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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一种新型水刺面膜基布 它由聚丙烯纺粘非织造布与粘胶纤维网复合水刺而成 并将其与粘胶 !涤纶

混合水刺面膜基布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 新型面膜基布形成了双层纤维结构 营养液大部分覆盖在粘胶纤维层 与

人体的皮肤紧密接触 可以使美容液得到充分利用 触感良好 使用舒适 由于采用复合水刺工艺 使短纤维与长丝

相互缠结 从而实现 种不同的成网方式优势互补 产品尺寸稳定性好 水刺加固工艺使得产品不含其他化学成

分 且其透气性优良 成本较低 ∀

关键词  面膜基布 粘胶纤维 聚丙烯纺粘布 水刺 双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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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膜能软化角质层 防止水分蒸发 加速营养物

质的渗透吸收 清除皮肤表面的污垢及油脂 达到增

强皮肤弹性 防止皱纹产生 使皮肤更加光滑润泽的

作用≈ ∀根据其使用方式基本可分为 类 无载体

型和载体型面膜 ∀后者是指以成膜材料为载体即

面膜基布 辅以营养成分和药物 然后进行敷面的

面膜 ∀按照基布类型又可分为水溶性聚合物面膜和

非织造布面膜等 ∀非织造布面膜是以非织造布为载

体的新型产品 近年来采用 种或几种不同成网方

式制成纤网 通过水刺等工艺制成的非织造材料在

卫生用品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本文采用粘胶纤

网和聚丙烯纺粘非织造布复合水刺 开发了一种新

型面膜基布 并比较了这种基布与几种短纤混合梳

理水刺基布间性能的差异 ∀

1  实验部分

111  实验方案
当前的面膜基布大部分采用粘胶Π涤纶纤维

Π布 ∀由于粘胶纤维的价格较高 故基布的成

本较高 且粘胶纤维的湿强较低 其尺寸稳定性较

差 ∀为了改善基布性能 本文采用面密度为 Π

的粘胶纤网和 Π的聚丙烯°°纺粘非织造布

复合水刺制成试样 ∀试样 中粘胶和聚丙烯纤维



  各成一层 具有双层结构 其中聚丙烯纤维层对粘胶

纤维层起到增强作用 ∀将试样 与 种短纤混合梳

理水刺产品 !!的性能进行对比分析 这 种对

照试样的生产工艺为 短纤混合 ) 开松 ) 梳理 ) 纤

网 ) 水刺 ) 烘燥 ) 分切 ) 卷绕 试样 生产工艺 先

将聚丙烯纺粘布退卷 再把梳理好的粘胶短纤纤网

铺在聚丙烯纺粘布上面 然后经过水刺加固等后续

工艺得到实验样品 具体情况见表  ∀
表 1  实验方案

Ταβ .1  Εξπεριµενταλ πλαν

试样编号 纤维种类 配比 混合方式   

 粘胶  短纤直接混合

 粘胶Π涤纶 Π 短纤直接混合

 粘胶Π涤纶 Π 短纤直接混合

 粘胶Π聚丙烯 Π 纤网  °°纺粘布

112  性能测试
依据 ƒΠ×  ) 测定试样的面密度 依

据 ƒΠ×  )  采用 ≠型厚度仪测定试

样的厚度 依据   )  采用 ≠型中低

气压透气量仪测定试样的透气性 ∀依据 ƒΠ×

 )  采用 ⁄型电子织物强力仪测定

试样的拉伸性能 依据 ƒΠ×  )  采用

⁄型电子织物强力仪测定试样的撕破强度 ∀

由于国家和企业均未制定相关标准 试样带液

率测试方法为自行设计 实验过程如下 取 种干试

样 每种 块每块  ≅   分别称量其质量

Ω 再分别浸入美容专用营养液市购 浸渍  

取出试样 悬空放置 再称其质量 Ω ∀带液

率   Ω  ΩΠΩ ≅   即可计算每块试样的

带液率值并求算术平均值 ∀

2  结果与讨论

211  试样的结构
试样 !!为传统的单层混合水刺结构 其中

试样 !中粘胶和涤纶在基布中均匀分布 由于涤

纶纤维刚度较粘胶纤维大 使用时皮肤会有轻微刺

痒感 因生产工艺的不同 试样 形成了双层纤维结

构 使柔软的粘胶纤维层与皮肤接触 且营养液大部

分集中在此层 使用舒适 美容效果好 ∀

212  试样的带液率
带液率是面膜基布的一项很重要的指标 它直

接反映美容效果的好坏 ∀目前市场上部分商家将基

布浸渍营养液后密封出售  张Π袋 基布平均

1 Π张 营养液 除去袋内营养液残留 其产品

带液率约为   实验测得这  种试样的带液

率 见表  ∀可以看出 随着试样中粘胶纤维含量的

降低 这几种试样的带液率呈下降趋势 但无显著差

异 都符合使用要求 ∀对于新型面膜基布而言 由于

其具有双层结构 故营养液能集中分布在粘胶纤维

一侧 可最大限度作用于人体面部 而在其他几种短

纤混合梳理产品中 由于粘胶纤维与其他纤维均匀

混合 所以营养液均匀地分散分布 故新型面膜基布

能使营养液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
表 2  带液率和透气性测试数据

