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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本书是在自编校内使用教材的基础上，根据纺织职业院校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纺织技术、染整
技术、纺织品检验与贸易专业、服装工程等专业的教学需要编写的。
内容主要包括新型天然纤维、新型人造纤维、差别化纤维、高性能纤维、功能纤维的原料制备、纤维
成型、纤维结构与性能及应用等内容。
本书针对目前常规纺织纤维资源受到严重制约、环保成本不断攀升，纺织行业的发展战略受到较大威
胁的行业背景下，结合纺织院校教学的特点，突出重在应用的特色。
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专业教学改革的需要，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全国多所纺织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支持或
提出编写意见，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对于传统的相关教材，本教材增加了近几年在纺织中应用较广的新纤维品种，并对纺织新材料的发展
方向进行了专门的介绍。
本书由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石油化工
公司研究院组织具有丰富教学和生产经验的教师和高级工程师编写。
主编为梁冬，副主编为邓沁兰。
具体章节的编者：第一章为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梁冬、吴舒红，第二章为广东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李竹君，第三章为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黄艳丽，第四章为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邓沁兰、李伟
勇，第五章为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辛春晖，第六章为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梁冬，第七章为为天津
石油化工公司研究院史倩青，第八章为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刘旭峰。
全书由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梁冬统稿。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恳请同行及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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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纺织高职高专“十二五”部委级规划教材。
书中介绍了各类新型纺织材料，包括新型天然纤维、新型再生纤维、差别化纤维、高性能纤维、功能
纤维等的加工方法、性能及应用。
本书可作为纺织高职高专院校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纺织技术、染整技术、纺织品检验与贸易、服装
工程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从事研究、生产、管理和产品开发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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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由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石油
化工公司研究院组织具有丰富教学和生产经验的教师和高级工程师编写。
　　主编为梁冬，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纺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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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天然的抗菌保健功能。
大麻纤维及其制品还具有很好的抗霉抑菌功能。
大麻作物在种植和生长过程中几乎不施用任何化学农药，大麻纤维中还含有十多种对人体健康十分有
益的化学物质和微量元素。
大麻植株中含有Ag、Cu、Zn、Cr等多种抑菌性金属元素。
抗菌金属元素接触到细菌时，破坏其细胞壁或穿过细胞壁进入细菌内破坏其传导组织，从而使细菌死
亡，起到抗菌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大麻纤维细胞的中腔较大，含氧气量较多，使厌氧菌无法生存。
按美国AATCC90-1982定性和抑菌法测试结果为：纯大麻布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大肠杆菌
、白色念珠菌都有不同程度的抑菌效果，其中抑大肠杆菌效果最好，说明大麻纤维及其制品具有防菌
、防霉、防臭、防腐的功能。
 （3）良好的柔软舒适感觉。
大麻纤维单纤维（细胞）中段线密度为2.4～2.8dtex（宽12～25μm，壁厚3～6μm），且截面形状呈近
椭圆形，抗弯刚度较低。
因此，大麻纺织品能够避免其他麻制品的粗硬感和刺痒感，比较柔软适体。
 （4）卓越的抗紫外线辐射功能。
大麻纤维的横截面很复杂，有三角形、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扁圆形、腰圆形等，中腔形状与外
截面形状不一；从大麻纤维的分子结构分析，其分子结构中有螺旋线纹，多棱状，较松散。
当光线照射到纤维上时，一部分形成多层折射被吸收，大部分形成漫反射，使大麻织物看上去光泽柔
和，同时，大麻韧皮层中残存木质素也具有对紫外线的吸收功能。
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表明，普通大麻织物，无须特殊整理，即可屏蔽95％以上的紫外线，大
麻帆布能100％阻挡紫外线的辐射，具有极好的紫外线防护功能。
 （5）优良的抗静电性能。
大麻纤维结构稳定，大分子排列取向度高，产生静电能力极低。
通常情况下，由于大麻纤维的吸湿性能很好，暴露在空气中的大麻纺织品，一般含水率达10％～12％
，当空气中的相对湿度达95％，大麻的含水率可达30％，但手感并不觉得潮湿，故大麻纺织品能避免
静电聚积给人体造成的危害，比如皮肤过敏、皮疹、针刺感等，同时也会避免因静电引起的起球和吸
附灰尘。
大麻与棉、丝、化纤等纤维相比，在空气中摩擦产生的静电最低。
其抗静电能力比棉纤维高30％左右，是良好的绝缘材料。
 （6）突出的耐热、耐晒、耐腐蚀性能。
大麻纤维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的分解温度在300～400℃。
纤维在200℃受热时间小于30min，强力仍然可以保持在80％以上。
大麻精干麻纤维在300℃高温时基本不失重，且不改变颜色，说明大麻纤维具有极佳的耐热、耐晒性能
。
耐晒牢度好，耐海水腐蚀性能好，坚牢耐用，因此大麻纺织品特别适宜做防晒服装及各种特殊需要的
工作服，也可做太阳伞、露营帐篷、渔网、绳索、汽车坐垫、各种特殊需要的工作服和室内装饰面料
等。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纺织新材料的开发及应用>>

编辑推荐

《纺织高职高专"十二五"部委级规划教材:纺织新材料的开发及应用》是十二五部委级规划教材，纺织
材料的延伸和拓展教材。
多所院校联合编写，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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