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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纤维纺纱与织造性能研究

周衡书
湖南工程学院 湘潭 

摘  要 分析竹纤维的结构性能及其纺纱与织造工艺要点 指出竹纤维具有较好的纺纱和织造性能 竹纤维产品有很好的市场前

景和发展空间 ∀

关键词 竹纤维  性能  纺织  竹纤维产品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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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纤维强度较高 !弹性好 其织物具有很好的耐

磨性 !悬垂性 !吸湿放湿性和透气性 制成的衣物穿

着凉爽舒适 同时竹纤维具有优良的染色性能和天

然的抗菌效果 ∀这些特性使竹纤维及其产品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喜爱与关注 ∀但我国对竹纤维及其产品

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 许多性能与机理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与探讨 ∀

1  竹纤维分类与结构性能

111  分  类

竹纤维取材于天然的竹子 根据竹纤维的加工

方法不同 国内将其分为/原生竹纤维0与/再生竹纤

维0 ∀原生竹纤维是将生长  ∗ 个月的慈竹或毛

竹 采用蒸煮等机械和物理方法进行脱胶直接从竹

子中提取竹纤维 ∀湖南株州雪松麻业有限公司采用

纯天然植物的浸出液从竹子中提取出的原竹纤维洁

白光亮 挺直滑爽 细度均匀 ∀四川外贸公司也开发

出了原生竹纤维≈ ∀

再生竹纤维的制备基本上采用粘胶生产工艺 

在我国已有了比较稳定的生产线 如河北吉藁的/天

竹纤维0 上海化纤浆粕总厂的纯/竹纤维粘胶丝0 

山东潍坊海龙的/竹素纤维0均有一定的生产规模 ∀

市场上主要有 1 ¬≅   !1 ¬≅   !

1 ¬≅   !1 ¬≅  等再生竹纤维

品种供应 ∀

112  化学结构与性能

竹纤维的化学成分主要是纤维素 !半纤维素和

木素 另外还有灰分等少量物质 ∀由于生长的地域

不同 纤维素的含量不同 ∀在各种竹子中 以慈竹纤

维素含量最高 但竹纤维的纤维素明显低于棉和麻

纤维≈ ∀竹纤维只有初生结构而没有次生结构 构

造简单 原生竹纤维的细度和长度随竹子的品种和

加工工艺不同而不同 ∀竹纤维性能见表  ∀

11  吸放湿性  在  倍电镜下检测 竹纤维

横截面是凹凸变形的 沿纤维长度方向布满了许多

大大小小的孔隙 呈高度中空 可以在瞬间吸收大量

   
表 1  竹纤维与其它纤维素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 

名称
纤维线密度

¬

纤维长度



干强

Π¬

湿强

Π¬

伸长率

  

湿伸度

  

初始模量

Π¬

吸水率

  

