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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纤维部分

天然转曲 沿棉纤维纵向的正反螺旋形扭曲，是在棉纤维生长发育过程中纤维素按螺旋

方向淀积而造成的。转曲数与棉花品种及成熟度有关，转曲愈多，纤维抱合性能愈好。

成熟度 表示棉纤维胞壁增厚程度， 即棉纤维发育的正常程度， 与棉花品种及生长条件有关，

通常以胞壁厚度与中腔宽度之比的有关参数来表示。常用指标为成熟系数、成熟百分率等。

成熟度与纤维其它性能关系密切，是反映棉 纤维性能的重要指标。

日轮 是棉纤维结构特征之一 .用显微镜观察经过膨化的棉纤维横截面 , 可看到许多轮纹

状层次 ,称为日轮。在胞壁加厚过程中，如遇气温较高，纤维素淀积致密；气温较低，淀积
较疏松。由于昼夜温差的存在，纤维横截面上形成层层“日轮” ，其轮数大体与胞壁加厚的

天数相当。

韧皮纤维 从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双子叶植物的韧皮层中获得的纤维的总称。因为质地

柔软，适宜纺织加工，亦称“软质 纤维”。纺织上采用较多的有苎麻、亚麻、黄麻、洋麻、

大麻、罗布麻等。韧皮纤维一般具有强度高、伸长小、吸湿放湿快等品质特征。经过初步加

工后的韧皮纤维，可纺织制造衣着或包装用织物、绳索等。

茧的解舒 缫丝时茧层丝圈顺次离解的程度，常用解舒丝长或解舒率来表示。解舒丝长

是茧丝每接头一次 （添绪） 连续缫取的丝长 （m）。解舒率是解舒丝长与茧丝长之百分比。 茧

丝离解容易， 缫丝时茧丝断头少， 茧的解舒好。 茧的解舒好坏直接关系到缫丝的产量和蚕茧

的消耗（缫折） 。

细羊毛 细羊毛属‘同质毛’ 。直径在 25μm以下（或品质支数在  60 支以上），无髓质层，
卷曲和油汗较多， 羊毛长度和粗细较均匀， 手感柔软有弹性， 光泽柔和， 毛丛长度一般在 5～

12cm，是精纺制品的主要原料。
茧丝 茧丝由二根平行排列的丝素经丝胶包覆粘合而成， 蚕丝分桑蚕茧丝、 柞蚕茧丝、 蓖

蚕茧丝、木薯茧丝、 樟蚕茧丝等。其中主要是桑蚕茧丝和柞蚕茧丝。我国蚕茧产量居世界首

位。

生丝 桑蚕茧（或柞蚕茧） 通过缫丝工艺， 将数根茧丝依靠丝胶粘合而成的连续长丝。 生

丝的细度及其均匀度， 茧丝粗细， 合并茧丝数以及茧丝在茧层中部位等因素有关。 生丝含有

丝素和丝胶，所以手感粗硬、光泽暗淡，经精炼脱胶，可制得精炼丝，具有优良光泽和柔软

手感。

绢纺丝 亦称“绢丝”。以不能缫制生丝的蚕茧和缫丝中的废丝为原料， 经精炼脱胶和绢纺

工艺纺成的纱。

丝素 亦称“丝朊或丝质” ，即丝纤维。是构成蚕丝的主体，占茧丝总量的 70～80％，截
面为不规则三角形， 沿茧丝长度其截面形状不断变化， 越向茧子内层三角形截面形状越趋扁

平。

丝胶 包覆在丝素外层的胶质。具有保护丝素的作用。最外层为易溶性的丝胶 1，最内层

为难溶性的丝胶 4，中间层为丝胶 2、3，其溶解性介于两者之间。丝胶含量，桑蚕茧丝为
20～ 25％，柞蚕茧丝为 5～6％，丝胶略带黄色，光泽暗淡，手感粗硬，能溶解于沸水或热
皂液中。



天然纤维素纤维包括 __      ___ 、__         ___ 两大类。 棉 麻

合成地毯常用黄麻作底布，主要是为了 _____。 防静电

硬质麻纤维一般指 ____、____等。剑麻 蕉麻

软质麻纤维一般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苎麻 黄麻 洋麻

根据羊毛纤维在自然状态下的卷曲形状，可将羊毛卷曲 分为 _____、_____、_____ 三类。

1.弱卷曲  2. 正常卷曲  3. 强卷曲
根据蚕的饲养季节，蚕茧分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

1.春蚕茧  2. 夏蚕茧  3. 秋蚕茧
桑蚕丝纤维的纵向形态特征是 ________、_________； 横截面形态特征是 __________。

1.粗细不匀  2. 透明  3. 不规则三角形。
蚕茧由 _____、_____、_____、_____四部分组成。 1.茧衣  2. 茧层  3. 蛹体  4. 脱皮。
蚕的一生，经历 _____、_____、_____、_____四个阶段 1.卵  2. 幼虫  3. 蛹  4. 成虫 (蛾 )  

桑蚕丝纤维的纵向形态特征是 _____、_____；横截面形态 特征是 _____________。
1.粗而不匀  2. 透明  3. 不规则三角形。

棉纤维强力的弱环出现在（ ）。

①天然转曲反向处 ②天然转曲反向点附近 ③没有转曲的部位

棉纤维纵向形态特征表现为（ ）。

①平直管状 ②相同方向螺旋形转曲 ③螺旋形转曲不断改向

苎麻改性的主要目的是（ ）。

①加吸湿性 ②提高强度 ③改善柔软性与弹性

剑麻与蕉麻主要用于（ ）。

①衣着 ②装饰 ③工业

通常情况下，苎麻单纤维愈长时，则（ ）。

①纤维愈粗 ②纤维愈细 ③两者无关

直径愈小的羊毛，缩绒性（ ）。

①愈好 ②愈差 ③与直径无关。

羊毛纤维是（ ）。

①单细胞纤维 ②多细胞纤维 ③非细胞组织纤维

在天然纤维中单纤维最细的纤维是（ ）。

①细绒棉 ②蚕丝 ③细羊毛。

桑蚕茧中，质量最好的蚕茧是（ ）。

①春茧 ②夏茧 ③秋茧。

一粒茧的茧丝纤维最粗的部位是（ ）。

①外层茧丝 ②中层茧丝 ③内层茧丝。

棉纤维天然转曲愈多，抱合性能愈好。 是

棉纤维天然转曲反向愈多，强度愈高。 非

成熟度高的棉纤维，染色性能好。 是

苎麻纤维是麻类纤维中单纤维最细的纤维，因此可用单纤维纺纱。 非

天然蛋白质纤维，一般是耐碱不耐酸。 非



羊毛和蚕丝所含α -氨基酸的数量和种类均相同。 非

生丝为无捻复合长丝，它由丝胶粘合而成。 是

烘茧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煮茧和缫丝，提高生丝质量。 非

羊毛纤维上的油汗能起到保护羊毛的作用。 是

天然蛋白质纤维，一般是耐碱不耐酸。 非

羊毛纤维的断裂伸长大于蚕丝，这是由于羊毛纤维具有卷曲的结果。 非

生丝的粗细主要决定于茧丝粗细和缫丝定粒数。 是

棉纤维成熟度与纺织加工及产品质量有何关系？

其间关系可归纳如下： 1 棉纤维成熟度高，纤维经得起打击，易清除杂质，不易产生棉
结与束丝。 2 棉纤维成熟度高，抗扭刚度大，加捻效率较低。 3 棉纤维成熟度高，加工过程
中飞花、落棉等减少，成品制成率高。 4、成熟度高的棉纤维纺纱时，由于牵伸效率高，熟

