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5  后整理工艺

经编间隔织物一般只需在拉幅定型机上适度汽

蒸和定型 然后再染色并按需要进行功能整理后即

可使用 ∀在汽蒸与定型过程中需控制好处理温度和

时间 并注意喂布时应沿着逆编织方向 并要避免织

物受到拉伸 否则织物中的间隔纱线易发生倾斜倒

伏并被定型作用而永久地斜立于织物中间 ∀

3  结  论

经编间隔织物的抗压回弹性能主要取决于间隔

纱的的原料性能 !排列形式 !配置密度与织物组织 !

密度等因素 ∀一般地 要提高间隔织物的抗压回弹

性 应采用弹性模量较高 !线密度较粗的原料如涤

纶单丝作间隔纱 选用直立一般对  以下间

隔距离或交叉的排列形式编织较为密实的表层组

织结构 并配以适当的后整理工艺以保证间隔纱的

排列形式符合要求 ∀

经编间隔织物作为取代聚氨酯泡沫材料的一种

新型功能性纺织材料 具有诸如间距可变 !织物设计

性大 !透气性较好 !能一次成形 !可回收再利用 !符合

环保要求等许多优越性 ∀但聚氨酯泡沫材料对瞬间

作用力有良好的缓冲效果 而间隔织物在这点上还

不够 这需要进一步对经编间隔织物的抗压回弹性

能进行研究与探索 优化生产设备与工艺 以生产出

性能更加优良的经编间隔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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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温度下酸对羊毛纤维重量损失的研究

李选刚  潘  葵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苏州 

摘  要 就不同温度下硫酸对羊毛的影响程度以及硫酸对羊毛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研究 ∀

关键词 温度  硫酸  羊毛  重量损失  影响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以羊毛混纺纱为原料的衣着类纺织品已经越来

越为消费者所爱好 羊毛混纺纱的定量分析也成为

检验部门一个重要的测试项目 ∀按照 Π×2

 ) /纺织品二组分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化学分析

方法0规定 根据与羊毛混纺的纤维种类 测试方法

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针对羊毛与棉 !麻 !粘胶 !腈

纶 !锦纶 !涤纶等纤维混纺组分的定量化学分析方

法 另一类是针对羊毛与蚕丝类纤维进行定量化学

分析的方法 ∀前者是采用 1 的次氯酸钠溶解羊

毛剩余其他纤维来进行定量分析 ∀后者则是采用

 硫酸在室温状态下溶解蚕丝剩余羊毛进行定量

分析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不同温度下羊毛在硫

酸溶液中具有一定溶解性 按照 Π×2

标准规定 对羊毛Π丝混纺产品进行定量分析时 

实验温度的规定较为模糊 只是要求为室温 但是室

温的概念非常广 一年四季室温都不同 而且不同地

区室温也有差异 上下范围甚至可达几十度 而温度

恰恰又是硫酸对羊毛损害影响最重要的实验因素之

一 因此实验的准确度很低 操作时的可信度也较

小 参阅 ×≤≤ 和 ≥× 相关的标准 也未见到有

关于用   的硫酸作用羊毛Π丝时温度规定的表

述 ∀  

通过对一组不同温度下硫酸对羊毛溶解程度的

实验数据的分析对比 可以探讨温度与硫酸对羊毛

损害程度的影响 ∀

1  实  验

111  试  剂

 硫酸溶液  硫酸  氨水溶液 ∀

112  试验仪器

恒温振荡水浴锅 分析天平精确度 1  

恒温烘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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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试验温度

 ε ! ε ! ε ! ε ! ε ! ε ! ε ! ε ∀

114  试验步骤

把试样放入三角烧瓶中 每克试样加入  

 硫酸溶液 盖上瓶塞 在规定温度下摇动 

用已知重量的坩埚过滤 用少量  硫酸洗涤

瓶中的不溶纤维 并移入玻璃砂芯坩埚中 真空抽

吸 然后依次用   稀硫酸 ! 水和  

 氨水溶液洗涤坩埚内的不溶纤维 最后用水冲

洗 将坩埚与不溶纤维一起烘干 !冷却 !称重 ∀

2  讨  论

211  实验结果与试验数据

用反应前后纤维重量差别来表达羊毛纤维受损

害程度 在不同温度下测得的试验数据列于表 中 

相应的重量变化曲线见图  ∀
表 1  不同温度下硫酸对于羊毛的影响程度

温度Πε 称前重Π 称后重Π 纤维重量变化率Π

      

      

      

      

      

      

      

      

  注 纤维重量变化率  反应后纤维重量Π反应前纤维重量 ≅

 

