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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非织造布水洗稳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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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 盐城 224001) 

摘要：通过对不同原料及工艺的4种水刺非织造布的水洗试验，研究了水洗次数对水刺法非织 

造布的表面形态、水洗后手感及尺寸变化率变化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经过多次水洗后水刺非 

织造布形态可以达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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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美国的 BBA公司开发了 Interspun 

工艺以来，水刺非织造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水 

刺法又称射流喷网成布法，其工艺原理是将高压 

微细水流喷射到一层或多层纤维网上，使纤维相 

互缠结在一起，从而使纤网得以加固而具备一定 

强力。由于水刺法的独特工艺技术，它广泛应用 

于医疗卫生产品和合成革基布、家庭装饰领域，其 

纤维原料来源广泛，可以是涤纶、锦纶、丙纶、粘胶 

纤维等 。作为主要的非织造布固结技术之 
一

，水刺非织造布技术的研究开发，使得水刺非织 

造布服用性能接近于传统纺织品，特别是交叉成 

网，或者超细纤维非织造布，可以作为服用材料用 

于服用纺织品 J。本文以水刺布非织造布为 目 

标，通过实验对其水洗后的形态稳定性进行初步 

研究。 

1 试验部分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如表 1所示，试样 1和试样 2是普 

通水刺非织造布。试样 3和试样 4是 PET70％／ 

PA30％双组份复合超细纤维水刺非织造布。试 

样 3是短纤维的双组份复合桔瓣超细短纤维水刺 

非织造布。试样4是双组份复合桔瓣超细长丝通 

过纺粘法和水刺复合工艺制成的非织造布，称之 

为双组份纺粘——水刺复合超细纤维水刺非织 

造布。 

表 1 水刺非织造布的规格 

Table 1 Specifications of the spunlaced nonwovens 

1．2 实验仪器 

Y089A型全自动缩水率实验机(A型洗衣机 
一 前I'-J~H料水平滚筒型)，量尺，不退色黑色碳素 

笔，平滑测量台，全 自动通风式快速恒温烘箱 

(YG777A型)。 

1．3 实验方法 

本次试样的准备，标记，测量，洗涤和干燥程 

序是按本国家标准 GB／T8628、GB／T8629进行。 

试验在自然大气条件下完成，步骤如下。 

(a)选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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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量尺寸，剪裁试样，每块剪成 300 mm X 

400 mm，各边应分别与织物长度和宽度相平行。 

每种试样裁剪出两块，来进行实验； 

(c)做标记，将试样放在平滑的测量台上，在 

试样的的中部位置分别做两对标记。标记之间相 

距 200 mm，标记的边缘距离不小于 50 mm，标记 

在试样上的分布均匀(见图 1)。 

J 

0  

＼̂· 

{ 

H  

兰 
= 

0  

≥2O mm ≥2O mm 、̂ 

20o mm ∈ 
'  害 

8 
寸  

1 

。 l 
兰 

0  

＼̂ 

1 I I 

图 1 织物试样测量点标记 

Fig．1 M easuring mark on the fabric 

(d)实验前尺寸测量，将试样平放在i贝0量台 

上，轻轻抚平褶皱，避免扭曲试样。将量尺放在试 

样上，测量两标记之间的距离，所测得的原始标记 

尺寸为200 mm。 

(e)试样水洗，将待洗试样装入 Y089A型全 

自动缩水率实验机，加入足量的清水，以机筒高度 

1／2的水量为宜。开启洗衣机，在 4O℃的温度 

下，使之搅动 12 rain。关闭洗衣机取出试样。 

(f)烘箱供燥，把试样放在全自动通风式快速 

恒温烘箱(YG77A型)烘箱内的筛网上摊平，用手 

除去折皱，注意不要使其伸长或变形 ，烘箱温度为 

(60±5)℃。然后使之烘干40 min。取出试样将 

试样平放在测量台上，轻轻抚平褶皱，避免扭曲试 

样。测量水洗干燥后的尺寸。 

(g)反复进行实验 l0次。并记录实验结果 

于表 2。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水洗后无纺布的表面形态变化 

试验结果表明经过多次水洗后，低克重的水 

刺法非织造布结构趋于松弛而高克重的水刺法非 

织造布表面凹凸，不均匀的水针纹更加明显；其次 

短纤维梳理成网的水刺非织造布表面起毛起球现 

象严重，严重影响产品外观。 

表2 试样水洗后的实验结果 

Table 2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samples washed nl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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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试验的4个试样中，试样 1和试样 2表 

