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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纺织材料学》是研究纺织纤维、纱线、织物的结构、性能、结构与牲能的关系以及它们与纺织
加工工艺的关系等方面的知识、规律和技能的一门学科。
　　《纺织材料学》课程是纺织学科与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将向学生提供有关纺织纤维、纱线
、织物的结构、性能和测试与评价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其中，纺织纤维的结构、性能等内容是纺织工艺分析、纺织工艺设计和纺织设备设计的理论依据；纱
线、织物的结构、性能、品质评定的测试技术等内容是有关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工作中实际应用的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
尤其在从事新原料、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的开发研究中，将更多地用到《纺织材料学》的基本理
论、知识技能。
在进一步探索纺织材料和纺织加工工艺的新课题时，就更必须具备纺织材料学更深入的理论知识以及
更娴熟精湛的测试分析技能。
因此，纺织学科和工程专业的学生应该重视并认真学习纺织材料学的理论课和实验课。
对纺织类其他专业的学生，这门学科的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
　　有鉴于此，东华大学牵头，汇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原工学院、河南工程学院和长春工业大学
组织力量，编写一本适合于当前工程类本科专业使用的《纺织材料学》教材，并可供专业相近的本科
或大专、高职院校选用。
　　本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是：　　1.紧扣普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在具有系统的本学科
专业基础理论的基础上，以当前企业生产实际和发展为依据，构建教材框架，精选教材内容，以增强
针对性和实践性。
基本理论部分，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在着重于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的讲解和训练上下功
夫，为未来从事纺织品开发、创新、合理组织生产活动、开展科学研究创新，奠定比较扎实的理论和
技能基础。
　　2.《纺织材料学》课程的理论教学应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重视实践教学，分配较多的实验教学
时间，并创建良好的实验条件和手段。
通过实验教学，加深学生对纺织材料学基本理论的理解，掌握纺织材料的测试基本操作技能，养成严
格、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坚持科学发展观，倡导创新精神，教材应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先进性，能反映纺织材料科学
近年来的发展，适当充实特种天然纤维、新一代化纤、纺织品应用领域新发展等内容，以扩大学生的
知识面和技术视野，适应纺织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4.符合“弘扬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深化科学知识”的要求，符合图书出版规范化的要求，
善于反映当前纺织学科和工程领域中的热点和前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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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纺织材料学》为纺织学科与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基础教材，并可为与纺织相近的其他专业的教学
参考用书。
《纺织材料学》详细介绍了纺织纤维、纱线和织物的结构与性能特征，成形和加工对其影响，测试与
评价的依据及方法。
内容涉及纺织材料的基础理论和涵盖范畴，包括①纤维的分类、结构与形态、吸湿、力学、热学、光
学、电学、声学等性质以及纤维的鉴别与品质评定；②纱线的分类、结构与形态特征、力学性质和品
质评定方法；③织物的分类、结构与基本组织、力学性能、耐久性、润湿性、保型性、舒适性、风格
与评价、防护功能及安全性以及纺织品的品质评定。
　　《纺织材料学》除作为教材外，还可供纺织专业和相关学科专业的本科、专科、职教教学和企业
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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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碳纤维用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中的增强材料，以高聚物树脂、金属、陶瓷、无定形碳等为基体。
碳纤维与高聚物树脂的复合材料具有质量轻、强度高、耐高温等特性，是飞机、舰艇、宇宙飞船、火
箭、导弹等壳体的重要材料。
碳纤维与陶瓷的复合材料具有强度高、耐磨损的特点。
碳纤维与无定形碳的复合材料具有耐高温、耐烧蚀，是导弹、火箭、喷火喉管及飞机等刹车盘的重要
制造原料。
利用其导电性能制成的导体材料和防电磁辐射材料也有许多用途。
碳纤维在建筑、交通、运输工程中也有应用。
目前，全世界碳纤维的总生产能力已达5万吨／年。
　　四、金属纤维（metal fiber）　　金属纤维是指金属含量较高并呈连续分布而且横向尺寸为微米级
的纤维型材料。
将金属微粉非连续性散布于有机聚合物中的纤维不属于金属纤维。
　　（1）金属纤维的种类按所含主要金属成分分为金、银、铜、镍、不锈钢、钨等；按加工方法和
结构形态分，有纯金属线材拉伸法或熔融液纺丝法所形成的直径为微米级的纤维、在纯金属线材拉伸
法形成纤维之外另加镀层的复合纤维、在有机化合物纤维外层裹镀金属薄层而形成的复合纤维或者为
防止金属薄层氧化在其外层加包防氧化膜的纤维、在有机材料膜上溅射或镀有金属层的复合片材并经
切割成狭条或再经处理形成的纤维以及其他复合型的含金属的纤维；按加工方法分，有线材拉伸法、
熔融纺丝法、金属涂层法、膜片法和生长法。
　　（2）金属纤维的性能及应用　金属纤维一般均达微米级，如不锈钢纤维的直径一般为10μm左右
，目前市场供应的细不锈钢纤维的平均直径为4μm。
金属纤维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不仅断裂比强度和拉伸比模量较高，而且可耐弯折，韧性良好；具有
很好的导电性，能防静电，如钨纤维可用作白炽灯泡的灯丝，它同时也是防电磁辐射和导电及电信号
传输的重要材料；具有耐高温性能；不锈钢纤维、金纤维、镍纤维等还具有较好的耐化学腐蚀性能及
空气中不易氧化等性能。
　　金属纤维可以用作智能服装中电源传输和电信号传输等的导线；可以用作油、气田及易燃易爆产
品的生产企业，石油、天然气等易燃易爆材料的运输过程，电器安全操作场所所需的功能性服装中的
抗静电材料；将金属纤维嵌入织物中，可使其达到良好的电磁波屏蔽效果，在军事、航空、通信及机
密屏蔽环境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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