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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麻赛尔与咖啡炭纤维的共性及

个性特征

1.1 共性特征

1.1.1 共性优点

a. 取材天然

制作麻赛尔纤维的麻浆取材

于自然界中的黄麻袁用黏胶法制成

纤维曰制作咖啡炭纤维的咖啡炭取

材于中国台湾台南的咖啡豆残渣袁
经特高温炭化而成遥

b. 升温保暖

麻赛尔纤维截面呈 C 形中空

渊如图 1 所示冤袁具有透气尧保暖的

特点曰咖啡炭纤维中的咖啡炭炭化

度较高袁因而咖啡炭纤维的升温保

暖性较好遥

c. 抑菌除臭

麻赛尔纤维具有天然麻的基

本特征袁如滑爽尧抗菌尧除臭曰咖啡

炭纤维能吸附异味袁具有天然除臭

的功能袁其消臭率达 82%咱1暂遥
1.1.2 共性缺点

麻赛尔纤维的载体是黏胶袁由
图 1 可以看出其表面不光滑袁纤维

间抱合力不强袁因而织物容易起毛

起球曰 咖啡炭纤维的载体是涤纶袁
涤纶织物也较容易起毛起球遥 因

而袁麻赛尔纤维与咖啡炭纤维都具

有织物容易起毛起球的共性缺点遥
1.2 个性特点

它们各自的个性优势如下院
a. 麻赛尔纤维的截面呈 C

形袁有缺口袁因此它的透气性较好袁
制成的服装透气性好袁穿着舒适咱2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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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通过分析麻赛尔与咖啡炭纤维功能上的共性及个性差异袁从纤维配置尧纺纱尧面料的织造染整

等方面综合设计尧试验袁开发出一种新型针织用混纺纱线遥 结果表明院14.5 tex渊40S冤的30%麻赛尔纤维垣
30%咖啡炭纤维垣40%精梳棉纤维是最佳的纤维组合曰该混纺纱线中麻赛尔与咖啡炭纤维升温保暖尧抑菌

除臭的共性优点得到强化袁麻赛尔纤维透气性好尧咖啡炭纤维吸附异味等个性功能得到提高袁面料起毛起

球的性能得到改善曰用这种混纺纱开发的针织物升温发热效果明显尧保暖性好袁外观光洁尧不易起毛起球袁
穿着吸湿透气尧舒适健康袁是一种新型的吸湿发热型针织面料遥

关键词院麻赛尔纤维曰咖啡炭纤维曰针织用混纺纱曰吸湿发热性能曰针织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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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麻赛尔纤维的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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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8 月 16 日在山西省太原市联合召开了“第 13 届新型原料在针织及其他相关行业应

用技术研讨会”，旨在加强化纤行业与针织行业的沟通与交流，促进各种新型原料在针织行业的推广与应用，

加速新型针织面料的开发。在会上交流的多种新原料以及采用新原料开发针织产品的经验体会引起了与会

者的极大兴趣，本刊将在 2012 年第 10 期和第 11 期特辟专栏，刊登部分交流资料，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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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咖啡炭经特高温深度炭化

