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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介绍了自主研发的针对负离子纺织品发射性能的测试装置 该装置能提高测试结果的可靠性 利用

此装置对纯纺和混纺的大豆蛋白纤维面料的负离子发射性能进行一系列测试 并对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

果表明 大豆蛋白纤维可以发射一定数量的负离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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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大豆蛋白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进行测试过

程中 发现大豆蛋白纤维能够发射一定数量的负离

子 鉴于负离子对人体的有益作用≈
有必要深入研

究大豆蛋白纤维发射负离子的规律 ∀由于目前纺织

品负离子性能测试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方法 本文在

已有的测试仪器和方法的基础上 研制了新型纺织品

负离子性能测试系统 ∀新型测试系统规范了测试方

法 提高了测试结果的重现性和可比性 在一定程度

上克服了目前通常做法的缺点 ∀利用此系统完成了

对大豆蛋白纤维纺织品负离子性能的测试工作 ∀

1  纺织品负离子性能测试系统

111  测试原理

  目前 纺织品负离子性能的测试是靠操作人员

用手揉搓待测负离子纺织品一定时间之后 将试样

靠近空气负离子测试仪的测量端口测量其负离子发

射量 ∀操作过程中由于测试大气环境温度 !湿度 !

空气流速 !原有负离子状况 !面料摩擦条件时间 !

压力 !面积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使测试结果误差

大 重现性差 不同结果之间可比性差≈  ∀

本文在分析总结目前的测试仪器与方法的基础

上 研制了新型纺织品负离子性能测试系统 ∀测试

流程如图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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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测试系统流程示意图
 