条定量控制中应该偏重掌握。 5、纤维成熟度太高，由于纤维截面粗，在相同粗细的细纱截
面中纤维根数少， 不利于细纱的强度与条干均匀度， 因此成熟度高的棉纤维不一定能纺出高

强度的细纱。 6、用成熟度高的棉纤维加工的织物 ，耐磨牢度较好。

苎麻纤维的主要特性有哪些？

苎麻是天然纤维素纤维，生长在苎麻茎的韧皮部，一根纤维是一个单细胞，长度 60～
250mm，最长达 600mm,宽 20～ 80μm，截面呈腰圆形，靠近中腔处有时有裂纹，细度 0.4 ～
0.8tex, 强度 0.6～0.7N/tex, 湿强大于干强，断裂伸长 2%～4%，初始模量 13～22N/tex, 吸
湿快并且放湿快，苎麻属高强度、低伸长纤维，弹性回复与耐磨、耐疲劳性能较差，苎麻不

耐强酸，对碱较稳定，防霉防蛀，耐海水浸蚀。以单纤维形式纺纱，可以纯纺或混纺制造服

用织物，也可加工成帆布、水龙带等。

试述亚麻纤维的主要品质特征。

亚麻属亚麻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纤维用亚麻属长茎亚麻， 纤维以束状存在于麻茎的韧

皮部，每束中有单纤维 15～20根，每根单纤维平均长 20～30mm，宽 12～25μm， 纵向有“X”
形痕节，截面呈不规则多角形， 中腔近似圆形， 以束纤维形式纺纱， 纤维强度约 0.53（N/tex ）, 
断裂伸长约 3%，初始模量 18（N/tex ），主要用于加工衣着、装饰和工业用品。

试述蚕丝纤维的主要特征。

蚕丝纤维强伸度适中，光泽优良，手感柔软，有暖感和丝鸣，具有良好的吸湿性，是高

档纺织原料，但耐光性、耐碱性较差。

试述羊毛纤维的形态结构特征。

羊毛纤维由鳞片层和皮质层组成，品质较差的羊毛中心还具有髓质层。  (1) 鳞片层 : 由
扁平鱼鳞片细胞以环状、 瓦片状或龟裂状覆盖于毛干上， 形成鳞片层。 细羊毛多数为环状鳞

片，以不规则形状的环圈套在毛干上， 环圈的上端形成一定张角； 有些羊毛的鳞片似瓦片状、

龟裂状、 水波纹状覆盖在毛干上。 鳞片层是引起羊毛毡缩性的重要因素， 同时还能保护羊毛

纤维不受或少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而产生性质变化。  (2) 皮质层 :鳞片层内侧为皮质层 ,是组成
羊毛的主体 ,与羊毛性能关系密切。皮质层由纺锤形皮质细胞以胞间物质聚集而成。按细胞
性质不同可分为正皮质细胞和偏皮质细胞， 在卷曲细羊毛中， 两种细胞呈双侧分布。 卷曲少

的林肯毛呈径向分布，无卷曲的头发呈随机分布。



试述酸碱对羊毛纤维作用。

羊毛纤维具有耐酸不耐碱的特征。 弱酸或低浓度强酸对羊毛无多大的影响。 但高温、 高

浓度的强酸对羊毛有破坏作用，当 pH<4时，已经有明显破坏。其主要破坏羊毛的盐式键或
与氨基结合，减弱分子间作用力。碱对羊毛具有较大破坏作用，在 3～5％的苛性钠溶液中
煮沸数分钟，即可将羊毛完全溶解， 在较低浓度及较低气温时，亦有破坏作用，当 ph>8时，

就开始有明显破坏； ph>11 时，破坏就非常剧烈。碱对羊毛的破坏作用，除破坏盐式键外，
还对胱氨酸起着分解作用， 结果使羊毛纤维颜色发黄、 发脆、变硬、光泽暗淡、 手感粗糙等。

所以在毛织物的后整理中，应加注意。



化学纤维部分

人造纤维 又称再生纤维。 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高分子化合物经过化学处理与机械加工得

到的化学纤维。 按其组成可分为人造纤维素纤维与人造蛋白质纤维。 目前，世界上产量最高

的为人造纤维素纤维，主要品种有粘胶纤维、铜铵纤维、醋酯纤维等。

合成纤维 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低分子化合物经过化学合成制成高分子化合物， 再经过纺

丝加工得到的化学纤维。 合成纤维品种繁多， 常用的有聚酯纤维、 聚酰胺纤维、聚丙烯腈纤

维、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聚丙烯纤维及聚氨酯弹性纤维等。

化学纤维 是利用自然界存在的低分子化合物或高分子化合物经过化学处理与机械加工

得到的各种纤维的总称， 包括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两大类。 化学纤维产量约占当今纺织纤维

总量的一半。

差别化纤维 差别化纤维是非常规生产得到的具有特殊性能的化学纤维的总称。如异型

纤维、高吸湿纤维、高收缩纤维、抗起毛起球型纤维以及仿天然纤维、易染色纤维等。它是

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化学纤维，能改善常规化纤的纺织、印染性能与使用性能。

芳纶 芳纶 是芳香族 聚酰胺 纤维的商 品名称 ，常见 的如芳 纶 1313(Nomex) 、芳 纶
1414(Kevlar) 等，具有高伸度、高模量、耐高温等特性，用于特种需要，如复合材料、轮胎

帘子线、宇航制品等。

异形纤维 异型纤维是采用特殊方法加工制成的非圆形纤维， 如三角形、 三叶形、 多叶形

截面纤维等。 三角形截面的纤维具有闪光效果， 三叶形、 多叶形截面的纤维可产生蚕丝样光

泽。异形纤维还可以改善织物的膨松度、 透气性与织物风格等。 异形纤维可采用异形喷丝孔

加工获得，也可在纺成丝后采用各种物理或化学方法来获得。

超细纤维 细度在 0.04 ～0.001tex 的化学纤维 , 称为超细纤维。可用改良的常规纺丝技术
或复合纺丝法加工。它主要用在加工特种产品，如仿麂皮或过滤材料保暖材料等。

碳纤维 是指含碳量在 90％以上的高强度高模量纤维。 含碳量在  99 ％以上称石墨纤维。

具有比重小、耐热、 耐腐蚀和导电性好等优点，比强度和比模量超过一般的增强纤维。 生产

碳纤维的原料有聚丙烯腈、 粘胶丝和沥青。 制备方法是将原料纤维处在一定的张力、 温度下，

经过预氧化、 碳化和石墨化处理等过程制成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用于宇宙飞船、 导弹和飞机

上，并已逐步扩大到民用。

中长纤维 长度与细度介于棉型化纤与毛型化纤之间的一类化学纤维， 称为中长纤维。 长

度一般为 51～76mm，细度 0.2～  0.3tex ，可采用棉型纺设备或专纺设备加工仿毛产品。

复合纤维 在同一根纤维截面上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相混合的聚合物，这种纤维称为复