后形成多孔结构袁可以有效吸附异

味遥
2 开发思路及要点

从理论上分析袁麻赛尔与咖啡

炭纤维两者的载体不同袁把它们组

合而不是融合在一起时袁其功能理

应是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遥 因此袁
有必要尝试采用某种技术手段将

这两种纤维混纺袁使共性优势功能

叠加而得到强化袁且各自的个性优

势还能充分体现遥即升温保暖和抑

菌除臭的共性功能显著提高袁透气

舒适和吸附异味功能仍然存在袁而
面料容易起毛起球这一共同弱点

通过技术处理得到有效改善遥 从而

实现共性功能最大化袁共性弱点最

小化袁个性优势明显化遥
2.1 纤维配置

纤维配置原则如下院
a. 因为麻赛尔纤维和咖啡炭

纤维都具有升温保暖功能袁因此采

用相同的纤维配比袁这样使得纤维

不会相互挤压排异袁容易复合曰
b. 配以一定比例的棉纤维袁

不仅可以调节合成纤维的密度袁增
强纤维间抱合力袁还可以改善织物

起毛起球现象曰
c. 经反复试验比较后袁 得到

3 种纤维最佳的组合方式院30%麻

赛尔纤维垣30%咖啡炭纤维垣40%
天然棉纤维渊精梳棉冤遥
2.2 纺纱

2.2.1 纱线的技术定位

纱线要求少毛羽或略有短毛

羽袁毛羽长度控制在 0.1耀0.2 cm 之

间袁条干均匀袁强力高袁表面光洁袁
其织物不容易起毛起球袁能适应中

高档针织面料的开发遥
2.2.2 纺纱方法

a. 针对麻赛尔与咖啡炭纤维采

用相同的纤维配比袁以加强野暖冶意的

目的袁纺纱方法应选择赛络紧密纺遥

b. 为了改善面料的起毛起球

现象袁 在赛络紧密纺的基础上袁适
当加大纱线捻度和捻系数遥 根据成

熟的经验袁 确定捻度在 980耀1 000
捻/10 cm袁 捻系数在 380耀400 之

间曰
c. 为使不同纤维混纺均匀度

相对稳定袁条干均匀袁抱合力和功

能显示均等袁 因此采用分别制条尧
混条的纺法遥
2.3 织造

2.3.1 面料设计定位

a. 外观

布面光洁尧高雅袁色彩光鲜袁亮
而不俗曰手感丰满爽滑袁弹性好袁有
较好的视觉效果遥

b. 内在

升温发热效果显著袁同单一纤

维相比袁发热效果明显提高曰透气

性好曰能吸附异味袁消臭除臭曰不起

毛起球遥
c. 面料参数

根据以往同类纤维试验的经

验袁 面料的结构选择双面棉毛布袁
克质量控制在 220耀250 g/m2遥
2.3.2 技术要点

a. 把线圈长度调整到最适当

的区间袁 使纱线得到最大限度地放

松袁 在织物结构中处于最饱满的空

间位置遥 经试验得出较合适的线圈

长度院混纺纱为 15.3耀15.8 cm/50针袁
氨纶丝为 3.5耀3.8 cm/50针遥

b. 保持对线圈长度的反复测

试与监控袁 出现偏差要及时调整袁

让线圈始终处于稳定可控的最佳

织造状态遥
2.4 染整

由于咖啡炭纤维本身是灰色袁
在纱线的配比中占 30%袁因此对坯

布的漂染应遵循以下原则院
a. 对本色布只漂白不染色袁

按常规漂白及后处理即可曰
b. 对本色布既漂白又染色袁

采用二元法漂染袁对灰色进行有针

对性地染色处理遥
3 试验对比

通过分析袁 最终采用线密度

为 14.5 tex渊40S冤袁纺纱方法为赛络

紧密纺的 3 种纱线袁 编织棉毛结

构的针织面料袁 然后有针对性地

进行性能检测袁 测试结果如表 1
所示遥

由表 1 可以得出院
a. 麻赛尔+咖啡炭针织面料

的检测数据中发热最高升温值和

30 min 内平均升温值袁均显著高出

单一麻赛尔针织面料和单一咖啡

炭针织面料的值袁其中发热最高升

温值高出约 44%袁30 min 内平均

升温值高出约 45%遥 由此说明袁麻
赛尔纤维与咖啡炭纤维 野抱团取

暖冶效果较好袁理论推测通过试验

得到了证实曰
b. 3 种面料的透气率和起毛

起球等级均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袁其
中单一麻赛尔针织面料的透气率

几乎是其他面料的 2 倍袁但发热最

高升温值和 30 min 内平均升温值

表 1 3种面料的性能测试结果

面料 功能纤维含量
克质量/
渊g窑m-2冤

发热最高

升温值/益
30 min 内平

均升温值/益
透气率/
渊mm窑s-1冤

抗起毛起

球性能/级
单一咖啡炭

针织面料

30%渊其他为棉或

纤维素纤维冤 230 4.3 2.0 448 3耀4
单一麻赛尔

针织面料

40%渊其他为棉或

纤维素纤维冤 220 4.6 2.4 740 4
麻赛尔垣咖啡

炭针织面料

各 30%渊其他为棉

纤维冤 230 6.4 3.2 44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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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麻赛尔+咖啡炭针织面料

