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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涤混纺织物折皱回复性能的探讨+

闵廷元1，练 军2

(1·盐城市纤维检验所，江苏盐城224001；2．盐城工学院纺织工程系，江苏盐城224003)

摘要：根据标准的折皱回复测试实验，提出分析毛涤混纺织物的折皱回复性能与混纺比关

系的理论曲线。实践证明，曲线在一定的范围内对涤棉等混纺织物具有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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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皱回复性能是精纺毛织物的最重要的服用

性能之一，它直接反映毛织物的毛型感。通常认

为毛涤混纺织物的折皱回复性能随着涤纶含量的

增大成线性增大，但经理论及实践分析证明，结论

并非如此。

1毛涤混纺织物的折皱回复性能的理论
曲线推导

1．1实验条件及实验方法

1．1．1标准折皱回复测试实验

如图l(a)：(1)在￡≤￡。时，初始实验条件为

R／／=65％，口=20℃；(2)在％<t<t，时，it，一

to=30 rain，实验条件置为Part=85％，口=30℃：

(3)在；I≤￡<t2时，￡2一t1=15 mill，在f=f1时，

将毛涤织物折到一定的角度，并保持15 rnin，实验

条件仍为R／／=85％，口=30℃；(4)在f2<t<如

时，f2一f1=15 rnin，在t=‘2时，松开织物，使其折

皱回复，实验条件恢复为R／／：65％，口：20℃：

(5)在r=r，时，测量折皱回复率。

1．1．2弯曲松驰刚度曲线

如图1(b)，利用毛涤织物的弯曲刚度与折皱

回复性能存在着线性相关，可用弯曲刚度衰变曲

线来表示其折皱回复状态。实验过程基本是同上

所述，并可得试样的衰变曲线B(I)，只是在(4)

中，在t=rz时，需另取一相同试样快速折皱到相

同的角度并立即松开使其自行回复，可得弯曲刚

度衰变曲线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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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推导理论曲线的实验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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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理论曲线的推导

在图1(b)中，在￡=t。中，在曲线B(1)，曰

(2)分别取得点b(1)，6(2)，则织物的折皱回复率
为

R=6(1)／b(2) (1)

在不考虑织物内部摩擦及相互作用下，由m

及n两种纤维构成的混纺织物的弯曲刚度为：

B6=CB。+(1一C)B。 (2)

式中：B。为混纺织物的弯曲刚度；以为由m

纤维构成的织物的弯曲刚度；B。为由n纤维构成

的织物的弯曲刚度；C为m纤维的混纺比。

如上所述，织物m在f，点的折皱回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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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1)／b。(2)

织物n在t，点的折皱回复率

R。=b。(1)／b。(2)

同理，混纺织物的折皱回复率

R6=b6(1)／b6(2)

由方程(2)，(5)可得

(3)

(4)

(5)

耻法等等黜㈤
经化简可得：

风=Rn+再可菥厕(Rm—Rn)
式中：k=b。(2)lb。(2)

为了得到毛涤混纺织物的折皱回复率随混纺

比的变化曲线，取矗值分别为0．25，0．5，1，2，4代

入方程(5)，可得到如图2所示的曲线。

涤纶混纺比

图2折皱回复率与混纺比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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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理论曲线的实用意义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1)对于所要测试的毛涤

混织物，其所对应的纯毛及纯涤织物的R。及R。

是一定的值，因此，除了心=兄即k=1外，织物

的折皱回复率和混纺比之间并无线性联系。(2)

对于同一混纺比，k值不同，其所对应的折皱回复

率不同。因此，混纺织物的两混纺组分的弯曲刚

度比值越大，则其折皱回复性能越好。(3)要得

到一定的折皱回复性能，混用高弹纤维所需的纤

维比率较小。(4)对于j}值较大的织物，随着高

弹纤维含量的增加，其折皱回复性能增加速率逐

渐减慢，因此，在选择混纺比时应考虑这一点。

2实验验证

毛涤织物实验试样及实验结果(见表1)；实

验曲线(见图3)。

3实际应用

3．1实验数据(见表2)

3．2实验曲线(见图4)

表1毛涤纺织物的折皱回复率的测试‘11(品名：贡丝棉)

Table 1 Measure 0f polyster-wool fabric

wrinkle recover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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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折皱回复性能与涤毛混纺比关系曲线

瑰．3 Rela缸on Oarve of wFiilkle recovery

pooperty and polyster-wool blending rate

表2涤，棉混纺比与织物的折皱回复率‘2】

Table 2 Polyster-eotton bleading rate

and fabric wrinkle recover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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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洚蠕混纺比与折皱回复率关系曲线

tag．4 Relatloil otlrve of polyster-cotton blending

rate and wrinkle recover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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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论曲线适用范围及结论‘3]

(1)从以上两图中可以看出，毛涤及涤棉混纺

织物的折皱回复性能与涤纶混纺比的关系均满足

k=2理论曲线。

(2)本理论曲线适用于混纺纤维的应力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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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kis article puts forwar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wiiilkle recovery of the polyester-wool fabrics based on the standard wriIllde

recovery test．After several tests，this theoretical cqlrve can be sueees．出flly applied to the polyester_cotton fa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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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orphous BCN powders were prepared by mechanical曲培with hexagonal boron nitride and graphite鹊st啦material．
A bulk amorphous BCN compound was produced by由teIillg the asmilled amorphous BCN powders in a vacuum of 10一Torr at a temper—

atul℃of 1470 K．The conductivity measurement for the bulk amorphous BCN cmpound showed that it behaves as a semiconductor with

band gap energy of 0．1 1 eV for temperatures ra咖from room temperature to 560 K and a semimetal for temperatures between 560 and

740K．

Keywords：amorphous semiconductor；semimetal；BCN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