合纤维。根据两种组分在纤维横截面上配置的不同，可分为皮芯型、并列型、 海岛型和裂片

型等。

改性纤维 用化学或物理方法使纤维变性而制得的化学纤维。物理变性的纤维有异形纤

维、变形纤维、复合纤维等；化学变性则通过接枝、共聚、化学后处理等方法以改善耐光、

阻燃性、耐热性及外观效应等。

干法纺丝 简称干纺。 溶液纺丝时， 从喷丝孔中压出的纺丝液细流进入充满热空气的甬道

中，溶液细流中的溶剂被快速挥发， 原液固化并在张力下伸长变细而形成初生纤维。 干纺纤

维成本较湿纺高，纤维质量好。

湿法纺丝 简称“湿纺”，溶液纺丝时，从喷丝孔中压出的纺丝液细流进入凝固浴，原液

细流中的溶剂向凝固浴扩散，凝固剂向细流渗透，使原液细流在凝固浴中析出而形成纤维。

粘胶、腈纶、维纶等大多用湿法纺丝。



熔体纺丝 简称“熔纺”，合成纤维主要纺丝方法之一。将成纤高聚物切片熔融或由连续

聚合制得的纺丝熔体，从喷丝孔中挤压成细流，在空气中泠却固化形成初生纤维。 涤纶、锦

纶、丙纶等都采用熔体纺丝制成。

成纤高聚物 能加工成纺织材料和高分子聚合物称为成纤高聚物。它必须具有线型的分

子链结构， 因为只有线型高分子物质才能溶解或熔融以制备纺丝溶液或熔体； 大分子必须具

有适当的分子量；相邻分子之间必须具有足够的引力，以保证纤维具有足够的强度。

大分子结构 纺织纤维大分子结构包括大分子的化学组成、单基、聚合度、端基、结构

单元的连续形式与顺序、支化、交联以及链的空间结构如构型、构象等，是决定纤维物理、

化学性质的主要结构层次。

聚集态结构 又称超分子结构，即分子之间的排列与堆砌。如结晶结构、非晶态结构、

取向态结构、织态结构、原纤结构等。对纤维的物理性质有很大影响。

形态结构 是指用近代测试技术能直接观察到的结构层次， 如纤维的表面特征、 纵横截面

形态、组织结构及空穴、中腔等。随着测试技术的发展，形态结构的概念也在趋于微细化。

结晶度 纤维内部结晶部分所占整个纤维的百分比， 称为纤维的结晶度。 用重量百分比表

示的称为重量结晶度；用体积百分比表示的称为体积结晶度。结晶度对纤维的强度、伸长、

模量、吸湿性等都有影响。

非晶体结构 纤维中长链分子随机弯曲配置时，称为非晶态结构或无序结构。非晶态结

构赋予高分子材料的变形能力、弹性、吸湿等，因此非晶态结构对纤维性质有很大的影响。

原纤结构 将纤维纵向撕裂成的丝状体，称为原纤，根据原纤尺寸大小可分成基原纤、

微原纤、原纤、巨原纤等。天然纤维中的棉、毛等各级原纤结构较为完整，合成纤维中有时

也有原纤结构。

最早工业化生产的合成纤维是 ____________。 聚酰胺纤维

采用熔体纺丝的合成纤维有 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 。
1.涤纶  2. 锦纶  3. 丙纶

采用溶液纺丝的合成纤维有 __________、__________。 1.维纶  2. 腈纶
根据涤纶短纤维后加工时的抽伸与热定型方式不同，可 制成 _____、_____、_____ 纤维。

1.高强低伸型  2. 低强高伸型  3. 中强中伸型
丙烯腈比例在 85％以下的纤维称为 __________。 改性聚丙烯腈。

粘胶纤维的原料一般选用 _____、_____、_____等。 1.棉短绒  2. 木材、  3. 甘蔗渣
维纶的缩醛度一般在 _____。 30～35％。
化学纤维生产一般都需要经过 _____、_____、_____等。 1.纺丝液制备  2. 纺丝  3. 后加工

合成纤维的主要原料来源有 _____、_____、_____。 1.煤  2. 石油  3. 天然气
涤纶的学名为 _____。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

纺织纤维的结晶度一般在 _____范围之间。 30～60％
天然纤维中，取向度最高的是 _____。 麻纤维

天然纤维中，结晶度最低的是 _____。 羊毛

涤纶纤维刚性大 , 是由于分子上有 _____。 苯环

下列纤维中，耐酸耐碱性能都好的是（ ）。

①涤纶 ②丙纶 ③维纶

涤纶一般采用（ ）。



①阳离子染料染色 ②分散性染料染色 ③直接染料染色

腈纶一般采用（ ）。

①阳离子染料染色 ②分散性染料染色 ③直接染料染色

维纶缩甲醛是为了（ ）。

①提高耐热水性能 ②增加强度 ③增加弹性

腈纶加人第三单体，主要为了（ ）。

①引进亲染料基团 ②改善纤维吸湿性能 ③增加弹性

粘胶纤维的卷曲主要由于（ ）。

①机械挤压形成 ②双侧结构 ③截面结构不对称

如果需要包芯纱具有较好的弹性，则芯纱一般 采用（ ）。

①氨纶 ②腈纶 ③高收缩涤纶

膜裂纤维一般用（ ）。

①丙纶 ②锦纶 ③富纤

纤维化学性质主要决定于（ ）。

①单基性质 ②超分子结构 ③大分子构象

下列纤维中，结晶度最低的是（ ）。

①粘胶 ②涤纶 ③棉

具有准晶态结构的纤维是（ ）。

①涤纶 ②丙纶 ③腈纶

观察纤维各级微观结构的形态特征，最好采用（ ）。

①X射线衍射仪 ②电子显微镜 ③光学显微镜

锦纶 6 比锦纶 66 吸湿性好。 非

锦纶 6 比锦纶 66 热稳定性好。 是

锦纶 66比锦纶 6 的熔点高。 是

芳香族聚酰胺比脂肪族聚酰胺的模量高。 是

化纤长丝的强度一般比短纤高。 是

原液着色的化纤，染色牢度较差。 非

一般干法纺丝的质量比湿法纺丝差。 非

由于丙纶熔点比涤纶约低 100度 ，因此在纺丝时的熔体 温度也应相差 100度 。 非

聚乙烯醇是由乙烯醇单体聚合成。 非

粘胶纤维是将纤维素溶解在烧碱溶液中再纺丝而成的。 非

用熔体纺丝加工合纤是因为不能用溶液纺丝。 非

无机纤维不能进行纺织加工。 非

粘胶纺丝时提高抽伸倍数可得到强力粘胶丝。 非

腈纶纤维截面形态随纺丝溶剂而不同。 是

维纶纤维具有皮芯结构。 是

化纤纺丝必须经过纺丝液制备、纺丝和后加工三道工序。 是

合成纤维都用熔体纺丝。 非

双折射率可比较不同品种纤维的分子取向度。 非

结晶度愈高，纤维弹性回复性能愈好。 非

锦纶纤维分子链柔顺，弹性回复性能好。 是

棉、麻纤维混和比，可采用化学溶解的方法求得。 非



结晶度高的纤维，取向度也高。 非

锦纶 66是交替共聚纤维。 是

形成纤维的大分子应该是支链形。 非

羊毛中正、偏皮质细胞的化学组成相同，而形态特征不同。 非

如何鉴别各种纺织纤维？

纤维鉴别，就是利用各种纤维的外观形态或内在性质的差异，采用各种方法将其区别开

来。鉴别的步骤，一般是先确定大类，再分出品种，然后作最后验证，常用的鉴别方法有手

感目测法、燃烧法、显微镜观察法、溶解法、药品着色法及红外光谱法等。有时也可用 X
射线衍射法、比重法或双折射率法等。系统鉴别， 必须要两种以上方法加以证实。 如果对已

