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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与棉针织物湿舒适性能对比

谢艳萍１， 张玉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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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１４．６、２６．０ ｔｅｘ 羊毛纱线和 １４．６、２８．１ ｔｅｘ 棉纱线为试验原料，制备出 ４ 组纬平针织物。 介绍了羊毛织物和棉织物的

制备方法及工艺参数，并对 ４ 种针织物的透气性、吸湿性、压缩回弹性、抗弯刚度等性能进行了测试，分析了纱线规格

对针织物湿舒性能的影响。 试验结果为：在不同相对湿度条件下，羊毛针织物的透气率均大于棉针织物；在高相对湿

度状态下，高支羊毛针织物的湿舒适性能最优良，羊毛针织物的蓬松性更好，且不易粘连人体，适宜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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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纤维性能优良，是秋冬季中厚型服装的首选

材料。 高支羊毛织物具有吸湿透湿性强、水分蒸发速

率快且清爽不粘体等特性，适用于轻薄型服装面料的

开发。 本文以 ４ 种不同类型的羊毛和棉纤维针织物为

试验对象，对羊毛和棉纤维针织物的制备工艺及湿舒

适性能进行了深入研究，为轻薄型羊毛针织物的开发

提供参考［１－１０］。

１　 试验
１．１　 原料

原料的基本参数见表 １。
表 １　 羊毛和棉针织物基本参数

试样 横密
／ ［根·（５０ ｍｍ） －１］

纵密
／ ［根·（５０ ｍｍ） －１］

面密度
／ （ｇ·ｍ－２）

厚度
／ ｍｍ

１＃ ６２ ７５ １６２．０７ ０．７８８

２＃ ６２ ７６ １５７．８２ ０．７６２

３＃ ６３ ７５ ９１．２２ ０．５１１

４＃ ６２ ７６ ８８．７１ ０．５０６

试验材料选用的细棉纱线和粗棉纱线规格分别为

１４．６ ｔｅｘ（４０Ｓ）和 ２８．１ ｔｅｘ（２３Ｓ），羊毛纱线规格分别为

１４．６ ｔｅｘ（６９ Ｎｍ）和 ２６．０ ｔｅｘ（３８ Ｎｍ）。 分别使用 ４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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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纺织材料方面的研究。

规格棉纱线与羊毛纱线制备 ４ 组纬平针试样。 １＃试样

为 ２８．１ ｔｅｘ 棉纱，２＃试样为 ２６．０ ｔｅｘ 羊毛纱，３＃试样为

１４．６ ｔｅｘ 棉纱，４＃试样为 １４．６ ｔｅｘ 羊毛纱。
１．２　 针织物的制备

针织物制备工艺流程为：在 ＨＭ－ＤＦ４ 型高速单面

针织大圆机（石狮市振富针纺机械有限公司）系统中

设置针织参数与织物规格，确定纬平针组织纹样等；待
系统导出针织样板，再连接高速单面大圆机开始制备，
圆筒直径 ３０．４８ ｃｍ（１２ 英寸），成圈路数为 ４ 路 ／ ２５．４ ｍｍ，
转速为 １６～ ３０ ｒ ／ ｍｉｎ，织机输出转速根据纱线规格灵

活调节。 采用单面针织大圆机织造的 ４ 组纬平针织试

样，其织物明亮光洁、平整，纵横向均有较好的拉伸性，
各项性能基本能达到服装面料的应用标准要求。

２　 针织物舒适性能的测试与分析
２．１　 透气性

针织物的透气性可以通过透气率来表征，夏季针

织服装应具有优良的透气性。 本试验选择在相对湿度

６５％、相对湿度 ８５％及浸润湿度 １００％的条件下测试织

物的透气率。
首先对 ４ 组试样进行一定时间的调湿处理，待透

湿仪器的小气候箱完成后，取出试样在温度 （ ２０ ±
１）℃，相对湿度（６０±１）％的条件下进行测试。 测试仪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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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为 ＹＧ４６１Ｇ 型全自动织物透气量仪（泉州市美邦仪