  图 中的纺织品负离子发生装置是自主研发的

装置 它规范了负离子产生过程中的机械作用 ∀负



离子纺织品在此装置内经一定机械摩擦作用激发负

离子发射 作用一定时间后 应用空气负离子浓度测

试仪测定试验装置内的负离子浓度 ∀

112  纺织品负离子测试装置

11211  规范激发发射负离子的方法

为提高测试结果的可比性和重现性 需要克服

压力 !时间 !摩擦面积等因素的影响 模拟一种近似

手搓的摩擦效果 并确保摩擦作用的稳定性和可量

化性 ∀综合考虑机械传动机构和传动效率 采用了

四连杆传动机构 如图 所示 ∀图 中电机的转速

小于或等于 Π转矩为 #∀为了保证传

动的稳定性并使机构耐变形 第一连杆采用圆盘 在

水平摩擦方向上设计了滑块摩擦缓冲装置 使得试

样在试验过程中受力均匀 ∀

图 2  摩擦缓冲装置示意图
 

11212  保证稳定的大气环境

为了使最终结果具有可比性 测试环境中的大

气温度 !湿度及空气流速需要相对稳定 以保证每次

测试的相对独立 ∀有效的测试范围是试样及负离子

测试仪周围1 
内左右的空间 ∀为方便试验过程

中对试样观测 最终采用有机玻璃制成一定体积

  ≅   ≅  的测试容器 并且为排风扇

和测量仪器在适当位置预留了接口 ∀

11213  降低摩擦起电的影响

试验过程中机构摩擦起电会干扰负离子的测试

结果 因此在传动机构的某些部位采用涂绝缘漆 !垫

绝缘垫片或胶木等措施尽量降低摩擦起电的影响 

保证测试结果的可靠性≈ ∗  ∀

2  大豆蛋白纤维面料的负离子性能

211  试  样

  大豆蛋白纤维兼有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的诸多

优点 如柔软 质轻 表面光滑 !有丝绸的光泽 良好

的导湿吸湿性能等 但同时也存在表面摩擦因数

小 抱合力差 耐热性差 织物易起毛起球 匀染性

差 染色鲜艳度差等缺点≈  ∀在对大豆蛋白纤维

进行相关测试时 发现大豆蛋白纤维能够发射一定

量的负离子 且该浓度的负离子对人体有益 ∀

以 种纯纺和混纺大豆蛋白纤维面料为试样 

进行对比测试 ∀试样规格见表  ∀
表 1  大豆蛋白纤维面料负离子性能研究试样

编号 原料混纺比 织物类型 织物组织 后整理


大豆蛋白纤维Π涤纶Π棉

ΠΠ
机织 提花 漂白

 大豆蛋白纤维 针织 纬平 染灰蓝色

 大豆蛋白纤维 针织 罗纹 染水红色

 大豆蛋白纤维 针织 纬平 漂白

 大豆蛋白纤维Π棉Π 机织 平纹 漂白

 大豆蛋白纤维 机织 平纹 漂白

 大豆蛋白纤维Π氨纶 针织 纬编 本色

 大豆蛋白纤维Π棉 针织 纬编 本色

 大豆蛋白纤维 针织 纬平 染天蓝色

212  试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自主研发的纺织品负离子性能测试系统 

上下磨板夹持住面料 摩擦 上磨板压力为

 ∀每一块试样进行 组独立试验 最后用均值

作比较 ∀

21211  纯纺和混纺大豆蛋白纤维面料

纯纺和混纺大豆蛋白纤维面料的负离子发射测

试结果见表  ∀
表 2  大豆蛋白纤维面料负离子发射测试结果

个Π

编号 类型 后整理
负离子发射量

测量值Π 平均值Π

 纯纺 漂白
1
1

1

 纯纺 漂白
1
1

1

 纯纺 染灰蓝色
1
1

1

 纯纺 染水红色
1
1

1

 纯纺 染天蓝色
1
1

1

 混纺 漂白
1
1

1

 混纺 漂白
1
1

1

 混纺 本色
1
1

1

 混纺 本色
1
1

1

  由表 可得出 纯纺大豆蛋白纤维面料可以

发射一定浓度的负离子 ∀
 !纯纺试样的负离子

浓度都达到了 个Π以上 相当于城市郊区田

野中的空气负离子浓度 ∀这说明利用大豆蛋白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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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开发负离子功能面料是可行的 ∀不同的染整工

艺对大豆蛋白纤维面料发射负离子的功能有一定影

响 ∀
试样发射负离子浓度达到 个Π以上 

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 ∀但是不同染整工艺对大豆蛋

白纤维面料的具体影响还需进一步的试验探讨 ∀


 !试样发射负离子量都达到了 个Π以

上 好于一般的大豆蛋白纤维面料 且两者均为大豆

蛋白纤维与棉混纺 ∀从测试结果中也可看出 不同

混纺比对面料发射负离子的性能存在一定影响 ∀这

可为开发新的功能型面料提供参考 至于为什么大

豆蛋白纤维Π棉混纺面料的负离子发射浓度高 还需

要对负离子发射原理和条件作进一步探索 ∀

21212  大豆蛋白纤维面料与其它面料混用

为了探索大豆蛋白纤维面料与其它面料共用时

发射负离子的规律 将不同的天然纤维面料与化学

纤维面料分别与同一块大豆蛋白纤维面料摩擦 测

试其负离子发射量 ∀结果如表 所示 ∀
表 3  大豆蛋白纤维面料与天然纤维和化纤面料

摩擦作用负离子发射量测试结果 个Π

面料类型
负离子发射量

测量值Π 平均值Π

棉
1
1

1

天然纤维面料 羊毛
1
1

1

蚕丝
1
1

1

 

 
化学纤维面料

涤纶
1
1

1

丙纶
1
1

1

  由表 可知 大豆蛋白纤维面料分别与棉 !羊

毛 !蚕丝 种面料摩擦产生的负离子量不同 ∀这可

能与材料的质量比电阻不同有关 棉的质量比电阻

最小 蚕丝次之 羊毛最大 这与表 中测试的负离

子发射量相吻合 ∀涤纶和丙纶面料在与大豆蛋白纤

维面料摩擦的过程中负离子发射量也不同 这也与

种纤维的质量比电阻有关 ∀涤纶的质量比电阻数

值与羊毛的相近 而且涤纶面料与大豆蛋白纤维面

料摩擦负离子发射量和羊毛面料与大豆蛋白纤维面

料摩擦负离子发射量也相近 ∀因为丙纶在纤维静电

电位序列表中排位靠后 其质量比电阻数值较大 所

以丙纶面料与大豆蛋白纤维面料摩擦时负离子发射

量较高 ∀

3  结  论

针对目前纺织品负离子性能测试不规范的问

题 自主研制的负离子测试系统主要解决了 个问

题 一是用机械装置模拟人手摩擦面料 消除了测试

时人为因素造成的差异 二是保证了测试所处环境

相对稳定 减少了大气环境对测试的影响 ∀该测试

系统可以较好地提高同一试样不同时间测试的结果

重现性和不同试样间测试结果的可比性 ∀

应用该自主研发的纺织品负离子性能测试系

统对大豆蛋白纤维的负离子性能进行测试 结果表

明 纯纺大豆蛋白纤维面料可以发射一定量的负离

子 其浓度可以达到对人体有益的程度 不同的染整

工艺及混纺比对大豆蛋白纤维面料发射负离子的性

能存在一定影响 大豆蛋白纤维面料与羊毛 !蚕丝 !

棉面料摩擦时 产生的负离子量依次降低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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