知两种纤维进行鉴别，则用  1～2 种方法即行。

涤纶仿真丝可通过哪些途径？

涤纶纤维强度高，弹性回复性能好， 但手感较硬，光泽不及真丝柔和， 涤纶仿真丝的方

法一般有如下几种：  1、通过截面改性并降低每根单丝的细度 （ dpf）, 例如制造多叶形纤维，

dpf 为 0.5 ～1.0 的高复丝，经过强捻，喷气变形后制成的乔其纱，悬垂性很好。  2、利用
复丝的异形化，复合化，再加上混纤、强捻、假捻、吹络等技术，改善单丝的分散性、平滑

性及粗糙性，并有意识地控制经纬丝的膨化率、卷曲率及收缩率， 可显著提高丝绸感、风

格及外观。   3 、仿照真丝脱胶的方法，用高浓度碱液将涤纶织物在  95 ～100℃下处理 30～
60min，减量 15～30％，浸渍后再用蒸汽处理，这样可降低强捻织物的硬度。碱减量处理是
涤纶仿真丝技术的一大进步。

为什么聚丙烯腈纤维是丙烯腈与第二、第三单体共聚纤维。

纯粹的聚丙烯腈， 由于大分子之间有强的氢键与腈偶极配对键， 结构紧密， 性脆硬， 不

具有纤维必须具备的特性，加入丙烯酸甲酯或醋酸乙烯等第二单体 5～10％，使大分子之间

的结合力减弱，改变脆硬程度，有利染料分子进入。加入第三单体，引进酸性基团，便于阳

离子（碱性） 染料染色。 当第二、 第三单体的成分和含量不同时， 性质变化很大。 一般规定，

丙烯腈含量在 85％以上时称聚丙烯腈纤维，丙烯腈含量在 85％以下时，称改性聚丙烯腈纤
维。

比较锦纶 6 与锦纶 66的性质。
锦纶 6 与锦纶 66 都是脂肪族聚酰胺纤维， 分子中含有亚甲基 -(CH2)- 和酰胺键 -(CONH) ，

密度 1.14 ，其共同特点为强度高，耐磨好，弹性好，耐疲劳，吸湿与染色性优于涤纶，耐
光性和耐热性较差，初始模量低。两者的不同点为：锦纶 6 系一种单体缩聚而成 ，锦纶 66
则由两种单体缩聚而成，制造工艺也不同。与锦纶 6 相比，锦纶 66的熔点与软化点高，初
始模量与耐热性亦高，而锦纶 6 的热稳定性优于锦纶 66。锦纶 6 溶于 16％HCl 溶液，而锦
纶 66溶于 20％HCl溶液，以此也可作为两种纤维的鉴别方法。

为什么聚乙烯醇在制成纤维后还要经过缩甲醛处理？

聚乙烯醇大分子上含有较多的－ OH基，容易产生结晶，结晶度约 60％，－ OH基为亲水
基，未经缩甲醛的聚乙烯醇纤维在水中的溶胀度很大， 80～90 度水中收缩达 10％，所以一
般在纺丝后加工中进行缩甲醛处理，使大分子上约 30％的－ OH基与甲醛发生缩合反应，使

非晶区中大部分－ OH基封闭，从而提高纤维的耐热水性能。缩醛化后的维纶可耐 115 度热



水，但强度、弹性、染色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试从纤维的分子结构特征比较涤纶与锦纶的性质。

涤纶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纤维， 简称 PET。PET重复单元有一个刚性基团及一个柔性
基团。 刚性基团作为一个整体而振动，使 PET分子链刚性强，比较挺直。分子链结构高度
规整，所有苯环几乎处于同一平面， 分子链中几乎无亲水基团，因此涤纶纤维模量高， 弹性

回复性能好，吸湿低，染色性差，耐酸不耐碱。锦纶为聚酰胺纤维，锦纶 6的重复结构单元
为（略）， 锦纶 66 的重复结构单元为（略） ，中间的脂肪链是通过酰胺键相连的，分子两端

有氨基和羧基， 分子结构比较规整， 大分子链中脂肪链长， 柔性大，大分子链容易砌入晶格。

锦纶 6 和锦纶 66 都比涤纶模量低， 弹性回复性能特别好， 耐磨耐疲劳， 有一定的吸湿能力，

耐酸性差， 碱性较好，耐热和耐光性都不及涤纶。



纱 线 部 分

单纱 由各种长度的短纤维经纺纱工艺加工成的细纱， 并具备加工纺织品所必须具备的强

度、伸长和弯曲等特性。

股线 由二根或二根以上单纱合并加捻而成。 单纱经合并加捻 ,可得到更好的物理机械性
能和特殊外观效应的股线。

混纺比 是指混纺纱中某一成分纤维重量占纤维总重量的百分率。 我国规定以干重混纺比表

示。不同混纺比的纱织成的织物具有不同的性能， 可通过选择不同混纺比来调节混纺纱的物

理机械性能、纺织加工性能及染色性。

花色线 用特种方法加工 , 具有特殊外观效应的纱线。如螺旋花线、疙瘩花线、毛圈线、结
子毛圈线、竹节花线、雪尼尔花线等。

变形纱 化学纤维通过各种变形加工、改变纱线结构 , 使之具有良好膨松性和弹性的纱
线的总称。 包括高弹丝、 低弹丝， 空气变形丝和膨体纱等。 变形纱织物手感丰满， 富有弹性、

保暖性好。

膨体纱 是变形纱的一种。 通常是利用聚丙烯腈的热弹性加工而成的具有高度膨松性的短纤

纱。

弹力丝 变形纱的一种， 是利用合成纤维的热塑性变形加工而成的。 根据伸缩性的大小分为

高弹丝和低弹丝。高弹丝具有较大的紧缩性和膨松性，宜加工成机织物和针织外衣织物。

包缠纱 在成纱过程中，将部分纤维或另一种纱（丝）包缠在纱芯（丝芯）上制成的特种结

构的纱线。 部分纤维包缠在纱芯上的称为包缠纱； 短纤维包缠在芯丝外的称为包芯纱。 包芯

纱一般由两种纤维组成， 可以是长丝包缠在短纤维纱芯上， 也可以是短纤维包缠在长丝芯上。

若用弹力长丝作芯丝， 则可得到弹力包芯纱。 由于包芯纱具有这种特殊结构并兼有各组分的

特性，既可获得高的纱线强力， 又可增加织物的舒适性。 包缠纱可用于织造优质卫生衫、袜

子、烂花织物及特种工业用织物。

条干均匀度 条干均匀度是指纱线在很短片段间粗细变化的程度。包括： （1）沿纱条长度
方向截面积或直径的变化。 （2）单位长度纱条体积的变化。 （3）线密度的变化。 测试方法

有：（1）黑板条干检验法。 （2）乌斯特条干均匀度检验法。
纱线结构 纤维在纱线纵向和径向的排列堆砌特征。包括纱中纤维的伸直度、纤维的内

外转移及纤维在纱中集聚紧密程度、纱线的捻度及其分布规律等。

纤维径向分布 通常用来描述混纺纱中不同混和成分纤维在纱线截面中的分布特性。各成

分的纤维在径向可能呈均匀分布， 或某成分纤维较多配置在纱的外层， 或较多排列在纱的内

层。纤维的径向分布可通过选配混用不同的纤维长度、细度、 伸长、初始模量和变化纺纱工

艺来改变。

纱线体积重量 单位体积纱线的重量。它与纱中纤维的密度及纱线结构有关。当纤维的

密度越大、 纱线结构愈紧密时， 纱线的体积重量越大。因此， 不同纤维纺成的纱线其体积重

量不同，而同一种纤维用不同纺纱方法和不同工艺参数纺成的纱，其体积重量也不同。

纤维的转移指数 描述混纺纱中纤维径向分布的指标，即反映某种成分的纤维向内或

向外转移程度的指标。一般用哈密尔顿 (Hamilton) 转移指数 M表示。若 M＝0，表示 A、B两

种向外在纱的径向呈均匀分布； Ma<0，表示 A纤维向纱的内层转移； Ma>0，表示 A纤维向纱
的外层转移； Ma=+100%，表示纤维集中分布在纱外层； Ma=-100%，表示 A纤维集中分布在纱
的内层。