面起毛起球现象严重。试样3和试样 4不均匀的 

水针纹明显突出。图2是试样 4水洗前后表面照 

片，照片显示，非织造布经过多次水洗后，表面造 

成平整度下降，特别是水针纹异常凸出，并且显示 

极不均匀。使用熨斗熨烫，不能恢复。 

图2 试样4未水洗前和水洗后对比 

Fig．2 The contrast of sample 4 with 

dry and wash condition 

试样 1～3，采用短纤维制造，梳理成网的非 

织造布，纤维直接成网，纤维的覆盖少，加上水刺 

本身为了使唤纤维网中的纤维相互缠结给予织物 

以强力，必需纤维表面刺开，供缠结，所以非织造 

布纤维伸出端更多，更加容易形成毛球。试样 4 

是纺粘水刺非织造布，以长丝纤维形成纤维网，比 

短纤维梳理成网，纤维毛端少，所以表面起毛起球 

不 明显。 

2．2 水洗后手感 

试样 1和试样 2水洗前、后手感没有什么变 

化。试样 3和试样4经过多次水洗后，手感具像 

羔羊皮的手感或桃皮绒的手感。 

试样3和试样 4是采用双组份复合纤维制成 

在水刺非织造布。水刺法非织造布所使用的双组 

份复合纤维是一种桔瓣型纤维。纤维成型过程 

中，纤维中两种聚合物相连不分开，在后加工非织 

造布成型过程中，通过水刺，纤维中两组份再分裂 

开来形成超细纤维。试样3是短纤维的双组份复 

合桔瓣超细短纤维水刺非织造布。试样 4是通过 

纺粘法制成的长丝纤维的双组份复合桔瓣超细短 

纤维水刺非织造布，由于双组份桔瓣型复合超细 

纤维是在后道进行纤维分离的，分纤效果(分纤 

率)决定了非织造布的手感。后加工工艺，特别 

是水刺压力，机械张力等影响了纤维分纤率。双 

组份复合水刺非织造布在经过水洗后，特别是多 

次水洗后，由于水洗过程中，水的冲击，有效增加 

了纤维的分纤率，所以非织造布水洗后比水洗前 ， 

更具像羔羊皮的手感或桃皮绒的手感。从面表 

明：双组份复合纤维服用时，手感会越来越好。 

2．3 水洗对无纺布尺寸变化率的影响 

按公式(1)计算表 1的尺寸收缩率 s： 

S=((互 一 ) )·100 (1) 

式中： 为初始尺寸；蜀 为处理后的尺寸。 

以负号(一)表示尺寸减少(收缩)，以正号 

(+)表示尺寸增大(伸长)。最后结果以两块样 

的平均值。 

表3 试样水洗尺寸的变化 

Table 3 The dimensional chan ge of samples washed 

试样的尺寸变化率如图3所示，试样 1纵向尺 

寸变化率最大，平均为一6．78％，试样 3超细短纤 

维的纵向尺寸变化率最小，平均为 一3．18％，水刺 

法非织造布的纵向收缩率随着水洗次数的增加而 

增大。1次水洗后，收缩率普遍低于 一5％，5次水 

洗后水收缩率处于 一5％左右。低克重量水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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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织造布的收缩率普通高于高克重量水刺法非织 

造布。试样 2，3，4交叉铺网或纺粘成网，在 5次 

水洗后，尺寸趋于稳定，说明可以取得一个稳定状 

态；而直铺铺网的，织物尺寸仍然不稳定。但随着 

洗涤次数的增加试样的尺寸收缩率趋于稳定。 

试样 4横向尺寸收缩率最大为 3．0o％，试样 

3横向尺寸收缩率最小为 一0．88％。所有试样的 

纵向尺寸收缩率都大于横向尺寸收缩率。经过多 

次水洗，水刺法非织造布的有一定的横向收缩率； 

水刺法非织造布克重对其横向收缩率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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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洗次数越多，收缩增加不明显，仅仅试样4横向 

收缩比较大。试样 4采用纺粘法技术生产，聚合 

物纺丝直接成网，纤维没有经过化纤生产过程中 

的热定型，同时纺粘法非织造布中，纤维沿机器方 

向同向排列多，缺少横向联系是导致试样 4横向 

收缩大的根本原因。 

图4表明，不同的非织造布 横向水洗收缩 

率比不同。直铺铺网比交叉铺网要相差更大。纺 

丝成网纵／横向水洗收缩率则比较接近，从另一方 

面说明其收缩的原因是纤维没有热定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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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试样 10次水洗织物纵向收缩率 

Fjg．3 Lon tudinal shrinkage rates of samples washed ten times 

0 

图4 试样 1O次水洗织物横向收缩率 

Fig．4 Traverse shrinkage rates of samples washed ten tiff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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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试样第 1次水洗织物纵向／横向收缩率对比 

Fig．5 Comparing longitudinal and traverse shrinkage rates of samples washed 



· 78· 盐城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25卷 

3 结果与讨论 

(1)水刺非织造布用于服用应该选择克重稍 

重的，采用交叉铺网的产品。 

(2)在此洗涤条件下，洗涤次数对织物尺寸 

变化率的影响为随着洗涤次数的增加收缩率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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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doing the washing experiments of four spunlaeed nonwovens made in different raw materials and processe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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