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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发了四面弹性医用敷料基布,以氨纶包芯纱为原料,采用梭织技术,设计了7种弹性医用敷料基布并对其

力学性能、外观保持性能及舒适性测试,得出当经纬密度相同时,随着密度的增加,织物克重也随之增加,织物厚度先增加

后减小,织物弹性逐渐减小,织物的抗折皱性能先减弱再增强,织物的舒适性减弱。当经密相同时,随着纬密的减小织物

克重减小,厚度增加,抗折皱性能增强,织物的舒适性能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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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用卫生弹性基布是一种新型卫生基布,可广泛

应用于创口贴、关节止痛膏、手术贴等膏类产品,具有

高弹性、防水、透气等优点[1]。用其制成的膏类产品能

使患部活动自如,无脱落、浸渍反应,又不影响皮肤的

正常呼吸,如果创可贴外层的胶布弹性、强力不够,不
透气,就会使伤口和伤口周围的皮肤发白、变软,甚至

导致继发感染。因此,这些弹性基布的质量关系到人

们的健康恢复[2]。弹性医用基布广泛应用于身体各部

位外用包扎、野外训练及外伤急救等场合,面料需要弹

性高、不缩水、透气性好,关节部位使用后活动不受限

制,不会妨碍血液循环,并且无过敏现象,不影响使用

者的日常生活[3]。常见弹性医用基布主要有纯棉基

布、PBT弹性基布、棉氨混纺弹性基布等。本文开发了

多种锦氨弹性医用基布并进行性能测试。

1 试验部分

1.1 主要材料

试样采用的氨纶包芯纱具体规格参数见表1。
表1 纱线规格参数

种 类 线密度/tex 强力/cN 伸长/%

纱线1 10.9 283.0 121.3
纱线2 4.7 155.8 158.2
纱线3 5.8 194.4 143.4
纱线4 6.9 249.2 116.7

1.2 试样制备

将4种纱线按照不同的经纬密度,其他工艺参数

一致,制备出7种试样,A1、A2、A3、A4是由经纬纱

(20/30)的外包锦纶的氨纶包芯纱织制而成;B1、B2、

B3是经纱(70/70)、纬纱(20/30)外包锦纶的氨纶包芯

纱,各试样编号及试样参数见表2。
表2 试样编号及试样参数

试样编号 经纱密度/根·(10cm)-1 纬纱密度/根·(10cm)-1

A1 200 200
A2 250 250
A3 300 300
A4 400 400
B1 360 350
B2 360 300
B3 360 250

1.3 测试方法

1.3.1 克重

试验仪器:TT500型电子天平(上海实润实业有限

公司)。
试验条件:根据GB/T4669-2008《纺织品机织物

单位长度和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进行测试。

1.3.2 厚度

试验仪器:YG(B)141D数字式织物厚度仪(温州

际高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试验条件:根据GB/T3820-1997《纺织品和纺织

制品厚度的测定》进行测试,压脚面积选用50mm2,压

力选用50cN/cm2。

1.3.3 折皱回复性

试验仪器:YG541E型全自动激光织物折皱弹性

仪(宁波纺织仪器厂)。
试验条件:根据GB/T3819-1997《纺织品 织物

折痕回复性的测定 回复角法》进行测试,准备试样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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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包括经向、纬向各5个,保证试样折痕线与小翻

板红线重合。

1.3.4 织物弹性

试验仪器:YG065型电子织物强力仪(莱州市电子

仪器有限公司)。
试验条件:根据FZ/T01034-2008《纺织品机织

物拉伸弹性试验方法》进行测试。

1.3.5 透气性

试验仪器:YG461E全自动透气量仪(宁波纺织仪

器厂)。
试验条件:根据GB/T5453-1997《纺织品 织物

透气性的测定》进行测试,试样面积20cm2,试样压差

设置(100±2)Pa[4]。

1.3.6 透湿性

试验仪器:FX3150全自动织物透湿量测试仪(瑞
士TEXTEST仪器公司)。

试验条件:根据GB/T12704-2009《纺织品 织物

透湿性试验方法 第2部分:蒸发法》进行测试,试样温

度(38±2)℃,湿度(50±2)%,风速0.3~0.5m/s,调
温调湿时间60min左右[5]。

2 结果与分析

2.1 克重与厚度

不同试样的克重与厚度见表3。可以看出,A1、

A2、A3、A4的克重与厚度变化较大,当经纬密度相同

时,随着密度的增加,织物克重也随之增加;而织物厚

度则是随着密度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从B1、B2、B3
可以看出,当经密不变时,随着纬密的减小织物克重随