捻向 细纱中纤维的倾斜方向， 或股线中单纱的倾斜方向。 从下向上看， 纤维或单纤自右



向左倾斜的叫 S捻；自左向右倾斜的叫 Z捻。
临界捻度 纱线的强力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捻度的增加而增加，纱线获得最大强力时的捻

度值称为临界捻度。 纺纱时采用的捻度接近或小于临界捻度。 不同的原料、 纺纱工艺和纱线

细度，其临界捻度值不同。

捻回角 表示纱线加捻程度的指标之一，指纱线表面纤维的倾斜角，用纱线表面展开

图中纤维与纱轴的夹角表示。 捻回角愈大， 纱线表面的纤维倾斜愈厉害， 表示加捻程度愈高。

反之亦然。 捻回角大小可直接量度或由计算而得。 能用来比较相同品种不同粗细纱线的加捻

程度。

捻系数 表示纱线加捻程度的指标之一，可用来比较同品种不同粗细纱线的加捻程度。

捻系数与纱线的捻回角及体积重量成函数关系，由纱线的捻度和间接指标计算而得，有特

（号）数制捻系数与公制捻系数等。

捻缩 加捻造成的纱线长度缩短。 一般用加捻前后纱条长度之差与加捻前的长度之比的百

分率即捻缩率表示。 捻缩的大小与捻度、 纺纱张力及温湿度、 纱的粗细等有关。此外股线的

捻缩还与合股时的捻向有关。 当单纱与股线同捻向时， 捻缩随捻系数的增加而增大； 当合股

捻向与单纱捻向相反时在加捻开始阶段，股线会产生负捻缩（捻伸） ，捻系数增加到一定值

后，捻缩变为正值，并随捻系数的增加而增加。

混纺纱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短纤维混和后纺成的纱， 称为混纺纱。 通过混纺能充分

利用原料资源，降低原料成本，增加花式品种、改善可纺性、染色性及织物服用性能等。

纱线细度指标有 ___        __ 、___         __ 、__         ___ 、__        ___ 、___      
__。

特克斯（特） 英制支数 公制支数 旦数 直径

测定纱线细度不匀率的方法有 __       _____ 、 ___        ____ 、  __   _______ 、

___________。
测长称重法 目测法（黑板条干） 电容式均匀度仪 光电法

纱线的细度偏差，应用于支数制时， 称 _________；应用于纤度时 ,称__________；应用于特
数制时，称 ________。 1.支数偏差  2. 纤度偏差  3. 特（号）数偏差（重量偏差）
用测长称重法求得的不匀率称 __         ___ ；用黑板条干法测得的不匀率称 ____         
_。 长片段不匀 短片段不匀

单纱公制支数为 48支，用二根单纱合并为股线，则股线支数的表示形式为 __________。
48/2 支

用二根 18tex 棉纱合并为股线时特数的表示形式为 _            ____ 。 18×2tex 

用二根不同的特数棉纱（如 18tex 和 28tex ）合并为股线 时特数的表示形式为 ___     。

(18+28)tex 
一 般 股 线 的 强 力 _____ 组 成 股 线 的 单 纱 强 力 之 和 , 其 主 要 原 因 是

_____              ，_____              。

1.大于       2. 捻合作用可改善股线的细度均匀度       3. 捻合作用使用股线中各根单纱

及其纤维相互压力加大， 不易滑移

纤维的性质对短纤纱中纤维的径向分布规律影响很大。 当其它条件相同时， 则长纤维优先向

__________转移； 粗的纤维优先向 _____________转移； 初始模量大的纤维优先向

_______________转移。                       1. 内  2. 外  3. 内
选用特数与长度相同的富纤与丙纶混纺成纱，其径向转移规律是 ________________。

丙纶优先向外转移



纱线捻度的测定方法有 __________和___________。 解捻法 张力法（解捻加捻法）

用 150 旦 /30 根和 60公支 /30 根涤纶长丝加一同样捻度后， 测定二种加捻丝的直径值是

（ ）。

①150 旦大于 60 支 ②60 支大于 150旦 ③二者直径相等

纱线片段内的不匀率，随着片段长度增加而（ ）。

①减小 ②增加 ③不变

纱线片段间不匀率 ,随片段长度增加而 (       ) 。

①减少 ②增加 ③不变

用测长称重法求纱线不匀率时，分别以片段为 100m和 1m， 则重量不匀率是（ ）。

①1m长的大于 100m ②100m长的大于 1m长的 ③二者相等

纱线细度不匀率指数为 1 时 , 表示纱线的实际不匀率 (     ) 。

①最大 ②最小 ③适中

短纤纱中 ,纤维的强力利用系数 (        ) 。

①大于 1  ②小于 1 ③等于 1 

同品种不同特数的细纱 ,如果捻系数相等 , 则特数大的细纱捻度 (        ) 。

①大 ②小 ③二者相等

同品种不同特数的细纱，当它们的捻度相等，则特数大的细纱捻回角 (        ) 。

①大 ②小 ③二者相等

低强高伸涤纶与细绒棉混纺，随着涤纶含量的增加，其混纺纱强力 (          )。
①逐渐增加 ②逐渐下降 ③先下降至一定值后又逐渐增加

锦纶羊毛混纺 , 随着锦纶含量的增加 , 其混纺纱强力 (     ) 。

①逐渐增加 ②逐渐下降 ③下降至一定值后又逐渐增加

在各种变形丝中，与短纤纱性能最接近的是 (      ) 。

①假捻变形丝 ②空气变形丝 ③改良假捻变形丝

用短而粗的高收缩纤维与细而长的普通纤维混纺而成的纱， 经蒸纱处理后， 其纤维的转移规

律为 (      ) 。

①两者均匀分布 ②短而粗的高收缩纤维优先向外转移 ③细而长的普通纤维优先向外转移

当其它条件相同时，随着细纱捻系数的增加，其织物的光泽 (         ) 。

①增加 ②减弱 ③没有变化

制造人造麂皮的原料，一般使用 (        ) 。

①超细纤维 ②低弹长丝 ③网络丝

用 uster 均匀度仪测得的纱线不匀率是真正反映纱线的实际不匀率。 非

膨体纱与弹力丝的主要性能差异是伸缩性不同。 是

变形丝在变形加工过程中 , 由于各根单丝所处的位置不同 , 受张力与热的作用程度不同 ,这将
导致形成色差。 是

纤维愈细 ,纱线的随机不匀率愈小。 是

在计算纱线细度指标中所用重量 , 一般采用标准回潮率时重量。 非

随着细纱捻度增加 ,纱中纤维的滑脱长度减小。 是

锦纶比棉坚牢，故混入 30％锦纶的棉 /锦混纺纱，其强力比相同粗细的纯棉纱高。 非

半线织物，通常经纱是单纱，纬纱是股线。 非



羊毛衫采用捻向相反的单纱双根喂入编织，可改善线圈歪斜。 是

染色性能是化纤长丝品质评定的依据之一。 是

短纤纱的临界捻度小于长丝的临界捻度。 非

作出纱线的细度变异一长度曲线，并作简要说明。

变异系数的平方称变异。 细度的变异与所取细纱片段长度间的关系曲线， 称变异一长度

曲线。用 B(L) 表示片段间变异与片段长度间关系 ; 用 V(L) 表示片段内变异与片段长度间关
系。 (图略 ),B(L) 随片段长度增加而减小， V(L) 随片段长度增加而增加，两者之和为纱线的
总变异，即  V(L)+B(L)=V( ∞)=B(0) 变异曲线的斜率变化可用来分析纱线的不匀结构。

