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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丝绸处理对涤纶织物悬垂性的影响

陈 彩 云
( 广东理工学院 艺术系，广东 肇庆 526100)

摘要: 对纯涤纶织物的仿丝绸处理，已是一种常见的工业处理方式，此方法可以使得涤纶织物在悬垂

性和手感上更加接近于天然丝绸的质感。为了深入探究仿丝绸处理对织物悬垂性能的提升效果，选

取了五种涤纶织物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处理，采用 YG811 型织物悬垂仪来测试织物的悬垂系数，并

利用 FAST 织物风格仪测试其主要力学性能指标。试验结果表明: 仿丝绸处理条件和织物的结构参

数对处理后织物的悬垂性有重大影响; 同一织物经仿丝绸处理后，其悬垂系数与减量率呈负相关关

系，与剪切刚度、弯曲刚度有明显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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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ilk-like finishing on polyester fabric drapability
CHEN Caiyun

( Art Department，Guangdong Polytechnic College，Zhaoqing 526100，China)

Abstract: Silk-like finishing of pure polyester fabric has been a common industrial treatment method． This method
can make polyester fabric closer to the texture of natural silk in terms of drapability and hand feeling． To study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silk-like finishing on fabric drapability，five types of polyester fabrics were treated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YG811 fabric drapability tester was used to test the drape coefficient，and the main mechanical
performance index was tested by the FAST fabric style tester． It is verified that the silk-like finishing conditions of
and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fabric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drapability of treated fabric． For the same fabric
with different silk-like finishing，its drape coefficient show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weight loss ratio and has a
linear relation with shear stiffness and bending rig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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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纶织物与其他类型的人造面料相比，更容易

打理、使用寿命更长且价格低廉，但其服用性能上的

缺陷也非常明显。因此，需要通过仿丝绸化处理，即

采用一定浓度的氢氧化钠对其进行碱减量处理，以

使其能在悬垂性和手感上更加接近天然的丝绸面

料，这也是目前加工生产中比较常见的产业化整理

方式［1］。显微图像证实碱减量处理后纤维的截面形

状没有发生显著性改变［2-4］，但该处理方法却会对纤

维直 径［5-6］，织 物 的 抗 皱 性［7-8］、疏 水 性［9］、断 裂 强

力［10-11］和模量［6，12］产生重大的影响。

悬垂性是一个影响织物服用性能的重要指标，

其涉及了人体上的织物在重力作用下悬垂、变形及飘

扬的行为特性［13］。郭永平等［14］对织物悬垂性理论研究

和测试方法做出了详细的总结和分析。王春燕［15］，李

融雪［16］，李钢等［17］，沈华等［18］利用 KES 织物风格测试

仪和织物悬垂仪等设备，测量了织物拉伸、弯曲、剪切、
摩擦等力学性能参数，并给出了其与悬垂系数的相关函

数。但评价织物悬垂性的手段比较单一，只能采用回归

分析的方法给出某些力学性能与悬垂性间的关系。
虽然前人对于不同材料、厚度、组织结构下织物

的悬垂性研究较多，但对于仿丝绸处理后织物的悬

垂性变化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了涤纶平纹

织物经过不同的仿丝绸处理过程后，其减量率、悬垂系

数和力学指标的变化情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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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 验
1． 1 试样准备

涤纶平纹织物( 市售) 。
1． 2 试验仪器

XGQ-2000 电热鼓风干燥箱 ( 苏珀科技有限公

司) ，FA1004 电 子 分 析 天 平 ( 上 虞 科 锐 仪 器 厂) ，

YG811 型织物悬垂仪( 西安研硕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

FAST 织物风格仪( 上海罗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涤纶平纹织物选用相同线密度的经纬纱织造，

其纬向密度恒定。未经仿丝绸处理的织物试样参数

如表 1 所示。
表 1 织物试样的基本参数

Tab． 1 Basic parameters of fabric samples

试样编号
纱线线密度 /

tex
经纬密度 /

( 根·10 cm －1 )
平方米质量 /

( g·m －2 )
1 11． 3 565 × 300 102． 827
2 13． 6 565 × 300 122． 160
3 16． 7 565 × 300 148． 455
4 16． 7 620 × 300 156． 783
5 16． 7 660 × 300 162． 472
将上述五种规格的试样，按照产业上的生产条

