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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蛋白纤维Π棉混纺织物的抗折皱性

吴丽莉 何俊 俞建勇
东华大学 纺织学院 上海  

摘  要  通过对大豆蛋白纤维Π棉混纺织物抗折皱性能的测试 分析研究纱线混纺比 !捻度 !线密度和纱线结构与

大豆蛋白纤维Π棉混纺织物性能的关系 确定体现大豆蛋白纤维产品优良性能的最佳工艺参数 为以后的研究和生

产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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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蛋白纤维是由我国发明并进行工业化生产

的再生蛋白质纤维 ∀经测试发现 大豆蛋白纤维Π棉

混纺织物的断裂强力及耐磨性一般均能满足服用的

要求 ∀近年来 人们对纺织品消费已由追求耐用到

讲究舒适美观 所以本文主要以织物的外观为出发

点 重点研究织物的抗折皱性能 ∀

1  实验部分

1 .1  试样设计

考虑到实验的有效性 大豆蛋白纤维与棉混纺

纱的混纺比依次为 Β !Β !Β !Β !

Β !Β !Β 纺纱方法为环锭纺和 ≥∏

纺 纱线线密度为 1¬和 1¬∀

1 .2  实验方法

按照   )  规定的测试方法 采用 ≠

型织物折皱弹性测试仪 共测 次取平均值 ∀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 .1  混纺比对织物折皱回复性的影响

影响织物抗皱性的因素主要有  纤维的弹性

回复率 ∀纤维的弹性回复率随纤维拉伸变形值的增

加而降低 ∀因此 织物折皱时 如果纤维的变形较

小 则纤维的拉伸变形回复能力较高 ∀ 纤维的初

始模量 ∀组成织物的纤维具有较高的初始模量 则

纤维产生小变形时需要较大的外力 或者在同样外

力作用下纤维不易变形 因此织物的抗皱性一般也

较好 ∀ 纤维的表面摩擦性能及纤维之间的相对

移动能力 ∀纤维之间或纱线之间的表面摩擦性能将

影响它们之间的相对移动 相对移动时阻力的大小

将影响纤维的受力和变形 ∀ 纤维的线密度 ∀因

纤维抗弯刚度与纤维英制支数的平方成反比 抗弯

刚度越小 折皱回复角越小 ∀即纤维的线密度越低 

英制支数越大 折皱回复角越小 ∀

棉纤维的弹性回复率大于大豆蛋白纤维 见

表  ∀若只以弹性回复率为考察对象 则大豆蛋白纤

维含量越高的织物 折皱回复角越小 ∀图 为大豆

蛋白纤维和棉的应力 应变曲线 ∀由图 可知 大

豆蛋白纤维的初始模量远大于棉纤维 说明从纤维

初始模量方面考虑 大豆蛋白纤维的加入可以提高

织物的抗皱能力 ∀表 为大豆蛋白纤维与棉纤维 !