竹浆纤维 1 ∗ 1  ∗  1 ∗ 1 1  ∗   

原竹纤维 1 ∗ 1  ∗   1 

棉纤维 1 ∗ 1  ∗  1 ∗ 1 1 ∗ 1  ∗   ∗  1  ∗ 

粘胶纤维 1 ∗ 1 1 ∗ 1  ∗   ∗   ∗ 1  ∗ 

苎麻纤维 1 ∗ 1 1 ∗  1 ∗ 1 1 ∗ 1 1 ∗ 1 1 ∗ 1

的水分和透过大量的气体 毛细管效应非常强 决定

了竹纤维的吸放湿性能是所有天然纤维中最好的 

也有专家称竹纤维为/会呼吸0的纤维 ∀在温度为

 ε !相对湿度为   下 竹纤维的回潮率超过

  且从 1 到  仅需  竹纤维透气性比

棉强 1倍≈
说明竹纤维比其它纤维具有更优的

吸湿快干性能 ∀

    抗菌性与抗紫外功能  竹子生长在崇山峻

岭的大自然中 极少受到污染 在生产过程中又采用

高新技术工艺处理 保持了竹纤维的抗菌性没被破

坏 ∀竹纤维中含有天然的抗菌物质 日本研究人员

的实验证实了竹沥有广泛的抗微生物功能 由竹纤

维制成的纺织品  抗菌率可以达到   竹纤维

中的叶绿素和叶绿素铜钠都具有较好的除臭作

用≈ ∀竹纤维织物对紫外线的反射率比麻织物 !棉

织物低 也就意味着具有更强的吸收紫外线作用 特



别是在 ≤波领域 竹纤维中所含的叶绿素铜钠是安

全 !优良的紫外线吸收剂 抗紫外线功能比棉强

倍≈ ∀

2  竹纤维纺纱性能分析

2 .1  再生竹纤维纺纱性能

再生竹纤维纺纱可以参照粘胶纤维纺纱工艺进

行 ∀在混纺时要注意纤维之间的性能差异 在原料

混合时也要进行补湿并加入适量的抗静电剂 ∀混合

后的上机回潮率控制在  左右 这样可以调整纤

维之间 !纤维与机件之间的摩擦系数 消除静电 增

加纤维的集束性≈ ∀原料混合后要存放一定的时间

后方可加工 ∀在梳理时要适当加大入口隔距 减少

落纤量和避免损伤纤维 速度适当放慢 减少揉搓 

减少/麻粒0的产生 ∀在并粗工序由于竹纤维无卷

曲 抱合力较差 并条宜采用较小的喇叭口可使须条

紧密 !光洁 断头少 ∀粗纱捻系数应比棉增大   ∗

  并采用/大隔距 !重加压 !小张力0的工艺原则 ∀

细纱工序要合理选用锭子速度 !钢领钢丝圈型号 减

少毛羽 提高条干水平和成纱质量 ∀

2 .2  原生竹纤维纺纱

株洲雪松公司用原生竹纤维在苎麻纺纱系统和

棉型设备上进行纺纱试验 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而

四川阆中棉纺织厂试纺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这可能

跟原生竹纤维的性能有很大的关系 株洲雪松公司

使用的竹纤维大部分已单纤化 而阆中棉纺织厂所

用的竹纤维基本上是束纤维 既粗又短 由此可见 

竹纤维的制备技术决定了原竹纤维的性能与纺纱性

能 ∀

一般纺织纤维为单纤维 而竹纤维完全脱胶后 

纤维线密度约 1¬且长度不足  
≈

不能在

环锭纺纱机上加工 因此不能将胶全部脱完 以便利

用余胶使竹纤维一根一根相互连接 从而形成需要

的竹纤维不是单纤维 而是束纤维 ∀原生竹纤维

加工过程中存在着线密度与长度之间的矛盾 要获

得细的纤维 长度又较短 长度大时 纤维又较粗 这

个矛盾是目前各生产原生竹纤维的厂家要攻克的一

个难题 未完全脱胶的竹纤维束的线密度在  ∗ 

¬
≈ ∀雪松公司生产的原生竹纤维线密度达 1

¬长度达  以上 纤维强力接近苎麻的 Π 

达到或接近麻纤维的水平 为此 雪松公司特申请了

专利 ∀

    预处理  竹纤维含水一般达   所以在

加工前要对原生纤维进行烘干 使之达到强度最高

点后 利用圆梳机进行几道梳理 去除并丝 !硬丝 使

线密度增加到 1¬≈ ∀其次是给油 增加纤维的

柔软度 !抗击打能力和强度 ∀

    车间温湿度  因为竹纤维的强力与含水成

反比 清花 !梳棉的湿度必须低 一般控制在  以

下 到了并粗湿度必须加大 控制在   ∗  之

间 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并粗的牵伸使竹纤维尽量

被分离为单纤维 与其它纤维充分混合 到了细纱 

则要根据混纺纤维的比例而定 如与棉混纺 且棉的

比例高 则湿度掌握要偏大 ∀清花   ∗   梳

棉   ∗   并粗   ∗   细纱   ∗   

络筒   ∗   ∀竹纤维与麻混纺时由于 种纤维

湿强反应相反 最好采取条子混合的方法 有利于提

高竹纤维的制成率和进行工艺控制 ∀

    前纺工序  由于竹纤维是用慈竹或毛竹通

过一系列机加工而成 含杂并不多 且竹纤维在加工

过程中 经过了圆梳机的反复梳理 所以清花工艺的

关键是混合 ∀因此 清花工艺应轻开松 !轻打 !少落 !

