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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客观评价超细纤维织物的综合清洁性能 设计了除尘性 !除菌性 !吸水性 !吸油等织物清洁效果及纤

维脱落和毛效的测试方法 对超细纤维织物的清洁性能进行了相应的测试 ∀运用模糊数学方法建立了综合清洁效

果评价体系 并对若干超细纤维织物的清洁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价 ∀结果表明 超细纤维织物的清洁效果好于纯棉

织物 ƒ织物的清洁效果在各种超细纤维织物中最佳 同类组织结构的超细纤维织物的清洁效果基本相同 利用

模糊数学评价体系评价超细纤维织物的清洁性能准确 !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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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超细纤维的生产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推动

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全国超细纤维的产能已超过

 Π这其中相当部分用于了清洁织物的生产 

主要是利用了超细纤维优异的清洁性能≈  
但如

何较为客观地评价超细纤维织物的清洁性能 为超

细纤维的开发生产和实际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成为

亟待解决的问题 ∀

日本纺织检验协会曾采用擦除薄膜上的细菌数

的方法来测定超细纤维织物的除菌性能 瑞典 

实验室也曾采用类似的方法 确定了  标

准实验 测定超细纤维织物的除菌性 ∀瑞典国家测

试研究所能源技术部的循环和室内气候研究小组 

根据瑞典 ≥≥ 5清洁质量评价中的清洁质量测

量系统6标准 对超细纤维织物的除尘性进行过测

定 ∀≥  ) 标准中采用了胶带法对固体表面

洁净度进行评价实验 ∀采用这些方法均能反映出超

细纤维织物的清洁性能 但因为各个方法的侧重点

不同 不能全面地表征超细纤维织物的清洁性能 ∀



1  实验部分

111  材料和仪器
试样选用国内不同生产厂商的清洁织物 具体

规格见表  ∀其中织物  ≤ ⁄均为珍珠面经编

毛圈针织物 ∞ƒ为 ƒ2ƒ经编毛圈针织物 为

ƒ2ƒ经编针织物 ∀
表 1  实验用超细纤维织物

Ταβ .1  Τεστεδ συπερφινε φιβερ φαβριχσ

编号 纱线种类
纱线线

密度Π¬

织物面

密度Π

#

织物密度

经 ≅纬Π

根# 

 棉纱    ≅ 

 涤锦复合超细纤维    ≅ 

≤ 涤锦复合超细纤维    ≅ 

⁄ 涤锦复合超细纤维    ≅ 

∞ 棉纱    ≅ 

ƒ 涤锦复合超细纤维    ≅ 

 涤锦复合超细纤维    ≅ 

  实验药品 ƒ   ≤°  ƒ 含量 1  ∗

1   天津市博迪化工有限公司 大豆色拉油 青

岛嘉里植物油有限公司 ∀

仪器 ≥≥型塞多利斯电子天平 2型

干燥箱 ∞2气动实验轧车 ƒ×2⁄型多功能

织物强力机 ƒ≠2型毛细效应仪 ∀

112  测试方法

112 .1  吸尘性

将试样 !ƒ  和直径1 的 个钢球放入

玻璃烧杯内 用玻璃棒充分搅拌约 取出试

样 轻轻抖动 除去附着在织物上多余的 ƒ  用电

子天平称量吸收 ƒ  后的试样质量 ∀以每克

织物吸附 ƒ  的量评价织物的干态除尘能力
≈ ∀

织物吸尘量 
吸附后织物质量 吸附前织物质量

吸附前织物质量

112 .2  吸水性

将烘干 !恒重的织物   ≅  用  ∗

 ε 水充分浸湿后 用轧车在一定压力1 °

和车速 Π下轧除水分 称量织物质量 ∀用吸

水率评价织物的吸水性 ∀

吸水率 
织物湿重 织物干重

织物干重
≅  

112 .3  毛细效应

沿着试样的经向剪 条长约 宽不小于

1 的试样 然后将其放置在温度约为 ε 相

对湿度约为  的标准大气条件下于 后根据

ƒΠ×  ) 标准进行测试 ∀

112 .4  纤维脱落性

试样  ≅  平放于桌面 用透明胶带

沿织物纵向粘结织物 经玻璃板  ≅  施

压  后 用多功能织物强力机将织物和胶

带进行剥离 ∀数码相机拍摄剥离后胶带上的残留纤

维分布 并计出纤维脱落的数目 ∀

112 .5  吸油性

利用称量法来定量测定吸油性≈ ∀将一定量的

油剂滴于垫板  ≅  上 再将清洁布试样

  ≅  覆盖在上面 加以同等的压力  

经 后撤除上面压板 称得织物的质量 计算出

清洁布试样的吸油量 ∀

织物吸油量 
吸油后织物质量 吸油前织物质量

吸油前织物质量

112 .6  除菌性

移取 1 含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菌液≤ƒ 


 ∗ 

Π于无菌玻璃上 用  ≅  的无菌

超细纤维织物擦拭玻璃表面 ∀分别测试擦拭前后玻

璃表面的细菌数 计算得到织物的除菌有效值 ∀

除菌有效值 ΑΠΒ

其中 Α为擦拭前玻璃表面的细菌数 Β为擦拭后玻

璃表面的细菌数 ∀

参照日本纤维协会 ≥∞标准 除菌有效值  1
时 即可认为该清洁织物具有除菌性 测试结果记为

 否则为  ∀

2  结果与讨论

211  清洁效果评价体系
影响超细纤维织物清洁效果的因素很多 用传

统数学的方法来评价清洁织物的清洁效果受到较多

的制约 缺乏准确的量化指标 无法进行全面精确的

分析 ∀而采用模糊数学≈  中的综合评判 则可将

许多定性因素转化为定量分析 使得分析更加全面

和精确 结果较为客观 ∀其基本原理是把模糊概念