器有限公司）。 测试标准为 ＧＢ ／ Ｔ ５４５３—１９９７《纺织品

织物透气性的测定》。 测试条件为：试样尺寸 １００ ｍｍ
×１００ ｍｍ，测量压力参数 １００ ｋＰａ，喷嘴参数 ４ ｍｍ，每
组试样测试 １０ 次，取平均值。 针织物透气率测试结果

见图 １。
�����

�����

�����

�����

�����

�����

���

������������������������������������
���	��

����

����

����

�����

�
���
	 -
� N
��
� T
��



图 １　 织物透气率

由图 １ 可知，随着相对湿度的增大，４ 组试样的透

气率都呈下降趋势。 在 ３ 种相对湿度条件下，２＃和 ４＃

羊毛针织试样的透气率都高于对比组 １＃和 ３＃棉针织

试样，其中 ４＃试样透气性表现优异。 在 １００％浸润湿

度下，２＃、４＃试样的透气率分别下降 ２１．２％和 ６．７％，而
１＃、３＃试样透气率则分别下降 ８６．５％和 ４３．３％。 由此表

明，在针织工艺、环境相对湿度相同的条件下，纱线材

质决定其透气率大小，羊毛试样在不同相对湿度下的

透气率波动较小，仍保持优良的透气性。
２．２　 透湿性

透湿性通常是用来评价热、湿气透过织物表面的

能力。 透湿性测试仪器为 ＹＧ６０１－Ⅱ型电脑式织物透

湿仪（宁波纺织仪器厂），测试标准为 ＧＢ ／ Ｔ１２７０４．１—
２００９《纺织品织物透湿性试验方法 第 １ 部分：吸湿

性》。 测试条件：裁取直径为 ８０ ｍｍ 的圆形试样，采用

蒸发法测试，将试样放置在常温水中浸润 ２０ ｍｉｎ，待试

样含水量达到 ９５％时进行测试。 先在口径 ６０ ｍｍ、杯
深 ２５ ｍｍ 的透湿杯内注入 ４０ ｍＬ 蒸馏水，然后将试样

放置在杯口并用密封圈固定。 设定织物透湿仪参数

为：气流风速 ０．３ ｍ ／ ｓ，温度 ３５℃，相对湿度 ７５％。 再

将试验透湿杯放入测试箱内放湿 １ ｈ，间隔一定时间称

重一次，直至达到恒重。
采用以上测试方法，每组试样逐一测试在相对湿

度 ７５％、８５％、９５％条件下织物的透湿性，每组试样各

测试 ５ 块，结果取平均值。 织物透湿率测试结果见图

２。 可知，随着相对湿度逐渐增大，４ 组针织试样的透

湿率均呈现先上升后逐渐下降的趋势。 当相对湿度从

７５％增大至 ８５％时，测试箱中通过针织试样的水蒸气

增多，透湿率也随之变大。 而当相对湿度达到 ９５％
时，环境中充满了水蒸气，试样在充分吸湿后织物表面

通过水分的能力降低，透湿率随之减小。 在相对湿度

７５％、８５％、９５％的条件下，２＃、４＃羊毛试样的透湿率均

大于比较组 １＃、３＃棉针织物。 由此表明，人体在夏季湿

热环境中穿着轻薄羊毛针织服装比棉针织服装更舒

适，汗液也更容易被排出体外，所以羊毛针织服装透湿

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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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织物透湿率

２．３　 压缩回弹性

首先在透湿仪的小气候箱内对 ４ 组试样进行一定

时间的调湿处理，取出试样在恒温室中进行测试。 试

验从相对湿度 ６５％开始，每次提高相对湿度 ５％至浸

润湿度 １００％，对针织试样进行测试。 选用 ＫＥＳ－ＦＢ３
型自动压缩性能测试仪（宁波纺织仪器厂），测试标准

为 ＦＺ ／ Ｔ ７０００６—２００４《针织物拉伸弹性回复率试验方

法》。 测试条件：裁取直径为 ２００ ｍｍ 的圆形试样，在
５ 个测试点进行标记后，将试样放入载物台，根据试样

厚度调整探头与载物台的间隔距离，设置仪器测试面

积 ２０ ｍｍ２，每组试样测试完成后记录数值并更换测试

点后重复试验，测试完成后仪器自动计算结果，并记录

平均值。 织物压缩功回复率测试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织物压缩功回复率　 　 　 　 　 　 　 ％