试述引起纱线粗细不匀的主要原因 ,并作简要说明。
产生纱线不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随机不匀 , 是纱线截面内纤维根数分布不

匀和纤维截面不匀引起；  (2) 因纤维集结和工艺设备不完善造成的不匀， 在纺纱中纤维不可

能完全松解分离或设备不完善使纤维不能伸直平行， 使纱线不匀在整个波长范围内增大； (3)
牵伸波引 起不匀， 在纱线上形成准周期性粗细变化； (4) 机械波周期性不匀， 是因牵伸机构

或传动齿轮状态不良所致； (5) 偶然事件引起的不匀。

用 uster 均匀度仪法和黑板条干法测得的不匀概念是否相同 ? 
不相同。黑板条干法是根据绕在黑板上纱线片段间的表观粗细不匀形成的云斑、 阴影的

严重程度，并对样照进行评定，纱条上捻度不匀会影响黑板条干。 Uster 仪测得的不匀是片
段长度的线密度不匀，棉结杂质会影响不匀值。

试述经纬纱线捻向的不同配置对织物性能的影响。

当经纬纱同捻向，在交织点处的接触面上，纤维倾斜方向趋于一致，经纬纱啮合较好，

织物紧密，手感较硬、强力较好。但因经纬纱表面的纤维倾斜方向相反，故织物光泽较差；

当经纬纱异捻向时，交织点处的接触面上 纤维倾斜方向趋于垂直，纤维间啮合较差，故织

物松厚，手感较柔软，但强力较差。而经纬纱表面纤维的倾斜方向相同，故织物光泽较好。

此外，经纬纱捻向的不同配置还会影响斜纹组织的纹路清晰度； 利用经纱或纬纱以不同捻向

配置交织时，可获得隐条或隐格的织物外观。

比较短纤纱、长丝、变形丝的结构特征及其织物外观特点。

在服装用织物中，构成明显不同外观的三种基本纱线结构就是短纤纱、长丝和变形丝。

现比较如下： 短纤纱：纱表面有毛羽，纱中心部分纤维的聚集密度高； 纱的线密度和外观

直径不匀，加捻使纱线表面的纤维倾斜；纱线表面有纤维结、大肚纱、粗节、细节等疵点。

织物具有自然特征－茸毛状外面， 有变化无规则的细粒状， 有一定的粗糙度和柔软性， 有良

好的膨松度和覆盖能力，光泽较弱。 长丝：纱中纤维的平行度好，密集程度高，表观粗细

均匀，表面光滑。织物透明度高，光滑、光泽强，但膨松性、覆盖能力和柔软性较差，冷感

性强。变形丝： 变形工艺使长丝中的纤维呈高度的非平行排列，纤维密集程度低， 表面有丝

圈、丝辫等突出，表观粗细均匀。织物有高度的膨松度和覆盖能力，手感柔软，织物中的粒

状组织外观比短纤纱更明显更均匀。

简述选择细纱捻系数的依据。

纱线捻系数大小取决于原料的性质和纱线的用途。 为了使细纱获得所需要的强度， 故用



细长纤维纺纱时，纱的捻系数可低些，而用粗短纤维纺纱时， 捻系数应高一些。经纱需要较

高的强度，捻系数应大一些，而纬纱及针织用纱一般要求柔软而扭矩小，捻系数应小一些。

机织和针织起绒织物用纱、 捻系数宜小， 以利于起绒。 薄爽织物和针织外衣织物要求具有滑

挺爽的风格，纱线的捻系数应大些。此外，纱线细度不同，捻系数也不同，细的纱线捻系数

应大些。

试述加捻对纱线结构和性能的影响。

加捻是短纤维成纱的必要条件。 通过加捻， 须条中的纤维呈螺旋线配置， 并产生一定伸

长和张力， 由此产生的向心压力使纤维间摩擦阻力增加， 并使纤维产生内外转移， 使纤维须

条变成具有一定物理机械性能和圆整度的细纱。加捻程度，对纱线的结构和性能影响很大，

通常用捻度或捻系数α表示。随着α的增加， 纤维内外转移充分， 纤维间摩擦阻力增加，使

细纱的强力增加， 同时因细纱粗细部分的捻度分布不同， 改善了纱线强力不匀率。 另一方面，

α的增加， 使纤维承受较大张力，而耗用了本身的强度； 纤维倾角增大，致使纤维在轴向的

分力减小。因此，细纱伸长也有较大的影响，随着α增加， 细纱因纤维间滑动而引起的伸

长减小；而细纱受拉伸长因纤维倾角变小及纱直径变小所引起的伸长增大； 纤维受到加捻张

力，使自身伸长率减小。综合结果，α的增加，使细纱伸长率增加，超过一定值，细纱伸长

率反而下降。此外，α增加，细纱的体积重量增加，在常用α范围内，纱的直径减小，耐磨

性提高。

计算题

要求纱线截面中保持纤维根数为 45根，若分别用 1.2 旦天然丝纤维、 公制支数为 1600支的
苎麻纤维和直径为 23μm 的羊毛纤维，各可纺制多少特数的纱线？（羊毛纤维密 度为

1.32g/cm3) 
1.2 旦天然丝 Nt=0.133tex 
1600 支苎麻 Nt=0.63tex 

直径为 23um羊毛 Nt=0.548 tex 
绢纺纱 Nt=6tex   
苎麻纱 Nt=28.13tex 
毛纱 Nt=24.68tex  



吸 湿 部 分

吸湿性 是指纺织材料在大气中吸收或放出气态水的能力。 吸湿对纺织材料的重量、 形态尺

寸、物理机械性能都有影响， 因此在商业贸易、 性能测试与纺织加工中都要考虑和测定吸湿

性能。

回潮率 是纺织材料的吸湿指标。指试样所吸着的水量占试样干燥重量的百分率。

实际回潮率 是指试样在任何情况下 ,用回潮率指标表示实际所吸着的水量。在用烘箱法测
试时 ,由于烘箱所置的环境温湿度条件对烘干结果有影响 , 应把烘箱置于标准环境中 ,或用修
正方法给以温湿度影响的补偿。