件在实验室中进行碱减量处理，其中氢氧化钠质量

浓度分别为 4、6、8、10 g /L 和 12 g /L，处理时间分别

为 10、20、30、40 min 和 50 min，处理温度分别为 90、
95、100、105 ℃和 110 ℃。

试验中，每种类型的织物分别在不同的氢氧化

钠质量浓度、温度和时间下进行仿丝绸处理，然后将

试样置于 105 ℃的烘箱中烘燥，比较处理前后试样的

干重变化情况。对于仿丝绸处理后的每块织物，在
YG811 型织物悬垂仪上来测试织物的悬垂系数，并

利用 FAST 织物风格仪测试其主要力学性能指标，以

综合评判经处理后织物的悬垂性。

2 结果与分析
本文选取了五种不同规格的织物试样，分别在

不同的碱质量浓度、时间和温度下进行仿丝绸处理，

通过检测处理后每块织物的减量率、悬垂系数及力

学性能变化，来研究织物经仿丝绸处理后其悬垂性

能的改善情况。
2． 1 减量率

各织物试样在经仿丝绸处理前后，均置于烘箱

中烘燥至恒重。根据仿丝绸处理前后织物质量的变

化情况，则其减量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减量率 /% =
( W1 －W2 )

W1
× 100 ( 1)

式中: W1 为未经处理的织物质量，g; W2 为经过仿丝

绸处理后织物的质量，g。
对于涤纶织物减量率与氢氧化钠质量浓度、处

理时间及处理温度的关系，前人已经在大量试验的

基础上给出了明确的变化规律［2，4，11，19］。本文不再

过多赘述，仅以 1 号试样仿丝绸处理后的减量率数

据为例( 图 1、图 2) ，说明在本文的试验条件下，三个

参数对织物减量率的影响情况。
图 1 为试样在不同的氢氧化钠质量浓度和处理

温度下，经过 10 min 后的减量率变化情况。由图 1
可以看出，涤纶织物的减量率随处理温度的增加而

增大，随氢氧化钠质量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同样的

试样在 95 ℃、4 g /L 的氢氧化钠中，处理时间对减量

率的影响情况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以看出，随着仿

丝绸处理时间的增加，涤纶织物的减量率逐渐增大。

图 1 氢氧化钠质量浓度和处理温度对织物减量率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sodium hydroxide concentration and
processing temperature on the weight loss ratio of fabric

图 2 处理时间对织物减量率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processing time on the weight loss ratio of fabric

但对于不同织物试样，在同样的处理条件下，其减

量率也会有所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分别将试验中

选取的五种类型织物在 8 g /L 的氢氧化钠质量浓度和

110 ℃的条件下处理 10 min，其试验结果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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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织物试样的减量率变化

Fig． 3 Changes in weight loss ratio of different fabrics

图 3( a) 为织物试样 1、2、3 在同样仿丝绸处理条

件下的减量率变化情况，可知织物的纱线线密度越

大，其减量率越低。同样，对织物试样 3、4、5 处理后

减量率的变化情况如图 3 ( b) 所示，可知织物试样的

纬向密度保持不变，随着经向密度的增大，织物更加

的紧密，因此在相同的仿丝绸处理条件下，其减量率

也逐渐减小。

2． 2 悬垂系数
对于织物的悬垂性研究，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

的主客观评价方法。其中，悬垂系数是应用最为广
泛的一个评价指标。本试验中，给出了相同织物经
过不同仿丝绸处理后悬垂系数的变化，以及不同类
型织物在同样处理条件下悬垂系数的变化数据，来
说明织物的减量率与其悬垂系数间的关系。

图 4 分别展示了织物试样 1 在不同的氢氧化钠

图 4 仿丝绸处理条件对悬垂系数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silk-like finishing conditions on drape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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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浓度、处理温度和处理时间下，悬垂系数的波动