的值袁说明太高的透气性袁会影响

织物升温保暖的效果曰
c. 尽管咖啡炭纤维吸附异味

的功能未见指标显示袁但咖啡炭本

身所特有的吸附功能并没有减弱袁
这是经过长期穿着试验后得出的

结论袁即咖啡炭能吸附烟气尧酒气尧
臭气以及公众场合的混合异味等曰
同时麻赛尔纤维具有天然麻除臭

抗菌的功能袁同样为长期穿着试验

所证实袁在本次试验中袁亦未见有

明显变化曰
d. 面料外观光洁袁 毛羽少且

长度较短袁不容易起毛起球袁视觉效

果较好遥
必须说明的是袁 如果用纤维

含量 60%的单一咖啡炭针织面

料做升温试验袁有可能达到麻赛

尔 +咖啡炭针织面料的升温效

果袁但其面料的手感和服用性能

就会降低袁 且容易起毛起球袁这
是咖啡炭纤维以涤纶为载体的

致命弱点遥 同样袁如果用纤维含

量 60%的单一麻赛尔针织面料

做升温试验 袁 由于它的高透气

性 袁 因而影响它的升温保暖效

果遥 因此袁 必须使麻赛尔与咖啡

炭纤维在同一织物的含量保持

在最佳的 尧合理的范围内袁使织

物升温保暖和透气功能都达到相

对理想的状态遥
4 结论

4.1 30%的麻赛尔纤维垣30%的咖

啡炭纤维垣40%的精梳棉纤维是最

佳的纤维组合遥
4.2 具有升温发热功能的麻赛尔

纤维与咖啡炭纤维通过合理的纤

维配置和织染工艺袁就能产生显著

的升温发热叠加效应袁织物的保暖

效果明显增加遥
4.3 复合后的麻赛尔纤维与咖啡

炭纤维袁在经过技术处理后袁仍然

保持各自的个性特点遥 透气性处于

最佳状态袁 且具有吸附异味功能袁
穿着舒适健康袁是一种功能强化型

面料袁也是一种新型的理想的吸湿

发热针织面料遥

5 结束语

麻赛尔纤维测试的结果是再

生纤维素纤维袁咖啡炭纤维测试的

结果是聚酯纤维袁至今仍然没有鉴

别标准来说明纤维中含有麻和咖

啡炭遥 我国对诸如麻赛尔纤维尧再
生竹纤维尧咖啡炭纤维等的识别至

今也还没有制订出类似兰精莫代

尔 R纤维的识别标准遥 这不仅增加

了纺织新纤维新材料的市场推广

难度袁也阻碍了我国纺织纤维的发

展遥 在信息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袁在
野十二五冶规划实行的第二年袁我们

要拿出坚实的科学行动袁努力克服

这一阻碍我国纺织行业持续发展

的屏障袁做到纺织行业全面的科学

创新和转型升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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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编针织服装面料的发展趋势
1. 轻薄遥 为了适应人们生活与工作环境的改善和穿着舒适性的要求袁越来越多的针织面料采用较细的纱线和

较高机号的针织机来编织遥
2. 弹性遥 除了一些泳装尧专业运动服等具有较高的氨纶含量和较大的弹性外袁许多日常穿着的服饰也加入了

2豫耀10豫的氨纶袁使面料具有较小的弹性袁主要是为了提高面料与服装的保形性袁洗涤后易护理遥
3. 舒适遥这涉及面料与服装的热湿传递性能尧皮肤的触觉和对人体的压力遥 可以通过采用导湿尧保暖等功能性

纤维与纱线和针织物结构的合理设计来改善热湿传递性能曰通过对纱线的前处理和织物的后整理袁改善与

消除对皮肤的不舒适触觉袁如苎麻织物和羊毛织物的刺痒感等曰通过原料选配尧织物结构与服装款式的优化

设计袁使服装对人体的压力保持在一个合理舒适的水平遥
4. 功能遥 目前袁市场上的功能性面料与服装层出不穷袁如医疗保健尧防护屏蔽尧运动等遥 这主要是借助功能性原

料的研制与开发以及后整理技术来实现的遥
5. 光洁遥 为了减少面料的毛羽和在服用过程中的起毛起球现象袁改善服用性能袁围绕纤维改性尧纺纱技术尧后

整理工艺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遥
6. 绿色环保遥 一些新型环保纤维袁如天丝尧聚乳酸纤维等正在被推广应用袁完全或部分实现了加工过程无污

染袁用弃后可降解的环保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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