图 1  不同温度下羊毛在硫酸中的重量变化曲线

从表 的数据和图 修正的纤维重量变化曲线

可以看出 羊毛在硫酸中的损耗程度是随着温度呈

现先稳定后增加的过程 其中在  ε 以下 ∗

 ε 时 出现反应后的羊毛重量大于反应前的羊毛

重量的反常情况 但是温度继续增大以后 羊毛的损

耗便迅速加剧 当温度大于  ε 时 羊毛纤维在硫

酸溶液中已经处于半溶解状态 当温度提高至  ε

时 样品在溶液中已呈大分子液态 已经很难辨认出

纤维形态 烘燥后的样品成为硬块 ∀

比较观察反应前后羊毛的纵向显微结构图  

图  可以发现温度升高使硫酸对羊毛的损害逐渐

加剧 ∀

图 2  羊毛纤维  ε  硫酸

反应后的纵面形态

图 3  羊毛纤维  ε  硫酸

反应后的纵面形态

  在  ε 时 羊毛纤维表面的鳞片层包裹还是比

较严密 鳞片层仍较有质感 纤维形态比较规整 可

是  ε 时 羊毛纤维表面的鳞片层开始微微翘起 

并有少量磷片层呈剥落游离状态 纤维形态也变得

比较松散 ∀

212  实验结果分析

已知构成羊毛纤维的蛋白质是角朊蛋白 其水

解后的最终产物是 Α2氨基酸 Α2氨基酸的分子式为

≤ ) ≤ )  其中  代表多种化学结构的取

代基侧基 ∀羊毛纤维的大分子是由多种不同的 Α2

氨基酸用酰胺键又称肽键链结构成的 所以 最后

形成的是以多缩氨酸链为主链的大分子 ∀相邻的大

分子间依靠分子引力 !盐式键 !化学键和氢键等结合

的 形成稳定的三维聚集态结构 ∀各分子间作用力

大小列于表 中 ∀
表 2  羊毛纤维中常见的分子间作用力

作用力的种类 作用的有效距离% 作用的能量 ≅ Π

范德华力 1 ∗ 1 1 ∗ 1

氢  键 1 ∗ 1 1 ∗ 1

盐式键 1 ∗ 1 1 ∗ 1

化学键 1 ∗ 1 1

根据此种结构来分析 羊毛在硫酸中随升温而

逐渐溶解的过程应该就是纤维中各分子间作用力逐

渐化解的过程 ∀在温度较低的时候 首先化解的应

是键能较低的范德华力和氢键 这两种作用力的键

能虽小 但是面广量大 它们的化解可以在大分子间

提供较大的空间 实现了纤维的溶胀过程 ∀以后随

着温度的提高 键能较大的盐式键开始断裂 ∀羊毛

纤维中的盐式键主要形成在大分子中带着长侧链的

氢基酸之间 氨基酸的特点就是具有双电性 这种分

子有时也称为两极分子 即既有氨基 )  又有羧

基 ) ≤ 如果两个相邻长侧链的端部各有一个

) 和一个 ) ≤ 则 )  就可能会把 ) ≤

中的氢原子夺取过来而形成 ) 


 和 ) ≤

这

和酸碱成盐的原理一样 在这两个之间就有可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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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由 ) 


 和 ) ≤
 相联系的盐式键 因此盐式

键断裂以后 重新形成的氨基酸  )  ) ≤ 将

会吸附酸溶液中的 
而成为 



 )  ) ≤ ∀可

见 在试验中发现的在  ε 左右出现反应后重量的

增加和这里出现的分子间空隙加大和盐式键断裂

后 氨基酸可吸附溶液中的酸有关 当继续升温到

 ε 以后 化学键开始断裂 断裂的化学键可以是存

在于大分子之间 也可以是存在主链中单基之间的 

当后者成为断裂的主要部分以后 大分子即开始降

解 纤维即溶失入酸液 纤维重量大幅度减少 ∀在温

度继续升高的情况下 化学键的断裂同样也是按键

能的大小 自小到大依次破坏参见表  ∀
表 3  常见化学键的键能

化学键的种类 键长% 键能 ≅ Π

≤ )  1 

≥ ) ≥ 1 

≤ )  1 

)  1 

≤ ) ≤ 1 

 )  1 

≤ ) 键首先断裂其次是 ≥ ) ≥键等 从羊毛纤

维吸附酸的反应中得知 化学键的断裂将会加快 

 )  ) ≤的数量增加推动反应的进行 图 

曲线后半段的急速下降就清楚地表明达到这一温度

以后羊毛损失加剧的趋向 ∀

3  结  论

综上所述 可知温度应是影响硫酸对羊毛纤维

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一定温度下羊毛纤维在硫

酸溶液中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随着温度的升高 羊

毛纤维的角质蛋白受到破坏 进而产生损伤 并部分

溶解在硫酸中 ∀

在 Π×2 ) /纺织品二组分纤维混纺产

品定量化学分析方法0中 对于羊毛Π丝混纺的产品

分析 有关温度的限定过于模糊 而且不同温度下羊

毛的不溶纤维修正系数应不相同 建议在实验中按

以下原则予以把握 

1在  ε 时 修正系数可按标准要求执行 即

不溶纤维的修正系数定为 1 并将实验温度明

确在  ε ∀为了计算方便 可以设定不溶纤维的修

正系数为 1 此时实验温度也应该相应调整 ∀

1反应后 试验的中和完全也应列入检验规

程 因为如果化学反应后在纤维上留下一定量的硫

酸 则在高温焙烘的情况下 同样也会造成局部硫酸

浓度过大而损伤羊毛纤维 ∀故建议在中和的时候 

可将坩埚置于  的氨水中一段时间 以实现中和

完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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