定量化 清洁效果的指标规格化 使其具有运算性 

这其中的关键是确立因素权重分配的权向量和建立

综合品质指标的模糊关系矩阵 ∀

综合评判模型为 

Β   Β Β Β , , Βµ 

Α ≅ Ρ 

Α Α Α , , Αµ ≅

Ρ , Ρν

σ σ

Ρµ , Ρµ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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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Ρ 为综合品质指标的模糊关系矩阵 其中的

每一个元素由规格化公式计算出 每行元素为不同

织物规格化的同一种清洁性能指标值 每列元素为

同一织物规格化的各种清洁性能指标值 Α为各因

素权重分配的权向量 其中的每一个元素为各性能

指标在清洁效果方面所占的比例或者说重要性的程

度 且 Ε
ν

ι  

Αι   Β为综合评判的结果 其中的每个

元素 Βι 为计算所得某种织物的综合清洁性能值 且

Βι  Α Ρι  Α Ρι  Α Ρι  ,  Α Ρι 其值越

大 说明这种织物的清洁效果越好 ∀

按规格化处理 利用下式得出在≈ 闭区间上

的综合品质指标的模糊关系矩阵 Ρ ∀

Ξϕ  Ξ

Ξ¬  Ξ

或  
Ξϕ  Ξ

Ξ¬  ÷ µιν

其中 Ξϕ为某种清洁性能指标的任意值 即表 中

某一列的任意值 Ξ为对应的某种清洁性能指标

的最小值 即表 中对应某一列的最小值 Ξ¬为对

应的某种清洁性能指标的最大值 即表 中对应的

某一列的最大值 ∀

根据清洁织物要求和实际测试评估 实验设定

权重分配的权向量 Α  1 1 1 1 1

1 即除尘性 !毛细效应 !吸水率 !吸油性 !纤维脱

落性和除菌性这 项性能指标在清洁效果方面所占

的比例分别为 1 1 1 1 1 1 ∀

212  织物清洁效果评价
运用上述综合评判体系对 种超细纤维织物的

清洁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见表  ∀
表 2  织物清洁性能测试结果

Ταβ .2  Τεστ ρεσυλτσ ον χλεανινγ εφφεχτ οφ φαβριχσ

织物

编号

吸尘量Π

# 

吸水率Π



毛效Π#

  

吸油量Π

#

纤维脱

落量Π根

除菌有

效值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ƒ 1  1 1 1   

 1  1 1 1   

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Β  ΑΡ  1   1   1   1   1   1   1 

  由综合评判的结果 Β可知所测 种织物清洁

性能的优劣依次是 ƒ    ≤    ⁄  ∞   即

ƒ2ƒ经编毛圈织物ƒ  ƒ2ƒ经编平面织

物 珍珠面经编毛圈织物≤ ! !⁄ 纯棉经编

针织物∞ ! ∀这与实际应用结果是一致的 完全

符合实际情况 ∀由此知超细纤维织物的清洁性能要

远远优于棉织物 超细纤维织物中 ƒ2ƒ经编毛

圈织物的清洁性能最好 ∀从模糊关系矩阵 Ρ 可知 

影响 ƒ2ƒ织物清洁性能的指标都较为平均 织

物的清洁性能最稳定 这也与实际应用结果一致 ∀

结果表明 织物 ≤ ⁄虽均为珍珠面经编毛圈

针织物 其清洁性能存在一定的差别 但差别较小 ∀

根据本文建立的评价体系得出的结果还显示 超细

纤维织物中 同种组织结构织物的清洁性能接近 不

同组织结构织物的清洁性能有着较大差异 ∀

3  结  论

在若干超细纤维织物性能指标测试结果的基

础上 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建立了超细纤维织物清

洁效果的综合评价体系 将许多定性因素转化为定

量分析 使模糊概念定量化 清洁效果指标规格化 

得到了超细纤维织物的综合清洁效果评价结果 ∀

 根据超细纤维织物的特点和实际应用需要 

综合评价体系中设计了干态 ƒ  模拟除尘性 !吸

油性 !毛细效应和浸轧吸水性等方法 同时还设计了

织物强力机胶带剥离法测纤维脱落性 !平面擦除法

测除菌性等新的清洁性能测试方法 较全面地反映

了织物的清洁性能 ∀

 由综合评价结果得出 在特定的权重分配

权向量条件下 ƒ2ƒ超细纤维经编毛圈针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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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洁效果最好 超细纤维织物的清洁效果大大好

于纯棉织物 ∀同类组织结构的超细纤维织物的清洁

性能相近 ∀

 实验中权重分配的权向量是根据实际应用

要求和织物特征来确定的 引入了部分主观因素 这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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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论

羊毛衫收放针搭配变换的用途广泛 既可用

于收放针搭配的工艺调整 !放码与缩码调整 !收放针

搭配的先后计算调整 又可直接进行收放针搭配 ∀

羊毛衫收放针搭配变换的运算形式简洁 变

换灵活 既可利用不同的运算规则得到相同的搭配

结果 又可满足不同的搭配要求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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