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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防护严寒 !保持体温正常是服装最重要的功能 ∀综述金属涂层织物 !超细纤维 !中空纤维 !三维卷曲纤维和光热转换纤维

纺织品的研究及应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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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 !冬季室外运动 !极地探险 !冬季海上作业 !

飞行 !宇航和寒带居民及野战士兵等都需要防严寒

服装≈ ∀因此研究和开发防严寒服装一直是服装科

技的一个重要方面 ∀表 列出国外一些著名品牌的

高保温纺织品的性能和主要用途 ∀

1  金属涂层织物

  金属涂层织物俗称/太空棉0 这种由美国航空

航天总署于 世纪 年代为宇航员开发的保暖服

装 由于在织物的内侧镀有铝合金层 红外线反射率

可达到  以上≈
可以良好地反射人体发射出的

远红外线 因而保温效果明显 ∀

由杜邦公司生产的纺粘非织造布 ) ×√
ο
其

一侧用铝喷涂后用于救生服装和救生袋 使用这类

服装可以使落入温度在  ε 以下海水中的落水者

的生存时间由不足  延长到  ∗  
≈ ∀

表 1  部分高保温纺织品的性能和主要用途

产品名称 制造厂      组成与特性     最终用途

⁄¬ο ∏ 亲水性聚氨酯膜层压织物 运动衣 !潜水服面料

⁄ο 
亲水性尼龙和疏水性涤纶相结合 使湿气散离人体 并通过织物向外

传递 保持快干
滑雪衣 !运动服 !自行车装

2×¬ο •  防水透气层压织物 其孔隙大小可使水气外逸而水滴不能透过
外衣 !手套 !帽子 !运动衣和自行车装 !鞋

靴

ο  新颖超级吸湿性尼龙 能把皮肤上的汗气吸离 内衬料 自行车装 !长内衣

∏ο ∏ 含有  相变材料微胶囊的腈纶织物 滑雪服 !登山服

°ο 
一种 1⁄涤纶超细纤维 比羽绒更好 质轻 !耐用 即使受潮仍能保

持良好的保暖性能
睡袋 !滑雪衣 !帐篷

≥ο × 超细涤纶纤维材料制成的耐久拒水防风织物 外衣

≥2Αο ⁄ 含有碳化锆的尼龙织物 滑雪衣

≥×¬ο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 ) 聚乙二醇膜层压织物 运动衣 !潜水服面料

≥ο  强度高 !重量轻的聚丙烯织物 能传递湿气 长内衣 !茄克衫衬料

×ο ⁄∏ 特别柔软 !快干尼龙织物 !结构平滑松软 外衣 !滑雪衣 !运动服 !自行车装

×ο ⁄∏ 涤纶纤维隔热织物 经涂层后手感光滑 具有悬垂性 滑雪衣 !登山服

×ο ⁄∏ 中空涤纶制半厚隔热织物 保暖性好 滑雪衣 户外服装

×∏ο 
直径小于  Λ的涤纶  ∗   和聚丙烯纤维  ∗   的

薄型隔热织物
滑雪衣 !手套 !鞋靴

×ο  防水透气层压织物 抗洗涤剂 !抗污染性好 滑雪衣 !外衣

  瑞典海军医疗机构开发的潜艇服可以使受试者

在模拟冬天环境的冷水中保持体温  以上≈ ∀

铝涂层为服装提供了部分绝热性能 ∀

由于穿着该类服装从事剧烈运动时 易在皮肤

表面积存汗液 造成舒适性下降 ∀因此 自 世纪

年代中期以来 金属涂层织物除继续用于空调

机 !冷冻箱保温隔热外 已经很少用于服装 ∀

2  超细纤维

  纤度在  ¬以下 尤其是 1 ¬以下的超细

纤维 直径较常规纤维小 纤维的比表面积相应增

大 可以吸附更多的静止空气 因而保温效果较好 ∀

国际公司开发的超细聚酯纤维无纺布 )

°
ο
具有高热阻和高压缩回弹性 无纺布有

1 厚  的纤维直径小于  Λ  的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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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大于  Λ
≈ ∀它以及鸭绒 !常规纤维扫描电

子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情形 见图  ∀超细纤维可以

吸附更多的静止空气 而粗旦纤维具有良好的压缩

弹性 ∀

图 1  鸭绒 !°ο 和常规保温纤维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
ο 与羽绒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耐潮湿

