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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别用化学溶解法和显微镜投影法对10块不同的黏胶/亚麻纤维混纺织物进行定量测试,并与原标对比。

结果表明,2种方法均可应用,但投影法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对此不稳定性产生的原因作了分析,以期对今后的黏纤/亚

麻混纺织物定量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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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检测机构常用的纤维定量方法是化学溶解法

和显微镜投影法。化学溶解法相对比较成熟,结果更

加可靠,但是要使用大量的化学试剂和水,不但会造成

一定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还会影响实验员的身体健

康,用仪器定量纤维组成必定是将来的大势所趋。显

微镜定量法操作简单、效率高、环保无污染,因限于检

测技术的发展,目前主要用在动物纤维的定量测试和

棉麻的定量分析。参照FZ/T30003-2009麻棉混纺

产品定量分析方法,用显微投影法对10块不同的黏

胶/亚麻纤维混纺面料进行定量测试,然后与化学溶解

法的定量结果以及原标进行对比分析。

黏胶纤维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由天然纤维素经

碱化而成碱纤维素,再与二硫化碳作用生成纤维素黄

原酸酯,溶解于稀碱液内得到的黏稠溶液经湿法纺丝

和一系列处理工序后制成,是黏纤的全称。黏纤手感

柔软、吸湿透气良好、易上色、湿强低。亚麻纤维属于

天然纤维,吸湿散热、保健抑菌、防污抗静电、防紫外

线、手感粗糙、对皮肤有刺痒感。而亚麻/黏纤混纺面

料改善了彼此的缺陷,使其在服装领域应用更加广泛。

1 试验材料与仪器

材料:10块面料通过显微镜观察可知经纬向纱线

至少一个方向为黏胶/亚麻纤维混纺纱,具体面料参数

见表1。

仪器:CU6纺织纤维细度仪(北京和众视野科技有

限公司);显微镜(北京和众视野科技有限公司);快速

八篮烘箱(南通宏大实验仪器有限公司);数显恒温水

浴锅(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电子天平(梅特勒-托

利多);哈氏切片器;载玻片、盖玻片、抽滤装置。

试剂:无水氯化锌、无水甲酸、液体石蜡、蒸馏水、

氨水。

2 试验方法

2.1 化学溶解法

分别对10块面料进行取样,样品要拆成纱线(注
意不要散落),以利于黏胶纤维的溶解,样品重量不少

于1g。放入烘箱烘干称重,记录初始重量。

根据标准GB/T2910.22-2009配置甲酸氯化锌溶

液,将称好的试样分别放入不同的三角烧瓶中,倒入甲

酸氯化锌溶液,盖紧瓶盖。摇动三角烧瓶以浸湿试样,

在70℃的恒温水浴锅中放置20min,期间振荡2次,以
便溶解得更加充分。20min后取出剩余物看纱线是否

还有黏稠液体存在,如果存在表明黏胶纤维还未完全溶

解,还需继续放入水浴锅中溶解,直至纱线上无黏稠液

体。一般30~40min左右可以溶解干净(注意时间的控

制,不要溶解过度造成麻纤维的损伤)。

溶解干净后用稀氨水进行中和,用抽滤装置进行

清 洗 至 中 性,烘 干、冷 却、称 重。根 据 标 准 GB/

T2910.1-2009计算结果,其中亚麻d 值为1.07,亚
麻公定回潮率为12%,黏胶纤维公定回潮率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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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试样基本参数