公定回潮率 国家根据纺织材料吸湿能力，规定允许含水量所用的回潮率数值叫公定回潮

率。它是商业贸易、成本核算和细度指标等方面为计算标准（公定重量）而统一规定的

吸湿平衡 纺织材料放置在一定大气条件下， 空气中有水分子进入纤维， 也有水分子脱离纤

维返回空气， 单位时间内吸收的水分子与放出的水分子数量相等时称作吸湿平衡。 由于纺织

材料的性质与吸湿有关，所以在进行物理机械性能测试时，试样应趋于吸湿平衡状态。

含水率 是纺织材料的吸湿指标。指试样所吸着的水量占试样重量的百分率。

平衡回潮率 纺织材料处于某一大气条件下，纤维内部的水气分子，由于热运动有逸出纤

维表面进行放湿的倾向； 而大气中的水分子， 由于部分水汽压的作用有进入纤维内部产生吸

湿的趋势。当纺织材料的吸湿与放湿达到平衡时，这时的回潮率称为平衡回潮率。

标准回潮率 是指纺织材料放在标准温湿度条件下，一定时间后，吸湿达到平衡时测得的

平衡回潮率。

标准温湿度 是指温度 20 度，相对湿度 65％。由于纺织材料结构上的差异或形态尺寸、附

着物质的不同，同一种类材料的标准回潮率有一个变异幅度。

标准重量 又称公定重量，通常指折算到公定回潮率（或公定含水率）时的纺织材料重量。

标准状态 又称试验用标准温湿度。 由于纺织材料的吸湿性随大气的温湿度条件而变， 为了

可以进行比较规定的标准状态是指温度 20度，相对湿度 65%。此外，根据试验精度要求 ，

还相应有温湿度允许偏差量的规定，实际测定时应遵照规定。

吸湿等温线 是指在温度一定的条件下，纺织材料吸湿平衡回潮率与相对湿度的关系曲线。

不同纤维的吸湿等温线不同，但形态相似，都呈反 S形。
吸湿等湿线 是指在相对湿度一定下，纺织材料的吸湿平衡回潮率与温度的关系曲线。其

规律为温度提高，平衡回潮率降低 ，但在高的相对湿度时，温度升高可使平衡回潮率略有

增加。

吸湿滞后性 又称“吸湿保守性” 。同样的纤维材料在同一温度条件下，由放湿达到平衡回

潮率大于由吸湿达到的平衡回潮率， 这种现象叫做纤维的吸湿滞后性。 吸湿滞后性的大小与

纺织材料的吸湿能力及吸、放湿前原来回潮率的条件有关。

直接吸着水 吸湿时一部分水分子首先与纤维大分子上的亲水性基团结合，称为直接吸着

水。它与纤维大分子的结合力比较大，但用适当的干燥方法是可以使这部分水分子脱离的。

间接吸着水 已被纤维大分子亲水性基团结合吸着的水分子，还可能另外的水分子连接，

这后来的水分子称作间吸着水。 这部分水分子的结合力比直接吸着水小， 但一般的吸湿和放

湿现象大都发生在这部分水分子中。

吸湿膨胀 是指纺织纤维吸湿后，长度、截面积、体积增大的现象 。由于纤维结构的各向

异性，纺织纤维吸湿后横截面的膨胀百分率通常显著大于长度方向的膨胀百分率。 例如，粘

胶纤维润湿后截面可增大 50－60％，但长度仅增大  3.7-4.8 ％。吸湿膨胀是造成织物浸水



后尺寸不稳定、缩水和变硬变厚的原因。

吸湿放热 是指纤维在吸湿时有热量放出。 这是由于空气中的水分子被纤维大分子上的亲水

基团所吸引而与之结合， 使分子动能降低而转换为热能释放出来。 吸湿放热有利于纺织品的

防寒保暖，但在贮存堆放时要注意其发热、霉变，甚至自燃。

吸湿微分热 是指无限质量的纤维在各种回潮率时吸着 1g 水所放出的热量，单位为 J/g
（水）。各种干燥纤维的吸湿微分热大致接近，但随着回潮率增大而下降。

吸湿积分热 又称润湿热，指干重为 1g的纤维，从某一回潮率吸湿到完全润湿时放出的热
量，单位为 J/g （干纤维）。一般吸湿能力强的纤维，吸湿积分热也高。

测定吸湿性能的方法通常分为 _____和_____两大类。 1.直接法  2. 间接法
试样在标准大气下，经调湿平衡后测得的回潮率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标准大气条件下的回潮率

吸湿主要发生在纤维内部结构中的 ____________区。 无定形

吸湿等温线是指在一定大气压力和温度下，纺织材料的  __________ 和____________的关系
曲线。                               1. 平衡回潮率  2. 相对湿度

由于烘箱温度升高，箱中空气的相对湿度 ___________。 降低

纤维大分子的取向度对吸湿性影响 ____________。 很小
纺织材料在单位时间内吸收的水分与放出的水分基本相等，称为 ______________。

吸湿平衡

纤维高聚物中的亲水基团常见的有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等。
1.羟基  2. 胺基  3. 羧基  4. 酰胺基

在纤维极性基团直接吸着的水分子上，再积聚的水分子称为 ____________。 间接吸着水

在同样结晶度下，一般说来，晶粒小的吸湿性 _______。 较大

棉经丝光后，结晶度比丝光前 ___________，吸湿量比丝光前 _______________。
1.降低  2. 增加

纤维愈细，比表面积愈大，吸湿性 _____________。 愈大

达到吸湿平衡时的回潮率称为 ______________。 平衡回潮率

纺织材料进行预调湿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因 _____            所造成的误差。

吸湿滞后性

干燥的纤维放在一般大气后，其吸湿速度表现为开始 __________，以后 __________。
1.很快  2. 逐渐缓慢

温度愈高，纺织材料的平衡回潮率 _____，但在高温高湿条件下，其平衡回潮率 _________。

1.愈小  2. 略有增加
纤维充分润湿后的长度方向的膨胀 _____；在直径方向膨 胀_____。 1.很少  2. 很大
干重一克的纤维，从 _____开始吸湿到完全润湿时所放出 的热量称为 _______________。

1.某一回潮率  2. 吸湿积分热 (或润湿热 ) 
纤维的回潮率变化引起电阻的介电系数的变化 , 根据这个原理可用来制造 _____      ，这是

属于 _____测取回潮率。 1.电阻测湿仪  2. 间接
用烘箱法测试水分时，在同样条件下，箱内称重比箱外称重所称得的重量偏 _____，计算所

得的回潮率则 _____。  1. 重  2. 偏小
箱外热称时，因试样受 _____作用影响，使称得的重量偏  _____ 。 1.热空气浮力  2. 轻
红外线辐射干燥法，是利用 _____照射试样，这种方法在热量传递上以 _____为主。