保温性能显著提高 在潮湿环境中其携带的水分不

会超过本身重量的   ∀ °
ο 受潮后 其保暖

性能仍优于羽绒 ∀

≥的研究机构进行的研究中报道了对

°
ο 在高真空条件下的保温性能 模拟了用于

宇航服使用环境下的测试结果≈ ∀

 公司自上世纪  年代以来致力开发的

×∏
ο 保温材料 这种聚酯短纤维与聚丙烯的

保暖材料中纤维的直径均小于  Λ 见图  ∀材料

图 2  ×∏ο 扫描

电子显微镜照片

中含有   ∗   的涤纶和

  ∗   的丙纶≈ ∀一般

×∏
ο 的外层由低熔点聚

合物制成 因而在受热后可以

发生粘结 而不需要使用额外

的粘合剂增加重量 ∀ 公司

的测试结果证明 ×∏
ο 具

有 1倍于羽绒或 倍于普通涤纶的保温性能 ∀而

且只吸收不到其重量  的水 可以保证在潮湿状

态下也具有好的保温性能 ∀这种服装用于水下作业

人员 效果良好 ∀已经对该材料进行过广泛的实验

室和现场实验 ∀实验者包括邮递员 !滑雪者以及美

国海军的潜水员等≈ ∀

  等人在 ×∏
ο 中加入可加温膨化

的聚合物微球 使 ×∏
ο 具有良好的防压缩功

能≈
结合使用防水透湿面料 可制成高性能保温

材料 ∀

天津泰达公司采用引进美国设备 !自行开发生

产的/泰达棉 ο 0 采用高熔融指数聚丙烯为原料 经

熔喷后制成纤维直径在 1 ∗  Λ 平均直径  Λ

的非织造布 面密度在  Π 以下时具有良好的

单位厚度热阻和单位面积质量热阻 在保温衬衣和

保温裤方面应用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

°
ο 和 ×∏

ο 已被用于美军服装中

的保温隔热材料≈
并在一些著名品牌的运动服装

中得到应用 ∀预计超细纤维将是保温纺织品发展的

主流 用途还会增大 ∀

3  中空纤维

  中空纤维内部含有不产生对流的滞留空气 目

前市场上已经销售的单孔 !孔和 孔纤维 都是靠

提高中空度来增大滞留空气量 以使产品达到更轻 !

更暖的效果 ∀

帝人公司生产的一种高中空度聚酯长丝 2

∏2ο
中空度可达   ∗   与同种厚度

的实心聚酯长丝织物的保暖性相比较 高中空度聚

酯长丝高   ∗   而在同样保暖率下 中空纤

维比实心纤维织物轻   ∗  
≈ ∀

日本小松精练公司将玻璃微珠和红外线吸收剂

添加在聚合物中制成了一种保温纤维 ⁄2

√
ο ≈

利用红外线吸收剂的红外吸收功能以及玻

璃微珠增加纤维中的静止空气含量 保温性能比一

般纤维织物高  以上 服装内部温度较对比织物

高  ∗  ε ∀

4  三维卷曲纤维

  三维卷曲纤维采用双组分复合纺丝法或不对称

冷却法制成 与一般卷曲纤维的平面卷曲结构不同 

具有立体卷曲的特点 用于滑雪衫 !被褥等的填充料

具有弹性回复好 不怕压缩的特点 ∀世纪 年

代后期开发的一些产品将中空纤维技术和三维卷曲

纤维技术相结合 显著地提高了织物的保温性能 ∀

如东洋纺公司开发的高中空度  ∗   三维卷

曲聚酯纤维 ×
ο 等≈ ∀

已经开发的三维卷曲纤维包括涤纶 !丙纶和腈

纶等 可选择范围很大 ∀三维卷曲纤维具有独特压

缩回弹性 使其在高蓬松填充材料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 ∀

5  光热转换纤维

尤尼吉卡公司利用第四过渡族金属元素的碳化

物具有吸收近红外线 反射远红外线的特点 将碳化

锆微粉添加在尼龙复合纤维的芯部 制成阳光蓄热

保温纤维 ≥2Αο ∀这种纤维的织物用于滑雪衫具

有良好的阳光吸收作用 阳光照射下温度较对比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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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高  ε ≈
其缺点是如果没有阳光照射 其内部温

度会很快下降 ∀

世纪 年代末 三菱人造丝公司将氧化锡

与氧化锑的复合物微粉添加在腈纶纺丝原液中 开

发出近红外线吸收纤维 ×
ο ∀这种织物即

使在阴天的情况下 也能够显著地提高内部温度达

 ∗  ε ≈ ∀帝人 !钟纺 !富士纺等公司也开发有阳

光蓄热保温纤维和纺织品 ∀

日本的一些企业将金属或非金属氧化物微粉 

如氧化钛 !氧化铝 !氧化硅等 添加在纤维中制成的

吸收和发射远红外线的纤维品牌则多达数十种 服

装表面或皮肤表面温度测量 !血流量测定结果证实 

远红外纤维的保温性能优于对比纤维≈ ∀预计该

类纺织品在保温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应用范围还会

继续扩大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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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医用敷料 伤口种类及其对敷料的要求 

秦益民
嘉兴学院医用敷料研究所 嘉兴 

摘  要 系统地介绍了伤口的种类并分析了各类伤口对治伤用敷料性能的要求 ∀

关键词 医用纺织品  医用纱布  医用绷带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医用敷料是一类重要的医用纺织品≈ ∀近年

来 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伤口复愈的原理和伤

口护理过程的理解 许多新型的材料已大规模地用

在医用敷料的生产中 ∀新型的敷料结合了生物 !生

理 !手术 !护理 !营养等各方面的先进知识 把病人对

敷料的各种需求 诸如物理 !生物 !临床等问题结合

到产品的设计中≈ ∀本文评述了开发新型医用敷料

的各个重要的方面 分析了伤口复愈的过程和它的

生物医学背景 并介绍了几种主要的新型医用敷料 ∀

1  伤口和伤口用敷料

  伤口可以被定义为由机械 !电 !热 !化学等因素

造成的或者是由一种医学或生理变态形成的皮肤

缺陷≈ ∀

根据伤口所有的医学背景可以把伤口分成三大

类 即慢性伤口 !创伤和手术伤口 ∀慢性伤口中最典

型的例子是褥疮和腿部溃疡 ∀创伤包括刀割 !摩擦 !

烧伤等各种类型的伤口 ∀手术伤口的形成是有意识

的和有控制的 这类伤口的复愈一般没有较大的问

题≈ ∀

伤口的特征包括它们的大小 !形状 !深度 在身

体上所处的部位以及渗出液的多少 ∀伤口上细菌的

数量和感染也是决定选择敷料的一个重要因素≈ ∀

表 总结了各类伤口的特征 ∀

伤口基本上分成五大类别 每一类别都有相应

的颜色符号 ∀表  总结了这五类伤口和它们的

特征 ∀

医用敷料是用来覆盖伤口的材料 ∀它们最主要

的功能是控制伤口的渗出液以及保护伤口以免它受

细菌及尘粒的污染 ∀高科技的医用敷料起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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