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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紫外线丙纶纤维的服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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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 ×2 !≠ !≤ ≠2等现代测试仪器 研究了混入无机遮蔽剂的丙纶纤维的服用性能及其织物的防紫外线功能 

结果发现 无机遮蔽剂的混入可大幅度提高丙纶纤维的抗紫外辐射能力 而对其主要服用性能却无太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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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大气臭氧层遭到了日益严重的破坏 致

使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增加 对人体的危害明显增大 ∀

合成纤维功能化满足了人们对穿着舒适 !环保的需

求 ∀将遮蔽剂混入成纤高聚物 赋予其纤维制品防

紫外线功能的技术可以大大增加产品附加值 故成

为人们竞相开发的热点 ∀此技术在日本已取得很好

的经济效益 在我国某些产品也已面世 ∀

然而 无机粒子的引入对纤维服用性能的影响直

接关系到其在纺织 !服装等领域的应用 因此 本文将

对防紫外线丙纶纤维的服用性能进行研究 ∀

1  实验部分

1 .1  样  品

聚丙烯纤维弹力丝⁄×≠ 规格  ¬ 

抗紫 外 聚 丙 烯 纤 维 弹 力 丝  ⁄×≠  规 格 

 ¬ 均由中原石油勘探局舒普凡化纤厂提

供 ∀

1 .2  实验方法

    耐热性能  在国产 ° ×2型热天平上 分别

对 试样进行热重测定 条件 取样量约  升温

速率  ε 标准大气压 ∀

    力学性能  各试样一次拉伸实验在国产

≠型单纤维电子强力仪上进行 ∀样品标距为

  拉伸速率为 或  ∀每个试样测

根 取平均值 ∀ 沸水收缩率的测定≈按照

 2方法进行 分别剪取  试样  按

1 ¬加张力 平衡处理后 挂  作标记 准

确测量长度 ∀取下纤维束对折 用脱脂纱布包好 沸

水处理  取出试样沥干水分 ∀经  调湿处理

在  ε 的烘箱中烘   然后平衡  加原张

力测长度 ∀耐磨性的测定≈
加 1 的负荷 角

度 β 纤维束线密度均为 ¬选取合适的转速 

用秒表准确记录纤维束磨断时间 ∀

    抗紫外纤维的染色性  纤维试样染色采

用分散红 ∞2按染料     磷酸 滴配成

值为  ∗ 的染浴 同浴常压沸染 然后在

 ε 用保险粉和氢氧化钠的溶液洗去浮色 烘干待

测色 ∀种试样各取 1 用 ⁄ƒ 在沸水浴中剥

色 将萃取液收集并稀释至  ∀使用 型分光

光度仪分别求其溶液浓度 计算相对上染率 ∀

    抗紫外线功能的测试  ≤ ≠2型紫外分

光光度计 测试 试样织物的 °ƒ值及 ∂ 和 ∂

的透过率 ∀

2  结果与讨论

2 .1  耐热性能

图 给出抗紫外丙纶纤维和纯丙纶纤维的热重

曲线 试样热分解温度皆在  ε 左右 而分解过

程 曲线 抗紫外丙纶纤维分解  的温度区间为

 ε  ∗  ε 比曲线 纯丙纶纤维全部分

解温度区间为  ε  ∗  ε 稍大 即加入无

机粒子的抗紫外丙纶纤维耐热性稍有提高 ∀无机粒

子在热分解过程中会吸收部分热能延缓热分解的进

行 然而其在纤维中含量较少曲线 在  处趋

于平衡 即无机物含量约为   质量分数 所以提

高不大 对服用性能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

图 1  两试样的热重曲线

2 .2  力学性能

试样一次拉伸试验得到的是典型的部分结晶

高聚物应力 ) 应变曲线 起始应力随应变迅速线



性增长 达屈服后出现/冷拉0现象 应力几乎不变 

而应变却有较大发展 而后屈服后增长 直至断裂 ∀

经数学处理所得力学性能参数汇于表  ∀
表 1  各试样力学性能

试样
弹性模量

Π¬

断裂强度

Π¬

断裂伸

长

屈服强度

Π¬

单根纤维

直径

磨断时

间

沸水收

缩率

       