试样
相对湿度

６５％ ７０％ ７５％ ８０％ ８５％ ９０％ ９５％ １００％

１＃ ３４．４５ ３３．９５ ３３．９５ ３１．７２ ３２．７４ ３０．８２ ３２．３５ １３．６２

２＃ ４８．３１ ４８．２２ ４８．１２ ４５．４３ ４４．７２ ４１．６３ ４２．１１ ３５．５９

３＃ ３８．５８ ３７．６６ ３７．１２ ３６．７８ ３７．５３ ３３．９６ ３４．５２ １５．５６

４＃ ５１．３６ ５１．１０ ５１．０８ ５１．８５ ４８．３２ ４５．７５ ４３．８８ ３８．１５

由表 ２ 可知，随着相对湿度逐渐增大，试样的压缩

回弹率均逐渐减小，且 １＃和 ３＃棉针织物比 ２＃和 ４＃羊毛

针织物的压缩回弹率都要小。 当浸润湿度增加到

１００％时，棉织物压缩回弹率变化幅度比羊毛针织试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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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说明羊毛针织试样压缩回弹率保持较好。 由此表

明，羊毛针织物比棉针织物的压缩回弹性能好，在高湿

条件下，人体穿着羊毛针织物蓬松舒适性更好。
２．４　 抗弯刚度

首先在透湿仪的小气候箱内对 ４ 组试样进行一定

时间的调湿处理，再取出试样在恒温室中进行测试。
试验从相对湿度 ６５％开始，每次提高相对湿度 ５％至

浸润湿度 １００％。 选用 ＤＲＫ００３８ 型织物弯曲性能测试

仪（山东德瑞克仪器有限公司），测试标准为 ＧＢ ／ Ｔ
１８３１８．４—２００９《纺织品 弯曲性能的测定 第 ４ 部分 悬

臂法》。 测试条件：每组织物裁取尺寸为 ２００ ｍｍ ×
１００ ｍｍ的试样各 ５ 块。 采用悬臂法测试，按照顺序将

试样放置在测试仪的测量台上，开动测试仪缓慢向前

推移，使试样受力下弯至隔断测试仪光路，正反左右调

整试样后再测试 ３ 次，每组织物测试 ５ 块试样，结果取

其平均值。 织物抗弯刚度测试结果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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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织物抗弯刚度

由图 ３ 可知，随着相对湿度逐渐增大，试样的抗弯

刚度均呈下降趋势。 在不同相对湿度状态下，２＃和 ４＃

羊毛针织物的抗弯刚度均大于 １＃和 ３＃棉针织物的抗

弯刚度。 由表 １ 可知，羊毛针织试样的面密度小于棉

针织试样，进一步表明羊毛针织物的抗弯刚度比棉针

织物大。 在试验中发现，浸润湿度 １００％时，棉针织试

样出现了粘连测量平台的现象，这也说明棉针织物在

相对湿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粘连性增强，人体穿着舒适

感降低。 而羊毛针织物吸湿后的表现要比棉针织物

好，更适合人体在高相对湿度的条件下穿着。

３　 结　 语
（１）在不同相对湿度条件下，羊毛针织物的透气

率明显优于棉针织物，且透气率波动较小，仍保持优良

的透气性。
（２）随着相对湿度逐渐增大，羊毛针织物和棉针

织物的透湿率均呈现先上升后逐渐下降的变化规律，
羊毛针织物的透湿率均大于比较组的棉针织物，其中

高支羊毛针织物的透湿性最好。
（３）羊毛针织物比棉针织物的压缩回弹性能好，

在高湿条件下，人体穿着羊毛针织物蓬松舒适性更好。
（４）棉针织物在相对湿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粘连性

增强，人体穿着舒适感降低。 而羊毛针织物吸湿后的

表现比棉针织物好，更适合人体在高湿度条件下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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