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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洗涤对原纤化型 纤维有较大的影响 在纤维表面形成了纵向纰裂纹 使织物的原纤化加重 家用洗涤将使织物的厚

度 !平方米重增大 体积重量减小 洗涤对织物的抗皱性及悬垂性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

关键词 织物  原纤化  洗涤性能  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 11    文献标识码 

  纤维由于具有强度高 !生产过程无污

染≈ !溶剂无毒且回收率高 !可生物降解等优良性

能 因而有/ 世纪绿色环保纤维≈0的美誉 ∀目前

的研究表明 纤维在溶液中有明显的溶胀现

象发生 并导致其原纤化现象≈  ∀纤维的这种变化

势必影响织物性能 ∀因此本文探讨了 织物

洗涤后表面形态及织物性能的变化 为日常生活中

织物的保养提供参考 ∀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1  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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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 所示 ∀

112  实验方法

洗衣机型号 / 小丽人 0 顶开门  ÷±2

∞≤×÷型全自动滚筒洗衣机 ∀一个洗涤程序 

冷水洗  织物重量  洗衣粉  脱水速率

 Π烘干程序选用强档  ∀洗涤时间 分

别进行上述 个 !个和 个洗涤程序 ∀用扫描电

镜观察织物表面形态的变化 ∀织物的各项性能根据

国家标准进行测定 ∀

本研究得到浙江省科委重点项目的资助 项目编号 

表 1  样品结构参数表

试样号 经纬组合 组织
密度根Π  紧度  

经 纬 经 纬 总

厚度



平方米重

Π

体积重量

Π


经 1¬Π ×Π Π              

纬  ¬  左斜纹


经 1¬Π ×Π Π              

纬  ¬≤ 左斜纹


经 1¬Π ×Π Π              

纬  ¬  左斜纹


经 1¬Π ×Π Π              

纬  ¬  左斜纹


经 1¬Π ×Π Π              

纬  ¬ƒ 左斜纹


经 1¬Π  Π               

纬  ¬  Π


经 1¬  变化组织              

纬  ¬ 

  注 表中的织物结构参数均采用国家标准进行测定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1  织物外观的变化

对于原纤化 织物 洗涤将使织物的外观

产生明显的变化 其原因是洗涤促进了织物原纤的

形成 并且 纤维会发生纵向纰裂现象 沿纤

维轴向产生纰裂纹见图  ∀对非原纤化 织

物 洗涤对织物的外观影响较小 但仍然会在织物表

面形成微小原纤摩擦起绒见图  说明家用洗

涤对非原纤化 织物同样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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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严重 ∀

图 1  原纤化 织物洗涤后表面形态

图 2  非原纤化 织物洗涤后表面形态

212  织物性能的变化

11  厚  度  由图 看出 洗涤 次后织物厚度

增大 然后基本保持不变 ∀厚度增加一方面是由于

纤维在溶液中溶胀使纱线屈曲波高增大所

致 另一方面 纤维的原纤化使织物表面产生

绒感 也有可能导致了厚度有所增加 ∀

图 3  洗涤前后织物的厚度

    平方米重  由图 看出 洗涤 次后织物平

方米重变大 之后基本保持不变 ∀平方米重增加的

原因是由于洗涤后织物缩水 使单位面积内纱线数

量增多造成的 ∀

    体积重量  由图 看出 体积重量在洗涤 

次后略微变小 之后基本保持不变 ∀体积重量减小

说明织物内部空隙增大 这和织物中 纤维的

高湿膨胀导致的织物厚度增加是一致的 ∀

图 4  洗涤前后织物的平方米重

图 5  洗涤前后织物的体积重量

    抗弯刚度  主要目的是比较 纤维及

其织物的性能 因此只研究纬向抗弯刚度 ∀由图 

看出 洗涤 次后织物纬向抗弯刚度都是增大的 然

后基本保持稳定 ∀增大的原因除了纬纱密度和织物

厚度增大外 还由于洗涤后原纤化的加重使织物内

摩擦作用增大 ∀其中 
 !两样品增大的程度非常

显著 这是由于 比 ×Π 原纤化程度大得多的

缘故 ∀

图 6  洗涤前后织物纬向抗弯刚度

    折皱弹性  由图 看出 洗涤 次后织物干

态抗皱性变差 并且随着洗涤的进行 这一趋势不

变 ∀这除了洗涤后紧度 !密度变大的影响外 主要是

由于纤维表面发生的原纤化等现象增大了织物内摩

擦 使织物变形的阻力增大 ∀

    悬垂性  图 为织物洗涤后悬垂性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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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洗涤前后织物的悬垂系数

图 7  洗涤前后织物纬向干折皱弹性回复角

从结构基本相同的
 ∗ 

 和 
 样品看 原纤化产

品洗涤后的悬垂性将略有变差 而非原纤化产品将

略有好转 ∀织物的原纤化可能是导致织物悬垂性变

差的主要原因 因为   ×和 
 和



织物在洗涤后的悬垂性变差趋势比交织织物更

为明显 ∀

3  结  论

1家用洗涤后 原纤化织物的原纤化现象加

重 并且 纤维会发生纵向纰裂现象 沿纤维

轴向产生纰裂纹 非低原纤化织物在织物表面也

会产生洗涤摩擦起绒 但并不显著 ∀

1洗涤后织物厚度和平方米重变大 体积重量

变小 这说明织物中空隙增多 织物将变得厚重

蓬松 ∀

1织物经家用洗涤后 织物的抗皱性将

变差 但抗弯刚度有所增加 ∀洗涤对原纤化产品的

悬垂性有不利的影响 但非原纤化产品的悬垂性略

有改善 ∀

参 考 文 献

  ≤∏∏°  ≤∏ ≥∏≥2 ¬

≤∏  222¬ •   

≥× ≥∞°  

   ƒ×≤ ƒ  

  衣志刚等 纤维的溶涨性能的研究 浙江工程学院学报 

  ∗  

  衣志刚 纤维的溶涨 !拉伸性能及其织物洗涤性能的比较

研究 浙江工程学院硕士论文   

服装面料的视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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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服装面料视觉风格的概念 ∀从视觉的一般规律 !客观与主观三个方面对服装面料视觉风格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

关键词 织物  服装面料  视觉风格  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服装面料的风格是面料本身所固有的物理刺激

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产生的心理反应 ∀从宏观上

讲 服装面料的风格主要包括视觉风格与触觉风格 ∀

随着社会的发展 !技术的进步 服装面料的设计和新

产品的开发更注重以人为本的原则 注重人的心理

反应 因此对服装面料风格问题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新世纪是信息化时代 纺织这一古老行业要在信息

化时代求得新生 就必须适应信息化的特点 即人们

大量交流与接触的是文字 !图像而非实物 因此澄清

反映服装面料各种品质 !风格的名词 !概念就显得十

分重要 ∀以往对服装面料触觉风格也就是手感的研

究较多 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与评价体系的研究方面

都有大量的报导≈ ∀就服装面料视觉风格作为整体

进行分析还很少有报导 而服装面料视觉风格的分

析主要集中在面料光泽 !悬垂性等方面 ∀视觉是人

类最重要的感觉器官 人类信息的  是通过眼睛

获得的 ∀就服装面料而言 从人体美化 !装饰的角度

讲 视觉风格更为重要 这些正是本文涉足这一问题

的初衷 ∀

1  视觉的一般特性

视感觉也就是人们对于可见光的感觉 ∀从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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