试样编号 面料提供厂家 面料特征描述 纤维成分原标/%

1 广州云木纺织品有限公司 黑白条纹针织面料 60亚麻40黏纤

2 广州言诚布行 洗皱印花面料 85黏纤15亚麻

3 深圳市龙岗区美丝源纺织厂 橙色平纹面料 63亚麻37黏纤

4 圣迪奥 印花面料 80黏纤20亚麻

5 广州湧泉布行 竹节洗皱面料 65黏纤35亚麻

6 誉美纺织 肌理纹绉布 55亚麻45黏纤

7 横益纺织 米白色斜纹面料 70黏纤30亚麻

8 宜兴市天马纺织有限公司 春夏薄款染色面料 85黏纤15亚麻

9 绍兴市柯桥区讯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黄色春夏混纺布料 65亚麻35黏纤

10 广州宏森纺织 白色厚款粗纺面料 70黏纤30亚麻

2.2 显微投影法

参照标准《FZ/T30003-2009麻棉混纺产品定量

分析方法 显微投影法》使用CU6纺织纤维细度仪分辨

和计数一定数量的纤维,根据其测量的纤维直径直接

计算出各种纤维的重量百分比含量。
黏胶纤维与亚麻纤维的纵向形态图见图1。

粘纤
亚麻

图1 黏纤与亚麻的纵向形态图

面料取样分为2种情况:(1)如果面料经纬纱相

同,则取相同宽度的经纱和纬纱合并成一束,用哈氏切

片器切取0.2~0.4mm 左右的纤维束,移至表面皿

中,加入一定量的液体石蜡,充分混合,然后用吸管吸

取少量的悬浮液放在载玻片上,使其均匀展开,盖上盖

玻片固定样品(注意不要将纤维流到盖玻片外,以免流

失纤维),用CU6纤维细度仪进行混纺纱含量的测试。
(2)如果面料经纬纱纤维含量不同时,取样称干重计算

经纬向重量比,然后对混纺纱分别制备样片测试含量,
再折算出总的黏纤亚麻混纺比。

3 试验结果

通过2.1、2.2的2种试验方法最终得出10块面

料的混纺含量比(见表2)。

表2 面料混纺比

试样
编号

溶解法/% 投影法/%

1 亚麻60.6黏纤39.4 亚麻64.8黏纤35.2
2 黏纤84.0亚麻16.0 黏纤84.8亚麻15.2
3 亚麻64.2黏纤35.8 亚麻59.0黏纤41.0
4 黏纤80.7亚麻19.3 黏纤81.0亚麻19.0
5 黏纤62.8亚麻37.2 黏纤60.6亚麻39.4
6 亚麻53.2黏纤46.8 亚麻51.8黏纤48.2
7 黏纤72.9亚麻27.1 黏纤77.1亚麻22.9
8 黏纤88.2亚麻11.8 黏纤88.6亚麻11.4
9 亚麻62.5黏纤37.5 亚麻65.9黏纤34.1
10 黏纤68.7亚麻31.3 黏纤73.6亚麻26.4

  基于表2中试验数据绘制溶解法、投影法与成分

原标中黏纤含量的对比图,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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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测试方法所测黏纤含量与原标的对比图

由图2数据可知,根据GB/T29862-2013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中规定的误差允许范围,只有样品7
中投影法所得结果不合格。其他样品中溶解法与投影

法所测得结果与织物原标基本一致。10个样品中有8
个样品的溶解法所得结果更接近原标。

4 结语

试验表明,2种测试方法都可以应用于黏纤/亚麻

混纺织物的定量测试,但都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溶解

法会经常遇到溶解不彻底或者剩余纤维受损的情况,
有的黏纤易溶解,有的不易溶解,对于溶解时间的把握

·72·     2018年第5期             应用技术




不容易控制,对最终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投影法不稳

定程度较大,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面料经纬纱都是黏纤/亚麻混纺纱,但比例不同,定
性时很难看出2种纱线的区别,直接将两者当作同种

纱线用2.2中方法1取样测试难免会有一定误差。
(2)纱线本身不同部位间纺纱不均匀也会有一定的影

响。(3)所制作的切片中,纤维分散均匀度无法保证。
(4)亚麻所测直径的大小对结果有较大的影响,一根较

粗的亚麻可能会使最终结果上下浮动1%左右。(5)实
测根数与计数根数的多少对最终比例也会有影响。

2种测试方法各有利弊,实际操作中可参照彼此

结果得出真值。显微镜投影法目前研究还不成熟,相
关标准也比较少,如何减少人为因素及测试方法所造

成的误差是目前纺织纤维检测行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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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QuantitativeMethodofViscose/LinenBlendedFa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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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womethodswereusedforthequantitativetestingoftendifferentviscose/linenblendedfabrics,includingchemical
dissolutionmethodandmicroscopicprojectionmethod.Throughthecomparisonwiththeoriginalfiber,theresultsshowedtheboth
methodscouldbeapplied,butthemicroscopicprojectionmethodhadinstability.Thedetailedcausesoftheinstabilitywereanalyzed.

Itcouldprovidereferenceforfuturequantitativestudyofviscose/linenblendedfa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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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ithmulberrysilkaswarp,spunsilk-ramieblendedyarnasweft,high-gradewovenfabricsusedinthespringandau-

tumnweredesignedanddeveloped.Theproductshavelusterandwearingcomfortofsilkfabrics,andhavecrisp,wrinkleresistance
anddimensionalstabilityoframiefa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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