情况。图 4 ( a) 为织物试样在 110 ℃ 下处理 10 min
后，织物悬垂系数的变化情况。由图 4( a) 看出，氢氧

化钠质量浓度越高，仿丝绸处理后织物的悬垂系数

越低，悬垂性越好。图 4 ( b) 为织物在 8 g /L 的氢氧

化钠中处理 10 min 后的悬垂系数情况，随着处理温

度的升高，处理后织物的悬垂系数逐渐降低，悬垂性

提高。图 4( c) 为 95 ℃下在 4 g /L 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处理后织物的悬垂系数变化，其数值随着处理时间

的增长而减小，处理后织物的悬垂性也更好。
图 4 给出了相同织物在不同仿丝绸处理条件下

的悬垂系数变化规律，但从图 3 可知，不同类型织物

在同样的处理条件下，其减量率是不同的，故处理后

织物的悬垂性也一定存在差异。采用与图 3 相同的

仿丝绸处理条件，测量各组织物试样经处理后的悬

垂系数如图 5 所示。
从图 3 可知，五个织物试样经仿丝绸处理后的

减量 率 依 次 减 小，分 别 为 19． 2%、15． 7%、13%、
11. 6%和 10． 9%。而图 5 的检测结果显示，从试样 1
到试样 5，悬垂系数的数值也逐渐增大，这说明在同

样的仿丝绸处理条件下，试样 5 处理后的悬垂性最

差。结合图 3 和图 5 的试验数据可以说明，对于同种

原料、同种组织结构的织物，仿丝绸处理后织物的减

图 5 五种织物试样处理后的悬垂系数
Fig． 5 Drape coefficient of five treated fabrics

量率与其悬垂系数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若织物的纱

线线密度越大，经向密度越大，则经仿丝绸处理后其

悬垂性就越差。
2． 3 力学性能

王春燕［15］、李融雪［16］、傅海洪等［20］，分别给出

了各自测量织物的力学性能指标与静态悬垂系数之

间的线性回归关系，而李钢等［17］指出，力学性能指标

中弯曲性能和剪切性能对静态悬垂性的影响较强。
故本试验中主要测试这两个指标来讨论仿丝绸处理

后织物的力学性能。将五种织物在 8 g /L 的氢氧化

钠质量浓度和 110 ℃的条件下处理 10 min，结果如图

6 所示。

图 6 仿丝绸处理后织物的力学性能

Fig． 6 Mechanical property of fabric after silk-like finishing

从图 6 可以看出，对于材料及组织结构相同的

织物而言，其剪切刚度和弯曲刚度越大，相应的悬垂

系数也越大，织物的悬垂性越差，这也与前人的研究

结论相符。同样地，在图 6 中也分别给出了剪切刚

度、弯曲刚度与悬垂系数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

3 结 论
本文探讨了涤纶平纹织物经仿丝绸处理后，其

悬垂性的改善效果。试验中分别选取了不同纱线线

密度和经向密度的织物，在不同的氢氧化钠质量浓

度、温度和时间下进行仿丝绸处理。通过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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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织物的减量率、悬垂系数和力学性能，可得出以下

结论:

1) 织物的结构参数对仿丝绸处理后的悬垂性有

较为明显的影响。若纱线线密度和经向密度越大，

经仿丝绸处理后其减量率越低，悬垂系数越大，剪切

刚度和弯曲刚度也越大，即悬垂性越差。
2) 在合理范围内，随着氢氧化钠质量浓度增大，

处理温度升高，处理时间变长，织物的减量率会逐渐

增大，悬垂系数减小，剪切刚度及弯曲刚度变小，仿

丝绸处理后织物的悬垂性较好。
3) 对于同种材料和组织结构的织物而言，经过仿

丝绸处理后，其减量率和悬垂系数具有明显的负相关

关系，悬垂系数与力学性能存在明确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着重研究了仿丝绸处理后织物的悬垂性

能，但仅给出了织物静态悬垂系数和部分力学性能

的指标。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会进一步考虑处理后

织物的动态悬垂性质，并引入更多的力学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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