ｒelation between fabric surface porosity
and wet resistance

y= 1. 3×10－2x3－0. 21x2+1. 03x+2. 77 ( 8)

由自由度为 3 和 20，查 F 值表得 F = 19. 52 ＞
F0. 05( 3，20) = 3. 10，表明该回归关系显著。

从图 3 可知，当表面孔隙率在 0% ～ 3%范围内

时，8 块机织物和 3 块针织物的湿阻随着表面孔隙

率增加而增大。表面孔隙率在 0% ～ 1. 5%范围内

·07·



第 1 期 张文娟 等: 毛织物孔隙特征与透湿性关系

时，湿阻值比较离散，一定程度上表明在这个范围内

表面孔隙率对湿阻的预测失效，说明应是其他因素

起主要作用，如毛织物紧密程度、织物表面或内部毛

羽; 而当表面孔隙率大于 1. 5%时，表面孔隙率对湿

阻的预测能力显现，当同样浓度的隐式汗接触织物

表面时，孔隙率相对小的织物在其表面液化会相对

多一些，传输到织物另一面的较少。
当表面孔隙率大于 3%时，随着表面孔隙率增

加，气体对流效应起主导作用，湿气流通能力增大，

湿阻随表面孔隙率的增大呈缓慢下降趋势。
3. 3 平均孔径与湿阻的回归模型

以 CFP-1100AI 型多功能孔径仪测量织物平均

孔径值为自变量，湿阻值为因变量建立的关系曲线

如图 4 所示。织物平均孔径与湿阻的回归方程见

式( 9) ，方程的判定系数 Ｒ2 = 0. 74，模型的拟合效

果较好。

图 4 平均孔径与湿阻的关系曲线

Fig．4 Ｒelation between average pore size
and wet resistance

y = 8. 59 × 10 －6x3 － 2 × 10 －3x2 + 0. 15x + 1. 30
( 9)

由自由度为 3 和 20，查 F 值表得 F = 18. 99 ＞
F0. 05( 3，20) = 3. 10，表明该回归关系显著。

从图 4 可知，当平均孔径在 10～45 μm 之间时，

随着平均孔径增大，湿阻呈现上升趋势，这与隐式汗

在织物内部可能发生液化有关，液体传导依靠毛细

孔径，而织物孔径增大会导致毛细管减小。除此之

外，孔径较大的织物其内部发生液化的程度也大，透

过织物的湿气量减少。当平均孔径大于 45 μm 时，

这时对流现象开始变得明显，接触阻碍等相对变弱，

表现为随着平均孔径增大，湿阻降低。

4 结 论

1) 分别对体积孔隙率、表面孔隙率、平均孔径

与湿阻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建立经验回归模型，

3 个多项式模型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 对于本文选用的试样，在体积孔隙率与湿阻

的回归模型中，体积孔隙率在达到 60%时出现拐

点; 表面孔隙率与湿阻的回归模型中，表面孔隙率在

3%左右时出现拐点; 平均孔径与湿阻的回归模型

中，平均孔径在 45 μm 左右时出现拐点。
3) 当表面孔隙率在 0% ～ 1. 5%范围内时，湿阻

值比较离散，一定程度上表明在这个范围内表面孔

隙率对湿阻的预测失效，说明在该范围内表面孔隙

状态对湿阻的影响不是主导因素; 当表面孔隙率大

于 1. 5%时，通过表面孔隙率对湿阻的预测效果开

始显现。 FZXB

参考文献:

［1］ DAS A， YADAW S S． Study on moisture vapor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woven fabrics from cotton
－ acrylic bulked yarns ［J］． Journal of the Textile
Institute Proceedings ＆ Abstracts，2013，104( 3) : 322－
329．

［2］ 徐广标，邱茂伟，王府梅． 精纺毛织物的孔隙与结构

及透气性的关系［J］． 毛纺科技，2005，33( 4) : 14－
17．
XU Guangbiao， QIU Maowei， WANG Fume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rosity and structure and air
permeability of worsted wool fabric［J］． Wool Textile
Journal，2005，33( 4) : 14－17．

［3］ 吴海军，钱坤． 毛织物的孔隙与结构对其透气性的影

响［C］/ / 2006 中国国际毛纺织会议暨 IWTO 羊毛论

坛论文 集 ( 上 册 ) ． 西 安: 中 国 毛 纺 织 行 业 协 会，

2016: 241－244．
WU Haijun． QIAN Kun． Effects of pore and structure of
wool fabric on its permeability ［C］/ / 2006 China
International Wool Textile Conference and IWTO Wool
BBS on ( I ) ． Xi ' an: China Wool Textile Industry
Association，2006: 241－244．

［4］ 范菲，齐宏进． 织物孔径特性与织物结构及芯吸性能

的关系［J］． 纺织学报，2007，28( 7) : 38－41．
FAN Fei，QI Hongjin． Ｒelationship between capillary
properties and configurations and wicking capability of
fabric［J］． Journal of Textile Ｒesearch，2007，28 ( 7) :

38－41．
［5］ 范菲，齐宏进． 差动毛细效应与织物孔径特性的关

系［J］．纺织导报，2008( 8) : 90－92．
FAN Fei，QI Hongjin． Ｒ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ial
capillary effect and fabric aperture characteristics［J］．
Textile Guide，2008( 8) : 90－92．

