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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快速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人
们对服装的要求也在不断改变袁越
来越注重织物的外观美感尧保形性

能尧 热湿舒适性能及保暖性能等遥
针织面料具有质地柔软尧 吸湿透

气尧 弹性和延展性优良等特性袁用
其制作的服装柔软贴身尧穿着舒适

以及具有一定保暖性袁因而受到消

费者的广泛欢迎遥针织物最大的优

点之一就是它的保暖性袁在冬天能

很好地保护人体咱员暂遥
保暖是指抵御来自外界的低于

人体温的冷空气的侵袭袁 以保障人

的正常生理机能及生活咱圆暂遥 而织物

的保暖性是纺织材料尧 纺织品能保

持被包覆体温度的性能咱猿暂遥现如今服

装的保暖袁除要求满足遮风避雨尧遮
羞等生理需求外袁 还要求满足人们

对美以及回归自然等多种心理需

求袁即从过去的单一保暖向轻柔尧健
康尧舒适尧功能性等方向发展咱4暂遥
员 保暖面料

员援员 保暖机理

保暖的目的主要是防止人体

热量散失袁保证人体能在寒冷的环

境条件下正常生活或工作袁使人体

免于寒冷造成的伤害遥 众所周知袁
人体热量的散失主要有热传导尧热
对流和热辐射 猿 个途径遥 要做到有

效保暖袁就要对这 猿 种热量散失的

途径进行有效控制袁即首先要考虑

选用热传导系数小的保暖材料曰其
次考虑如何有效控制某些可能带

走热量的流体渊如空气冤的流动曰再
次是考虑选用对电磁波 渊如红外

线冤有较好反射或阻挡能力的体外

遮蔽层咱5暂遥
员援圆 未来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保暖内衣主要可分

为暖棉型及絮片型两类袁其中暖棉

型针织保暖内衣最大的缺点是保

暖层纤维容易在洗涤后钻绒袁易起

球咱远原苑暂遥絮片类针织保暖内衣中间的

保暖层是由多层蓬松柔软而富有

弹性的片状材料复合而成袁纤维之间

形成许多空隙袁纤维夹层中存在大量

的空气袁 而纤维之间空隙彼此隔断袁
纤维夹层中空气处于静止状态袁从而

使针织内衣具有保暖功能咱愿原员园暂遥 未来

针织保暖面料将朝着舒适化尧 时尚

化尧功能化尧环保化的方向发展遥
员援圆援员 舒适性

针织保暖内衣多数都贴身穿

着遥 内衣被称为人体第二皮肤袁其
舒适性是产品的重要参考指标袁除
了强调柔软舒适外袁还有热湿等功

能舒适性要求遥
员援圆援圆 时尚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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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暖内衣的色彩尧款式等有了更高

的要求遥保暖面料的设计要针对不

同年龄的人群袁以适应不同层次的

消费群体遥
员援圆援猿 功能性

多功能纤维的介入使得保暖

内衣具有透气尧透湿尧抗菌尧美体等

功能遥 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功能的安

全性尧持久性和有效性袁并对多种

功能进行复合研究遥
员援圆援源 环保性

环保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袁
纺织面料的可持续发展也任重而

道远遥 在生产的过程中应尽可能使

用回收再利用的纺制纤维袁并考虑

染整助剂对人体及环境的影响咱11暂遥
圆 Sunlite R纤维及面料种类

圆援员 杂怎灶造蚤贼藻 R纤维

杂怎灶造蚤贼藻 R纤维是海天轻纺集团

推出的一种异型截面涤纶袁为中空

结构袁纤维空心层中可包含大量的

静止空气袁面料保暖性能比普通同

质面料提高了 远缘豫遥中空结构使得

面料有很好的抗弯功能和回弹性袁
能为织物带来轻质弹性尧良好透湿

性以及舒适的保暖效果袁可用于保

暖内衣尧贴身内衣尧运动服装尧休闲

服尧衬衫尧户外运动以及毯子等多个

领域遥 选取 员源援缘 贼藻曾渊源园杂冤 杂怎灶造蚤贼藻 R

短纤与棉纤维进行比较遥 图 员 为

杂怎灶造蚤贼藻 R中空纤维和普通中空纤维

的截面图袁可以看出 杂怎灶造蚤贼藻 R纤维

的中空率要远远大于普通中空纤

维袁因此 Sunlite R纤维织物具有更

好的保暖性咱11暂遥
圆援圆 面料种类

选取 猿 组共 圆缘 种面料进行保

暖性试验遥
圆援圆援员 棉毛拉绒面料

以 愿援猿 贼藻曾/72 f渊苑缘 阅/72 f冤涤纶纱

线为原料袁 在机号为 圆源针/圆缘援源 皂皂
和 圆愿 针/圆缘援源 皂皂 大圆机上编织双

罗纹组织的针织面料袁对应编号分

别为 粤耀阅尧耘耀匀袁其中 A尧B尧G尧H 的

线圈长度设定为 25.2 cm/100 针袁
C ~F 的 线 圈 长 度 设 定 为 26.8
cm/100 针遥 对 粤尧悦尧耘尧郧 这 源组只

做定形处理袁而其他 源 组则拉毛起

绒后再定形遥
圆援圆援圆 单面弹力起绒布

以涤纶长丝和氨纶为原料袁在
机号为 28 针/25.4 mm 大圆机上编

织平针织物遥 陨~运 这 猿 组面料以

愿援猿 贼藻曾/苑圆 枣 涤纶尧猿援猿 贼藻曾 渊猿园 阅冤氨
纶为原料曰蕴~晕 这 猿 组面料以 员远援苑
贼藻曾/员源源 枣 渊员缘园 阅/员源源 枣冤 涤纶尧源援源
贼藻曾渊源园 阅冤氨纶为原料曰韵~匝 这 猿 组