金属间的摩擦因数 从中可看到摩擦因数的排列顺

序为 大豆蛋白纤维与金属 大豆蛋白纤维与大豆

蛋白纤维 大豆蛋白纤维与棉纤维 表明混纺比居

中的纱线中纤维间更容易相互滑移 ∀



表 1  标准状态下纤维弹性回复率 

品种 定伸长 弹性回复率

棉纤维  

大豆蛋白纤维   

图 1  大豆蛋白纤维和棉的应力 −应变曲线

表 2  纤维摩擦因数

摩擦对象 静摩擦因数 动摩擦因数 差值

大豆蛋白纤维Π金属      

大豆蛋白纤维Π棉      

大豆蛋白纤维Π大豆蛋白纤维      

棉纤维Π棉纤维      

  图  ∗ 为大豆蛋白纤维含量与织物折皱回复

角的关系 从图  ∗ 中可见 随着大豆蛋白纤维含

量的增加 织物的折皱回复角随之增大 ∀说明在大

豆蛋白纤维含量为低比例时 纤维的弹性回复率对

织物折皱回复角的影响占主导地位 同时棉纤维与

棉纤维之间的摩擦因数最大 也使织物的折皱回复

角较小 随着大豆蛋白纤维含量的增加 纤维初始模

量对织物折皱回复角的影响大于弹性回复率 ∀

图 2  1¬≥∏纱不同

捻系数对比

图 3  1¬环锭纺纱不同

捻系数对比

图 4  1¬≥∏纱不同

捻系数对比

图 5  1¬环锭纺纱不同

捻系数对比

2 .2  捻系数对织物折皱回复性的影响

纱线的捻系数对织物抗皱性的影响 若纱线捻

系数适中 则织物抗皱性好 ∀捻系数过小 纱线中纤

维松散 纤维间易产生不可恢复的位移 使抗皱性能

变差 纱线捻系数过大 纤维变形大 且弯曲时纤维

间相对滑移小 纱线抗弯性能差 使织物起皱 ∀

图  ∗ 为捻系数对织物抗皱性能的影响 ∀由

图  ∗ 可知 当捻系数改变设纺纱方法和线密度

不变时 随着大豆蛋白纤维含量的增加 织物的折

皱回复角都有递增的趋势 大致分布是捻系数为

的折皱回复角大于捻系数为 和 的 ∀由

于捻系数为 时离纱线的临界捻系数有较大差

距 即 种捻系数的纱线相比较 捻系数为 的纱

线结构最理想 捻系数为 的纱线结构比较松散 

捻系数为 的纱线结构更松散 ∀说明测试结果与

理论基本一致 ∀

2 .3  纺纱方法对织物折皱回复性的影响

图  ∗ 为不同捻系数混纺纱中大豆蛋白纤维

含量与折皱回复角的关系图 ∀

图 6  1¬捻系数混纺纱

折皱回复角

图 7  1¬捻系数混纺纱

折皱回复角

图 8  1¬捻系数混纺纱

折皱回复角

图 9  1¬捻系数混纺纱

折皱回复角

图 10  1¬捻系数混纺纱

折皱回复角

图 11  1¬捻系数混纺纱

折皱回复角

  由图  ∗ 可见 当纺纱方法改变设捻系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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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密度不变时 纺纱方法对织物折皱回复角的趋势

影响并不大 捻系数为 的织物在大豆蛋白纤维

含量较低时 环锭纺织物折皱回复角大于 ≥∏

纺织物 随着大豆蛋白纤维含量的增加 ≥∏纺

织物的折皱回复角大于环锭纺织物 且随大豆蛋白

纤维含量的改变 ≥∏纺织物折皱回复角的变化

趋势较急 ∀捻系数为 的织物 两种纺纱方法对

织物折皱回复角的影响不很明显 只是环锭纺织物

的折皱回复角略大于 ≥∏纺织物 ∀

由于在实际生产中 捻系数为 的织物应用

最为广泛 因此主要讨论捻系数为 的织物的折

皱回复性 ∀随着大豆蛋白纤维含量的增加 织物的

折皱回复角呈增大的趋势 ∀1 ¬纱线中大豆蛋

白纤维含量小于   时 ≥∏纺织物的折皱回

复角大于环锭纺织物 当大豆蛋白纤维含量大于

 时 环锭纺织物折皱回复角大于 ≥∏纺织

物 !纯大豆蛋白织物 ≥∏织物折皱回复角再次

大于环锭纺织物 ∀由于 1 ¬纱线的细度变细 

纺纱方法的改变对其折皱回复角的影响已不太明

显 总的趋势是 ≥∏纺织物的折皱回复角大于

环锭纺织物 ∀但纯棉织物是环锭纺织物的折皱回复

角大于 ≥∏纺织物 ∀

说明随着捻系数的增加 纱线变得紧密 纱线结

构的改善 纺纱方法对织物折皱回复角的影响已不

明显 ∀除了上述几方面的原因 生产和实验的设备 !

环境等都会对织物的折皱回复性能产生影响 ∀

3  结  论

  利用大豆蛋白纤维与棉混纺 通过研究分析不

同线密度 !不同混纺比以及不同纺纱方法对织物抗

折皱性能的影响 可以对大豆蛋白纤维如何适应服

装面料的要求有进一步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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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在工厂化条件下 进行亚麻快速生物脱胶技术

的生产应用研究 共用亚麻原茎约  可以得出

如下结论 ∀

亚麻快速生物脱胶技术的脱胶时间为  左

右 脱胶时间比传统温水沤麻方法缩短  以上 ∀

 亚麻快速生物脱胶技术具有纤维产量高和

品质好的特点 ∀与温水沤麻方法相比 其干茎制成

率和长麻率分别提高  和 1  纤维强力和纤维

长度分别提高 1 和   ∀

 亚麻快速生物脱胶技术的经济和生态环境

效益显著 ∀与传统温水沤麻方法相比 每加工 亚

麻原茎可增加直接经济效益 1元 ⁄ 和 ≥≥

排放总量分别减少  和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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