       

  由表 看出 抗紫外丙纶纤维的力学性能指标

都有所降低 但下降不大 仍在可服用的范围之内 ∀

无机粒子混入 力学性能下降说明无机粒子的粒度

不够小 或是没有达到纳米级 当然这也与纤维结构

变化相关 ∀

沸水收缩率用以表征纤维的沸水收缩性能 ∀由

表 数据可知 抗紫外丙纶纤维沸水收缩率也低于

纯丙纶 这有利于服用性能 ∀

表 还给出抗紫外丙纶纤维在相同条件下 比

纯丙纶纤维磨断时间有所延长 即耐磨性有所提高

考虑相同线密度纯丙纶纤维根数多于抗紫外丙纶

纤维的因素 实际耐磨性应更高 ∀影响纤维耐磨性

的因素较多 如抗紫外丙纶纤维内含无机粒子 ∀无

机粒子模量高 所以在进行耐磨实验中 除有丙纶相

同的摩擦作用外 还有与无机粒子摩擦以及剥落无

机粒子而消耗能量等作用 理应具有更高的耐磨性 ∀

2 .3  染色性能

从表 数据可知 抗紫外丙纶纤维的相对上染

率比纯丙纶纤维稍高 实际提高十分显著 因为纯丙

纶纤维线密度远小于抗紫外丙纶纤维 前者

1 ¬后者 1 ¬ 这也就是说前者具有更

大的表面积 而染料上染量与表面积成正比 所以用

肉眼观察确实抗紫外丙纶纤维上染的深色效应明

显 ∀
表 2  各试样的相对上染率

试样 表观的相对上染率

抗紫外丙纶纤维样  

纯丙纶纤维样 

  无机粒子掺入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非极性丙

纶纤维的结构 无机粒子极性作用以及无机金属离

子具有空轨道能与染料形成配价键≈ 
提供了/染

座0使着色牢固 这就较好地解释了其染色性能的显

著提高 ∀

2 .4  防紫外辐射性能

种试样的织物 用美国标准抗紫外线织物遮

蔽测定仪 ) ) ) ≤ ≠2型紫外分光光度计进行防紫

外辐射性能测试 结果如表  ∀
表 3  各试样织物的防紫外辐射性能

  试样 °ƒ ∂ 透过率   ∂透过率  

纯丙纶缎纹织物      

抗紫外丙纶针织物      

°ƒ 
Ε

Κ 

Κ 

ΕΚΕΚ∃Κ

Ε
Κ 

Κ 

ΕΚ ΤΚΕΚ∃Κ

由于 °ƒ 值高的样品 其 ∂  透射比不一定

低 且 ∂ 能全部达到地面 所以 ∂ 对人体的危

害是最显著的 ∀因此认为 °ƒ值结合 ∂ 透射比

值作为考核指标是较科学 !合理的在我国的评定标

准中 指标规定为 °ƒ值大于  ∂  透射比不大

于   
≈ ∀

由表 数据看到 中波紫外线对于织物透过

率较低 经防紫外功能化的丙纶纤维织物抗紫外

辐射能力极大地提高 ∀尽管 种织物织造结构不

同 丝束纤度有异 依然可看到无机粒子遮蔽剂的

显著作用 因此经防紫外功能化的丙纶纤维可以满

足抗紫外辐射的需要 ∀

3  结  论

  在丙纶纤维中加入无机遮蔽剂 不仅提供了较

强的抗紫外功能 而且还改善了纤维的某些服用性

能 如耐磨性 !可染性等 虽然造成纤维力学性能有

所下降 但并不影响其作为服用纤维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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