Ταβ .2  Εξπεριµενταλ δατα οφλιθυιδ χονταινινγ

ανδ αιρ περµεαβιλιτψ

试样

编号
带液率Π

平均透气量Π

# #

定量透气量Π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注 定量透气量 平均透气量Π面密度 ∀

213  试样的透气性

从表 各试样的透气性数据可以看出 新型面

膜的透气性是最好的 ∀因为聚丙烯纺粘布在水针的

穿刺和粘胶纤维的穿插作用下 其粘结结构变得松

散 提高了基布的透气性 ∀其他 种试样是纤维间

的混合 水刺后纤维间互相穿插 !纠缠 形成了致密

的纤网 透气性较新型面膜差 而面膜要接触皮肤 

故要求产品要具有良好的透气性 ∀

214  试样的力学性能

试样力学性能的测试数据见表  ∀可看出 新

型面膜基布的纵横向强力无显著差异 且其强力较

其他 种大 其断裂伸长率较其他 种差异并不大 ∀

这是由于聚丙烯纺粘布自身的成网方式及加固方式

不同 聚丙烯纤维长丝在气流或机械作用下杂乱沉

积在网帘上 其排列基本呈二维结构 然后经热轧加

固 纵横向强力较均匀 与粘胶纤网复合水刺固结过

程中 粘胶纤网中的纤维受到高压水流的冲击 向下

运动 穿刺挤入聚丙烯纤网结构 同时聚丙烯纤维网

中的纤维也会随着水流的作用进行穿插纠缠≈
使

纤维之间相互缠结 这种缠结结构赋予了复合纤网

较稳定的三维结构≈ ∀而其他 种成网和加固方式

都一样 所以力学性能差异不大 由于采用梳理成

网 !平行铺网 故纵横向强度差异较大 ∀在面膜使用

中 要求基布均匀 可在任何方向承受一定程度的拉

扯而不致被撕裂 故新型面膜基布更符合使用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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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力学性能测试数据

Ταβ .3  Εξπεριµενταλ δατα οφ µεχηανιχαλ προπερτιεσ

试样编号
断裂强力Π#  

纵向 横向
纵横向强力比

断裂伸长率Π 定量断裂强力Π##

纵向 横向 纵向 横向

 1 1 1Β 1 1 1 1

 1 1 1Β 1 1 1 1

 1 1 1Β 1 1 1 1

 1 1 1Β 1 1 1 1

  面膜是一种用即弃型产品 只要保证其在使用

时有一定的强度即可 虽然浸渍营养液后 粘胶纤维

的强力 !回弹性会有所降低 但聚丙烯纺粘层的这些

力学性能不变 能起到湿增强作用 以保证面膜的正

常使用 ∀

215  试样的厚度
各试样厚度的测试数据见表  ∀可以看出 新

型面膜基布的定量厚度是最低的 其他 种无显著

差异 ∀这是由于新型面膜基布采用聚丙烯纺粘非织

造布与粘胶纤网复合水刺 纺粘非织造布自身结构

致密 而梳理形成的纤网较为蓬松 ∀由表  !的分

析可知 虽然试样 定量厚度最低 但其带液率与其

他 种无明显差别 且部分力学性能甚至优于其他

试样 ∀面膜基布不能过薄也不能过厚一般为  ∗

 Π
 若过薄吸附能力就有限 甚至敷在脸上的

瞬间营养液流淌下来 只有厚度够 才能吸附足够的

营养液 若基布过厚 浸渍营养液后与肌肤接触 会

使人感觉不适 不利于营养液的吸收 且厚重的基布

成本比较高 也会造成营养液的浪费 故在满足使用

要求的前提下 其厚度应尽量薄些 ∀
表 4  厚度测试数据

Ταβ .4  Εξπεριµενταλ δατα οφ τηιχκνεσσ

试样编号
面密度Π

#

平均厚度Π



定量厚度Π

##

  1 1

  1 1

  1 1

  1 1

  注 定量厚度 平均厚度Π面密度 ∀

216  感官与成本评测
由于几种产品中含有粘胶纤维 且都采用了水

刺工艺 故它们都具有水刺产品和粘胶纤维所固有

的良好手感和柔软性≈ ∀因为水刺能量使聚丙烯纺

粘非织造布中的许多粘合点弱化≈
使其蓬松性提

高 进而提高了其柔软度 且粘胶纤维层又大大提高

了基布的舒适度 这一点在面膜的使用过程中显得

尤为重要 因为只有面膜材料具有较低的弯曲强度

和足够柔软度 在使用时才能保证其与皮肤处处亲

密接触且使用舒适 发挥其美容养颜的作用 任何作

为敷面的载体材料 都必须首先满足这一点 ∀

就产品成本而言 聚丙烯纺粘非织造布成本较

低 约为 1 ∗ 1万元Π而粘胶成本为1万元Π

新型基布虽增加了聚丙烯纺粘布的生产 但其大大

减少了粘胶纤维的用量和纤维的梳理量 故新型面

膜基布成本要低于短纤混合梳理水刺基布的成本 ∀

3  结  论

采用粘胶纤维网和聚丙烯纺粘非织造布复合水

刺 形成了与常规混合纤维水刺布所不同的双层结

构 与几种短纤混合梳理水刺基布相比 新型面膜基

布的优点是 新型基布的双层结构形式可使营养

液得到有效的利用 使用舒适 ∀纵横向强力差异

小 尺寸稳定 透气性好 定量厚度小 ∀新型基布

成本更低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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