面料以 员远援苑 贼藻曾/圆愿愿 枣 渊员缘园 阅/圆愿愿 枣冤
涤纶尧源援源 贼藻曾 氨纶为原料遥I尧L尧O 只

做定形处理袁J尧M尧P 做轻绒风格处

理袁K尧N尧Q做重绒风格处理遥
圆援圆援猿 S怎灶造蚤贼藻 R汗布

以 S怎灶造蚤贼藻 R 中空涤纶纤维或

S怎灶造蚤贼藻 R中空涤纶加棉为原料袁在
机号为 28 针/25.4 mm 大圆机上编

织平针织物袁其中 砸~哉组面料使用

14.5 tex 棉纱和 14.5 tex 的S怎灶造蚤贼藻 R

中空涤纶曰 其余 源 组使用 14.5 tex
的 S怎灶造蚤贼藻 R中空涤纶袁R尧T尧V尧X 分

别做定形处理袁S尧U尧W尧Y 做轻绒

处理遥 其中 R尧S尧V尧W 的线圈长度

设定为 26.0 cm/100 针袁T尧U尧X尧Y

的线圈长度设定为 27.5 cm/100针遥
猿 测试结果与分析

对试样进行热阻尧 保温率尧厚
度尧克质量等物理参数的测量遥 测

试结果如表 1 所示咱12-17暂遥
猿援员 保暖性能影响因素分析

猿援员援员 涤纶纱内单丝数

从表 1 可以看出袁试样 蕴尧酝尧晕
的热阻与保温率均对应大于试样

韵尧孕尧匝袁 同样是细度为 员远援苑 贼藻曾 的

涤纶纱袁所含单丝数越少袁纱线内

单丝间的间隙也就越大袁所织造的

织物内所夹持的静止空气越多袁因
而保暖性能稍好一些遥
猿援员援圆 厚度

图 2 和图 3 分别为 猿 组试样

的厚度与织物保温率与热阻的相

关变化关系遥在每组内的织物保温

率及热阻都随织物厚度的变化呈

正相关变化遥 随着织物厚度的增

加袁 织物内所含有的静止空气增

加袁织物的导热系数减小袁故织物

保暖性能增强遥
猿援员援猿 起绒后整理

图 4 和图 5 分别为每组成品

定形尧轻绒尧重绒处理后保温率测

试值及热阻值的对比遥 相同材料尧
相同组织结构的针织物经过起绒

处理后保暖性能增强袁且起绒程度

越大袁保暖性能越好遥从图 4 和图 5
中可以看出袁保温率与热阻这两个

描述织物保暖性能的指标的变化

趋势基本相同遥 织物经过起绒袁表
面的蓬松程度增大袁织物所能夹持

的静止空气量增大袁使织物整体的

导热系数减小袁热量散失慢遥 另外袁
织物起绒部分所夹持的静止空气

阻碍了因介质循环将热量带出袁更
进一步减少了热量的散失袁织物的

保暖性能进一步加强遥
猿援圆 杂怎灶造蚤贼藻 R纤维保暖性能研究

从表 1 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袁纯
纺面料的保暖性能基本好于混纺

渊a冤杂怎灶造蚤贼藻 R中空纤维

渊b冤普通中空纤维

图 1 纤维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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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阻/
渊10-3窑m2窑K窑W-1冤 保温率/% 厚度/mm 克质量/渊g窑m-2冤

16.11 20.49 0.626 141.32
32.46 25.59 0.876 138.00
16.31 25.16 0.662 139.46
33.70 31.53 0.907 134.62
16.22 23.51 0.677 148.82
36.24 35.74 0.991 150.89
16.69 21.99 0.624 151.07
29.31 35.54 0.888 148.80
14.91 22.19 0.601 186.89
33.07 29.73 0.980 176.46
40.55 31.93 1.047 174.78
17.47 23.20 0.772 278.11
34.86 36.95 1.117 246.66
36.10 33.57 1.240 236.80
17.39 18.08 0.727 252.42
28.39 29.66 0.972 245.60
37.79 30.86 1.183 259.15
31.66 26.69 0.504 112.89
36.75 29.79 0.531 106.32
32.52 24.05 0.514 103.31
41.06 26.71 0.544 103.47
35.56 24.60 0.602 118.38
43.64 29.21 0.619 115.94
40.19 28.61 0.605 114.28
41.99 31.27 0.621 107.10