均匀成卷 ∀豪猪开棉机的鼻形打手要改成梳针打

手 打手速度适当降低 棉卷定量适当增加 ∀梳棉是

纺竹纤维的关键工序 ∀由于竹纤维易断 !单强低 !线

密度高 棉与竹纤维的细度相差太大 很难结合 加

上竹纤维体积重 在附面层中悬浮的时间较短 易被

小漏底进口挡住成为落物 从而减少竹纤维在棉竹

纱中的含量 ∀故梳棉工艺既要分梳 又要减少对纤

维的损伤 既要除硬丝 !并丝 又不能多落 且要充分

混合 ∀适当地降低各梳理机件的速度 优选各梳理

隔距 适当抬高给棉板 减小对竹纤维的损伤 ∀另

外 梳棉在成网时安装一个托网板 有利于成网成

条 ∀

要充分利用并粗的牵伸作用 使混合条中一部

分未梳直的竹纤维经过抽长拉细 再一次得到伸直 ∀

采用倒牵伸 特别是头并的后区牵伸倍数一定要大 

这样对棉条中的前弯钩纤维及竹纤维分离有利 对

竹纤维真正起到抽长拉细的作用 ∀并 !粗前区的隔

距不能大 后区稍大 ∀粗纱的捻系数不能太大 否则

不利于细纱牵伸 一般选择捻系数为 左右 ∀

    细纱工序  若所使用的竹纤维强力较低 在

细纱采取低速度 !小钢领 !轻钢丝圈来减少断头 使

竹纤维在棉纺设备上能顺利出纱 ∀竹纤维与棉混纺

时 纤维线密度相差太多 纤维之间的抱合力差 若

捻度不够 棉竹纱强力差 甚至细纱开不出车 所以

捻系数要偏大 一般为相同线密度棉纱的 1倍左

右 ∀纯竹纤维纺纱时捻系数可取相同线密度棉纱的

1∗ 1倍 后区牵伸要偏大掌握 一般为 1左

右 ∀竹纤维无卷曲 竹纤维无论纯纺还是混纺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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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要大 ∀

3  竹纤维织造与印染加工要点

3 .1  准备工序

竹纤维纱线在外力作用下易产生塑性变形 纱

线弹性强力下降 断头增加 管纱与筒子易发生脱

圈 络纱打滑 因此各道工序张力宜小 ∀络纱张力不

宜过大 控制为纱线断裂强度的   ∗  为宜 

筒子形成正常 卷绕密度控制在 1 Π
清纱器

以清除细节 !飞花杂质为重点 避免造成后道工序断

头增加 车间温湿度要求高 ∀整经工序仍强调张力 !

卷绕 !排列三均匀 经轴边盘须保持平 ∀整经速度不

宜过高 车间保持一定温湿度 卷绕密度 1 Π

左右 ∀

竹纤维分子结构与淀粉十分相似 因此浆料应

选用淀粉或变性淀粉为主体 适当加入一些成膜性 !

耐磨性及粘附性好的合成浆料及必要的柔软剂 ∀浆

纱工艺宜采用轻张力 !小伸长 !轻加压 !重被覆 !单浸

单压的工艺原则 ∀控制伸长 !合理上浆又是竹纤维

上浆的一个要点 浆纱湿区伸长应力求控制在  

以下 总伸长 1 以下 为了保证织轴卷绕硬度 

卷绕区张力可适当放大 ∀竹纤维上浆率不宜过高 

但须注意上浆的均匀性 因竹纤维吸湿吸浆后会膨

胀 吸浆速度快 易于渗透 故宜采用轻加压重被覆

的措施 ∀上浆率比纯棉同类产品低  ∗ 个百分点 

由于上浆率较低 浆液浓度可适当高些 ∀

312  织造工序

竹纤维纱对织造车间温湿度很敏感 相对湿度

较低时 纱的强力好 弹性好 耐磨性好 但过小 断

头也会增加 一般车间温度控制在  ∗  ε 左右 

相对湿度在   ∗  之间为宜 ∀此外 竹纤维织

造生产易产生边疵 如烂边 !边撑疵点等 因此要增

加边撑握持力 ∀

3 .3  印染加工

竹浆纤维与普通粘胶纤维相比 光泽好 !吸湿性

强 !染色性好 并且有抗菌防臭性能 但延伸性大 不

耐强碱 坯布呈米黄色 所以在印染加工中要注意 

前处理最好采用松式设备 ∀凡是适用纤维素纤维的

染料均可染色 ∀为提高竹浆纤维织物的手感及尺寸

稳定性 可进行柔软处理 !机械预缩及化学整理 ∀原

竹纤维的印染可以参照棉纤维进行 ∀

4  竹纤维产品的发展前景

无论是原竹纤维还是再生竹纤维 其线密度 !长

度 !强度等物理机械性能均能满足纺纱的要求 ∀竹

纤维既可纯纺也可混纺 可用环锭纺 !气流纺 !喷气

纺等等≈
目前竹纤维已有纯纺产品和各种混纺产

品 ∀竹纤维服装主要是出口 一件加入了竹纤维材

料的休闲西装在日本售价达 1万日元 一件茄克

衫为 1万日元 在国内一件含竹纤维的衬衣或裙

子售价也是几百元 ∀竹纤维纺织产品高附加值已成

为厂家开发的源动力 竹纤维的多功能性也使其产

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限于竹纤维的产量和售

价 竹纤维可用于生产内衣 !贴身 × 恤 !衬衣 !袜子 !

脚垫 !凉席 !地毯 !纱布 !口罩 !浴巾 !浴衣 !毛巾和床

上用品≈ ∀竹纤维纺织产品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和

美好前景 ∀

5  结  语

 原生竹纤维与再生竹纤维都有较好的纺纱性

能和织造性能 且随着生产工艺不同纤维的纺织性

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

 竹纤维的天然抗菌性有别于普通面料通过整

理得到的抗菌性 它耐水洗 抗菌效果持久 不受加

工工艺的影响 ∀

 竹纤维以其独特的功能 优良的服用性能和

丰富的资源 可成为新型天然纤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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