［6］ 姚穆，施楣梧，蒋素婵． 织物湿传导理论与实际的研

究: 第一报: 织物的湿传导过程与结构的研究［J］．
西北纺织工学院学报，2001，15( 2) : 1－8．
YAO Mu，SHI Meiwu，JIANG Suchan． Fabric moisture
theory and practical research: first report: the study of

·17·



纺织学报 第 40 卷

fabric wet conduction process and fabric structure［J］．
Journal of Northwest Institute of Textile Technology，

2001，15( 2) : 1－8．
［7］ YANILMAZ M， KALAOGLU F． Investigation of

wicking，wetting and drying properties of acrylic knitted
fabrics［J］． Textile Ｒesearch Journal，2012，82 ( 8 ) :

820－831．
［8］ FＲAGIADAKI E，HAＲAHALAKIS S，KALOGIANNI

E． Characterization of porous media by dynamic wicking
combined with image analysis ［J］． Colloids and
Surfaces: A: Physico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Aspects，2012，413: 50－57．

［9］ 李毅，王晓东． 毛织物的某些结构参数与织物热舒适物

理指标的关系［J］． 毛纺科技，1985，13( 2) : 28－33．
LI Yi，WANG Xiaodong． Effects of some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wool fabrics on physical comfort of fabric
thermal comfort ［J］． Wool Textile Journal， 1985，

13( 2) : 28－33．
［10］ 姚穆，施楣梧． 织物湿传导理论与实际的研究: 第二

报: 织物湿传导理论方程的研究［J］． 西北纺织工学

院学报，2001，15 ( 2) : 9－14．
YAO Mu， SHI Meiwu．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wet conduction theory of fabrics: second
report: theoretical study on wet conduction theory of
fabrics［J］． Journal of Northwest Institute of Textile
Technology，2001，15 ( 2) : 9－14．

［11］ FANGUEIＲO Ｒ，GONALVES P，SOUTINHO F，et
al． Moistur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of functional yarns

based on wool fibres［J］． Indian Journal of Fibre ＆
Textile Ｒesearch，2009，34( 4) : 315－320．

［12］ LI Y，HOLCOMBE B V． A two－stage sorption model of
the coupled diffusion of moisture and heat in wool fabrics
［J］． Textile Ｒesearch Journal，1992，62 ( 4 ) : 211 －
217．

［13］ LI Y，ZHONG Xuanluo． An improved mathematical
simulation of the coupled diffusion of moisture and
heating in wool fabric［J］． Textile Ｒesearch Journal，
1999，69( 10) : 760－768．

［14］ 陈振宇，周玲． 织物孔隙率的测定方法及对紫外性能

的影响［J］． 现代纺织技术，2009( 4) : 42－43．
CHEN Zhenyu，ZHOU Ling． Effects of fabric porosity
and its effect on UV properties［J］． Advanced Textile
Technology，2009 ( 4) : 42－43．

［15］ 李芳，周蓉，湖生． 四种涤纶机织物过滤性能的对比

研究［J］． 山东纺织科技，2011 ( 2) : 4－6．
LI Fang，ZHOU Ｒong，HU Sheng． Comparative study on
filtration performance of four polyester woven
fabrics ［J］． Shandong Texti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 2) : 4－6．
［16］ 张新安． 仿毛机织物静态导湿机理探讨［J］． 毛纺科

技，2008，36( 4) : 57－59．
ZHANG Xin' an．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wetting
mechanism of polyester /viscose wool-like fabric under
the static state ［J］． Wool Textile Journal， 2008，

36( 4) : 57－59．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上接第 66 页)

［6］ 章国红，辛斌杰．图像处理技术在纱线毛羽检测方面

的应用［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16，37( 1) : 76－81．
ZHANG Guohong，XIN Binjie． Application of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in yarn hairiness detection［J］．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37( 1) : 76－81．
［7］ 陈健，郑绍华，余轮，等．基于方向的多阈值自适应中

值滤波改进算法［J］．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2013，27
( 2) : 156－161．
CHEN Jian，ZHENG Shaohua，YU Lun，et al． Improved
algorithm for adaptive median filter with multi－threshold
based on direction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Electronic
Measurement and Instrument，2013，27( 2) : 156－161．

［8］ 孙海英，李锋，商慧亮．改进的变分自适应中值滤波算

法［J］．电子与信息学报，2011，33( 7) : 1743－1747．

SUN Haiying，LI Feng，SHANG Huiliang． Salt － and-

pepper noise removal by variational method based on

improved adative median filter［J］．Journal of Electronics

＆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11，33( 7) : 1743－1747．

［9］ 罗玲，王修信．一种高效去除椒盐噪声的中值滤波方

法［J］．微电子学与计算机，2011，28( 11) : 118－121．

LUO Ling，WANG Xiuxin． An efficient salt － and-pepper

noise removal by median filter［J］． Microelectronics ＆

Computer，2011，28( 11) : 118－121．

［10］ 阮秋琦．数字图像处理的 MATLAB 实现 ［M］．2 版．北

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142－144．

ＲUAN Qiuqi．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Using MATLAB

［M］． 2nd e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16:

142－144．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