面料种类 颜色
样品

编号

棉毛拉绒

谷粒粉

A
B
C
D

紫红色

E
F
G
H

单面弹力

起绒布
深灰蓝

I
J
K
L
M
N
O
P
Q

Sunlite R

汗布
白色

R
S
T
U
V
W
X
Y

表 1 面料物理参数测量结果 面料遥杂怎灶造蚤贼藻 R纤维具有中空结构袁
这种构造可以使纤维内夹持大量

的静止空气袁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织

物的保暖性能遥
猿援猿 杂怎灶造蚤贼藻 R 纤维织物和其他薄

型针织物保暖性能比较

为了比较 杂怎灶造蚤贼藻 R 纤维织物

和其他薄型针织物保暖性能袁取
薄型棉毛织物中编织分别为 24
针/25.4 mm 和 28 针/25.4 mm袁具
有最佳保暖性的试样各一种袁取弹

力汗布中保暖性能最好的K尧N尧Q
重起绒试样袁棉毛中 D尧F 试样与 源
种纯 Sunlite R 织物 V~Y 试样进行

对比遥
葬援 与其他织物相比袁杂怎灶造蚤贼藻 R

织物的厚度和克质量是最薄和最轻

的袁约为其他织物厚度的 缘园豫耀远愿豫遥
遭援 尽管 杂怎灶造蚤贼藻 R织物的保温

率普遍比其他织物低袁但是 杂怎灶造蚤贼藻 R

织物的热阻却普遍比其他织物大遥
这是由于保温率的测试方法与热

阻的测试条件不一样袁 热阻是在环

境条件为恒温 猿缘 益尧恒定气流 员 皂/泽
下测试的袁保温率则是在无风的条

.保温率%曰要要要.厚度遥
渊a冤第一组试样 渊b冤第二组试样

40
30
20
10
0

1.21.00.8
0.60.4
0.20

1.4

样品编号

渊c冤第三组试样

40
30
20
10
0

1.2
1.0
0.8
0.6
0.4
0.2
0

样品编号

35
302520

0

1510
5

0.6
0.50.40.30.2
0.1
0

0.7

样品编号

图 2 织物厚度与保温率的关系

.热阻曰要要要.厚度遥
渊c冤第三组试样渊a冤第一组试样 渊b冤第二组试样

40
30
20
10
0 H

1.2
1.0
0.8
0.6
0.4
0.2
0

样品编号

40

10
0

1.21.00.80.60.4
0.2
0

1.445
30
20

样品编号

50
40

0

30
20

0.60.50.40.30.2
0.1
0

0.7

10

样品编号

图 3 织物厚度与热阻的关系

35
25
15
5

A B C D E F G

HA B C D E F G

QI J K M N O P

QI J K M N O PL

L

R S T V W X YU

R S T V W X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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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后整理对热阻的影响

渊b冤第二组试样

阴.成定曰阴.轻绒曰姻.重绒遥阴.成定曰姻.起绒遥
渊a冤第一组试样 渊c冤第三组试样

阴.成定曰姻.轻拉毛遥

阴.成定曰姻.起绒遥
渊a冤第一组试样

图 4 后整理对保温率的影响

阴.成定曰阴.轻绒曰姻.重绒遥
渊b冤第二组试样

阴.成定曰姻.轻拉毛遥
渊c冤第三组试样

件下测试的袁 因此保温率大的织

物袁不一定在有微风的情况下具有

好的保暖性袁正如羊毛衫在无风的

情况下穿着很暖和袁但是在有风的

条件下穿着就会觉得挡不住风而

产生冷感遥
因此袁薄型织物的热阻与织物

的厚度及紧密度有关袁更与纤维内

部结构有很大的关系遥 杂怎灶造蚤贼藻 R纤
维是中空纤维袁纤维内部含有大量

的静止空气袁并且这些静止空气不

可能受到风吹而流动袁而织物中纱

线间的静止空气在有风的情况下

就会随风流动袁因此 杂怎灶造蚤贼藻 R 织物

在有风条件下表现出具有更好的

保暖性能遥
源 结论

4.1 要想提高织物的保暖性能袁应
从减小热对流尧热传导过程中热量

的散失等方面来考虑遥而为了达到

这一效果袁应在一定范围内增加织

物能够夹持的静止空气量遥
4.2 从原料方面来看袁 可以选用

S怎灶造蚤贼藻 R中空涤纶纤维这类新型纤

维增加纤维中静止的空气量袁或使

用单丝数较少的纱线来增加纱线

间空隙袁使得纱线可以夹持更多的

静止空气遥
4.3 从织造工艺方面来看袁双罗纹

组织的双面结构比纬平针结构更能

够增加织物中的静止空气量袁 如需

进一步提高织物保暖性能袁 在今后

的研发过程中也可进一步尝试双罗

纹空气层组织和复合双罗纹组织遥
4.4 从后整理工艺方面来看袁起绒

处理可以增加织物的厚度袁使织物

可以夹持更多的静止空气袁从而达

到增强保暖性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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