1.红外线灯泡发出的红外线  2. 辐射



吸湿性强的纤维比吸湿性弱的纤维达到吸湿平衡所需的时间（ ）。

①长 ②短 ③没有差别

在用烘箱测定回潮率时，如果把烘箱置于标准状态下，则测得的回潮率是（ ）。

①实际回潮率 ②标准回潮率 ③公定回潮率

当两种纤维混纺时，混纺比的表示，我国采用（ ）。

①以干燥重量的百分比 ②以标准状态下调湿重量的百分数表示 ③以标准重量的百分数

表示

亲水基团对水分子的亲和力主要依靠（ ）。

①共价键 ②氢键 ③分子间力

棉型粘胶纤维较毛型粘胶的吸湿能力（ ）。

①大 ②小 ③相同

吸湿对纤维密度的影响，开始时随着回潮率的增大而密度（ ）。

①增大 ②减小 ③接近不变

棉、麻等天然纤维素纤维随着回潮率的上升 , 其强度（ ）。

①增大 ②减小 ③接近不变

各种干燥纤维的吸湿微分热（ ）。

①大致相等 ②与纤维吸湿能力有关 ③与纤维吸湿能力无关

烘箱中的温度若超过 100 度后，箱内的相对湿度（ ）。

①迅速增加 ②急剧降低 ③几乎不变

吸湿性小的纺织材料， (     ) 。

①加工性能和服用性能较好 ②电绝缘性能好 ③强伸性较好

利用微波测量纺织材料回潮率的方法，是属于 (  ) 。

①直接法 ②间接法 ③既是直接法也可能是间接法

纺织材料经历很长时间后可达到吸湿平衡，这是一种 ( ) 。
①暂时平衡 ②动态平衡 ③持久平衡

若把纺织材料置于标准状态， 则由吸湿条件达到的平衡回潮率与放湿条件达到平衡回潮率相

比较，应是 (  ) 。

①相等 ②吸湿达到平衡加潮率大于放湿达到的平衡回潮率 ③放湿达到的平衡回潮率大于

吸湿达到的平衡回潮率

将纺织材料先在约 50℃温度下烘燥，然后再在标准状态下，由吸湿达到平衡率的过程称
(  ) 。

①吸湿平衡 ②调湿处理 ③预调湿

在棉纱特数的计算式中， G是表示 (   ) 。

①标准状态时的实际重量 ②标准重量 (公定重量 ) ③吸湿平衡时的重量
高频加热干燥，是利用高频电磁波，加热是在 (   ) 进行 。

①物质内部 ②物质的表面 ③空气

用电容式测湿仪测取试样回潮率时，对试样 (   ) 。

①可不接触 ②必须压紧 ③必须接触

由于纺织材料具有吸湿滞后现象，所以试验前应对试样进行调湿。 非

纺织材料在折算到标准回潮率时的重量叫标准（公定）重量。 非

大分子的聚合度对纤维吸湿能力有时有一定的影响。 是



同一种纤维的吸湿等温线与放湿等温线相重合。 非

吸湿性大的纤维因吸湿滞后造成的差值也比较大。 是

纺织材料吸湿性，是指在空气中吸收或放出气态水的能力。 是

纤维高聚物中的极性基团，常见的有羟基、胺基、酰胺基、羧基等，这些都是亲水基团。是

直接吸着水因为与纤维大分子的结合力比较大，所以产生的吸湿热就小了。 非

已经和大分子吸着的水分子， 由于它本身也是极性的， 所以有可能再吸着其它水分子。 是

纤维曝露在大气中，表面会吸附一定量的水气，但这种作用不产生热效应。 非

成熟差的原棉比成熟好的原棉吸湿性大。 是

油脂含量高的羊毛吸湿能力减小。 是

纤维吸湿或放湿与时间的关系近似成直线相关。 非

从图形看出各种纤维的吸湿等温线都呈 S形。 非

不同纤维的吸湿等温线，曲线的高低不同，说明它们的吸湿机理是不一致的。 非

在做棉纤维的物理试验时， 如果其实际回潮率低于标准回潮率， 就不需考虑进行预调湿。 非

纤维因吸湿滞后造成的差值，其大小还与纤维吸湿或放湿前的原有回潮率有关。 是

在相对湿度一定时，纤维的实际平衡回潮率就一定。 非

纤维吸湿后，长度和横断面发生的膨胀，表现了明显的各向异性。 是

绝大多数种类的纤维，随着回潮率的增加，其强度是下降的。 是

各种纤维的吸湿积分热不同，说明它们的吸湿能力不同。 是

烘箱温度即使超过 100℃，箱内的相对湿度不可能达到零。 是

高频加热干燥法，是依靠温度梯度克服气层热阴和材料本身热阻而逐渐烘干。 非

烘箱温度升高， 可使试样内水分子动能增大箱内相对湿度降低， 就是有利烘燥温度应越高越

好。 非

影响纺织纤维吸湿的自身因素有哪些？

自身因素主要是指纤维的结构因素，归纳起来有： （1） 纤维大分子亲水基团的数量和

强弱，如含有羟基、胺基、酰胺基等极性基团的纤维，由于这些基团都是亲水性的，所以若

含有这种基团的数量多，吸湿性好； （2）纤维的 结晶度，因为纤维的吸湿作用主要发生在

无定形区域，所以纤维的结晶度低，吸湿性就好，而且，在同样结晶度下，晶粒小的吸湿性

较好；（3）纤维内孔隙的大小和多少，纤维内的孔隙，既是水分子进入的通道，也是水分子
容纳的区域，因此纤维结构致密的吸湿性就减小； （4）纤维比面积。物体表面可以吸附水
气，细的纤维比表面积大，回潮率可偏大； （5）纤维所附伴生物的性质和含量，如天然纤维
的脂蜡、胶质等含量，化学纤维的油剂含量，对纤维吸湿能力的大小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影响纤维吸湿的外界因素主要有哪些？

影响纤维吸湿的外界因素很多，主要有： (1) 与时间有关，因为纤维的吸湿或放湿可看
作是一种高浓度向低浓度扩散的现象， 在浓度大时， 吸湿或放湿过程进行剧烈， 反之则缓慢，

其回潮率与时间的关系呈近指数曲线； (2) 与 空气的温度条件有关， 在温度一定下， 当相对

湿度增大时开始迅速增大， 接着几乎成一平缓直线， 然后在高湿时以更快速度上升， 这种平

衡回潮率与相对湿度的关系呈后 S形曲线，即所谓吸湿等温线； (3) 由于滞后现象存在，以

致与吸湿或放湿的历史情况 (或原有回潮率 )有关，其规律是同一种纤维， 在同样的空气条件

下，放湿时达到的平衡回潮率要大于吸湿时的平衡回潮率。 由于这三项因素， 所以进行纺织

材料试验时，应首先进行预调湿，在标准温度下进行调湿平衡后再进行试验。此外， 还有

大气压力、卷装的紧密度、风速等对纺织材料的吸湿也有影响。



纤维吸湿膨胀的特征如何 ?与纤维分子结构有何关系 ? 
纤维吸湿后体积明显膨胀，且具有各向异性，纤维在充分湿润后，截面的增长率，毛、

麻、丝为 30％左右，棉约 50％，粘胶纤维可达 50～67％，但其长度方向增长有限，通常仅
百分之几。纤维吸湿膨胀这一特点是纤维内部分子排列聚集的结果， 由于大分子沿轴向排列，

水分子进入无定形区的大分子之间的间隙中， 拆开了一些联结点， 因而分子间距离增加， 使

横向有较大的膨胀； 而在长度方向， 由于大分子沿轴向存在不同的取向度和柔曲性， 所以只

具有少量增长。

纤维吸湿等温线的特征如何 ?试用吸湿机理说明之。
在固定的大气压力一温度条件下， 纤维平衡回潮率与相对湿度的关系曲线称为吸湿等温

线，各种纤维吸湿等温线的形状差不多，都是呈反 S形，说明在低湿时，随相对湿度增加，
平衡回潮率迅速增大， 接着几乎成一平的直线， 然后在高湿时更快地上升。 解释这种关系的

理论有多种叠加理论认为： 直接吸着水在开始时随相对湿度的增加而很快增加， 迅速地布满

无定形区亲水基团吸着点， 但这种吸着以后即趋于稳定， 而间接吸着水是叠加在直接吸着水

之上的， 随相对湿度进一步增高， 间接吸着水于是很快增大， 这两种吸着水叠加后就形成反

S形的吸湿等温线。

计算题

一只粘胶丝饼的重量为 1.180kg, 烘干后称得干重为 1.062kg, 求粘胶丝饼的回潮率及其标准
重量 ?（粘胶丝的公定回潮率为 13％）
回潮率   W=11.1 （％）

标准重量 Gk=1.062×（ 1＋13％） =1.200kg 

一批原棉重 98000Kg,测得回潮率为 9.2％，求这批原棉的标准重量为多少？ （原棉公定回潮

率为 11.1％）
标准重量 GK=99705Kg 

有一批混纺原料， 称得重量为 2500Kg，原料的混纺比为羊毛 40/涤纶 40/粘胶 20，实测回潮
率为 10％ . 求该批原料的标准重量为多少？（羊毛公定回潮率为 15％，粘胶公定回潮率为
13％，涤纶公定回潮率为 0.4％）
先求混纺原料的公定回潮率：    Wk=8.76 ％

于是标准重量                  Gk=2471.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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