之减小,织物厚度则是随之增加。随着密度的变大,织
物单位面积的交织点增加,织物表面的毛羽会增加,织
物厚度增加;但是当密度增加到一定值时,织物单位面

积交织点增加,经纬纱之间的挤压越严重,织物厚度则

会减小。
表3 试样克重与厚度测试数据

试样编号 克重/g·m-2 厚度/mm

A1 147.50 0.77
A2 162.98 0.86
A3 175.35 0.92
A4 208.10 0.88
B1 196.46 0.57
B2 182.28 0.62
B3 168.86 0.68

2.2 弹性伸长与回复

在医用产品如绷带、胶带、创可贴中,基布的弹性

至关重要,它不仅影响受伤部位的活动是否灵活,同时

也影响伤口的愈合及恢复,不同试样的弹性伸长与恢

复见图1~图4。从图1和图3可知,织物弹性随着密

度的增加逐渐减小,这是因为经纬密大的弹力织物,其
单位面积内的经纬纱交织点多,纬纱受到经纱的侧向

阻力大,纬向收缩困难,所以织物弹性小。纬密的增

加,同样使经向弹力纱收缩受阻,影响织物弹性。从图

2和图4中可以看出,随着密度的增大试样的弹性恢复

变化不大,织物的弹性主要是纱线中的氨纶赋予的,而
当氨纶含量达到60%时,密度的增加对织物的弹性恢

复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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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织物弹性回复率

2.3 织物的抗折皱性

从图5~图8中可以看出,当经纬密度相同时,随
着密度的增加,织物的折皱回复角是先减小再增大。
分析其原因,在密度较小时织物的经纬交织点较少,织
物的弹性伸长与恢复都较好,从而使得织物的抗折皱

性好;而随着密度增加,交织点增多,经纬纱的弹力收

缩受阻,织物抗折皱性降低;但是当密度过大时,单位

面积织物内氨纶的含量增加,织物的弹性及收缩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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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随之增加,进而使得织物的抗折皱性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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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织物弹性回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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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织物缓弹性回复角

2.4 织物的舒适性能

当经纬密度相同时,随着织物密度增加,纱线交织

次数增多。从图9可以看出,纱线交织次数过多或过

少,织物的透湿性能都较差;从图10可以看出,随着密

度增加,织物透气性逐渐减小,但密度在250~300根/

10cm范围内的织物几乎无变化。从图11、图12可以

看出,当经密不变,随着纬密的减小,织物的透气性与

透湿性都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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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织物急弹性回复角

3 结论

(1)当经纬密度相同时,随着密度的增加织物克重

也随之增加,而织物厚度则是随着密度的增加先增加

后减小;当经密相同时,随着纬密的减小织物克重随之

减小,织物厚度则是随之增加。
(2)无论经纬密度是否相同,织物弹性随着密度的增

加逐渐减小,试样的弹性恢复变化不大,当氨纶含量达到

60%时,密度的增加对织物的弹性恢复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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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经纬密度相同时,随着密度的增加,织物的

抗折皱性能是先减弱再增强;当经密相同时,随着纬密

的减小,织物的抗折皱性能增强。
(4)当经纬密度相同时,随着织物密度增加,纱线

交织次数增多,纱线交织次数过多或过少,织物的透湿

性能都较差,织物透气性逐渐减弱,但密度在250~300
根/10cm范围内的几乎无变化。当经密相同时,随着

纬密的减小,织物的透气与透湿性都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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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ndPerformanceStudyofElasticMedicalDressingBaseFabric
LILu-lu,XIEGuang-yin*,ZHOUChao-gang

(School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four-sidedelasticmedicaldressingbasefabricwasdeveloped.Usingspandexcore-spunyarnasrawmaterial,seven
kindsofelasticmedicaldressingbasefabricsweredesignedbywoventechnology,andtheirmechanicalproperties,appearancereten-
tionperformanceandcomfortweretested.Whenthedensityofwarpandweftwassame,withtheincreaseofdensity,thegrammage
ofthefabricincreased,thethickenssofthefabricfirstincreasedandthendecreased,theelasticityofthefabricgraduallydecreased,

andtheanti-creasepropertyofthefabricfirstreducedandthenstrengthened,andthecomfortofthefabricwasworse.Whentheden-
sityofwarpwassame,withthedecreaseofweftdensity,theweightofthefabricdecreased,thethicknessincreased,thecreasere-
sistancestrengthened,andthecomfortperformanceofthefabricwasworse.

Keywords:medicaldressingbasefabric;elasticfabric;spandexcore-spuny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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