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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FZ/T01071标准下织物芯吸性能测试结果与织物在使用环境中所表现的实际芯吸性能差异,论述了

以三级水温度作为变量的不合理性,对毛细效应实验装置进行可整体控温改装,在25~65℃范围内对比测试了三级水温

度梯度控制与整体温度梯度控制对织物芯吸性能测量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同温度下整体控温时棉平布初始芯吸速

率更大,30min最大芯吸高度更小;即棉平布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比FZ/T01071标准测试结果更强的初始芯吸能力和

更弱的液体铺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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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物的吸湿快干性能一直受到关注,近年来,市场

上创新出众多改性化纤制成的快干服,并广泛地应用

于高温及大量出汗的环境和运动中,其共同设计宗旨

是使服装具有很好的吸湿快干性能,能快速有效地将

水分带离皮肤,给人们在高湿和较高温度下保持良好

的舒适感[1]。织物吸收和保持水分的功能即织物的芯

吸性能是指导快干服开发的重要评价指标[2]。设计与

生产中常用标准FZ/T01071-2008[3]中推荐的垂直

芯吸法进行测试,但依然存在无条件控制的局限性,没
有模仿织物使用环境的原位条件控制,不能真实地评

价服装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本文就室温对棉平布芯

吸性能测试结果的影响进行了对比探讨,旨在更好地

研究快干服创新和发展。

1 测试标准方法的局限性及改进

  就织物导水性能测试,FZ/T01071中推荐垂直芯

吸法与英国BS3424[4]标准、德国DIN53924[5]标准类

似,其装置如图1所示。
织物试样宽度为是3cm,长度在25~30cm 之

间,试验前依据GB6529将织物进行预调湿,试验环境

温度为20±2℃,相对湿度为65%±3%,试样底端与

三级水接触,三级水温常规温度为36℃,可根据织物

实际使用环境所接触汗液的温度在25~45℃范围内

调节[6]。测量30min时,液体沿织物向上铺展的最高

高度,即最大芯吸高度。

图1 毛细效应试验装置

FZ/T01071标准推荐装置中条件控制变量为三

级水温度,但在织物实际使用过程中,液体及液体在织

物上保持和铺展的温度主要与室温相关[7],以三级水

温度作为试验唯一变量并不能真实可靠地评价织物在

实际使用环境中的芯吸性能表现[8]。本试验利用外加

热源对毛细效应试验装置进行如图2所示的改装,旨
在测试三级水及环境温度整体改变对棉平布芯吸性能

的影响,并与三级水控温下的试验结果进行比较。为

保持单因素变量,利用加湿器对试验环境进行湿度控

制,保证试验相对湿度为65%±3%。

2 试验部分

试验用棉平布规格参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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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以三级水温度为变量的芯吸性能测试

保持室温为20±2℃,用毛细管效应测定仪对三

级水进行温度控制,水温以10℃为一个梯度,在25~
65℃范围下观察棉平布30min内的芯吸特征。在织

物径向距布边10cm处裁剪成30cm×5cm规格的试

样,选择质量约为5g的张力夹夹持试样加持织物下

端,当试样下端浸于液面以下5±2mm 处时开始计

时,记录0.5、1、1.5、2、5、10、20、30min时刻液体芯吸

水线高度,每个温度梯度测量3块织物,取平均值绘制

时间-芯吸高度曲线。

图2 环境温度可控的毛细效应试验装置

表1 棉平布的规格参数

织 物

纱线号数
/tex

织物密度/
根·(10cm)-1

经 纱 纬 纱 经 密 纬 密

厚 度
/cm

紧 度/%

经 向 纬 向 总紧度

克 重
/g·m-2

棉平布 27.5 27.5 270 230 0.28 51.9 44.2 73.2 137.5

2.2 以三级水和环境整体温度的芯吸性能测试

利用改进的环境温度可控的毛细效应试验装置将

三级水和环境进行整体控温,温度以10℃为一个梯

度,观察在25~65℃范围下棉平布30min内的芯吸

特征。取样及操作与以三级水温度为变量的芯吸性能

测试保持一致,绘制时间-芯吸高度曲线。

3 结果与分析

依据试验结果,绘制不同三级水温度梯度下,时间

-棉平布芯吸高度曲线,如图3所示;绘制不同三级水

和环境整体温度梯度下,时间-棉平布芯吸高度曲线

如图4所示。
由图3及图4可见,不论在三级水控温还是整体

控温下,织物芯吸速率都随时间的增加呈递减趋势,曲
线轮廓近似为二阶指数衰减函数。三级水控温试验

中,曲线起点差异较大,30min时的最大芯吸高度无明

显差异。整体控温试验中,曲线起点差异较大,30min
时的最大芯吸高度有显著差异。为研究棉平布初始芯

吸速率与水温和环境温度之间的关系,取2min时刻

芯吸高度计算初始芯吸速率,绘制温度-初始芯吸速

率曲线,如图5所示,同时绘制温度-30min最大芯吸

高度曲线,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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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三级水温度下芯吸时间-芯吸高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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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整体温度下芯吸时间-芯吸高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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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温度-初始芯吸速率曲线图

由图5可见,在25~65℃范围内,随温度提升,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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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控温和整体控温都使得织物初始芯吸速率提高,即三级

水温度和织物初始芯吸速率正相关;此外,在25~65℃范

围内任一确定温度,整体控温的初始芯吸速率更大,即环

境温度升高对织物芯吸速率有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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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水温-最终芯吸高度曲线

如图6所示,在25~65℃范围内,随温度提升,三
级水控温试验下,织物最大芯吸高度差异不大,即试验

水温与织物最终芯吸高度无显著相关关系。整体控温

下的最终芯吸高度随整体温度的提升而下降,呈现负

相关关系,即环境温度同步升高阻止了液态水在织物

上铺展面积。

4 结论

利用外加热源改进的可控温毛细效应试验装置对

棉平布进行了三级水控温和整体控温下织物芯吸性能

测试,结果表明:
(1)温度在25~65℃范围内,棉平布初始芯吸速

率与三级水温度和整体温度都呈正相关关系,且整体

控温时,棉平布初始芯吸速率更大,即棉平布在实际使

用时表现出来的初始芯吸性能比FZ/T01071-2008

标准测试所得的结果更强,环境温度升高加速液态水

在棉织物上的初始铺展速度。
(2)温度在25~65℃范围内,棉平布30min最大

芯吸高度与水温无关,环境温度与最大芯吸高度负相

关,即棉平布在实际使用时表现出来的液态水铺展面

积比标准测试所得的结果更小,环境温度升高抑制棉

织物在织物上更大面积的保持和铺展。
(3)考虑织物实际使用时的环境温度差异,FZ/T

01071-2008标准中推荐使用的织物芯吸性能测量装

置可进行整体温度控制的附件加装,帮助吸湿快干面

料的测试能更原位地模拟面料实际使用环境,使得测

试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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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TemperatureonWickingPerformanceTestofCotton
FENGHao,LIUChang-wei,TANDong-yi,ZHUYan-fen

(Hu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Xiangtan411100,China)

  Abstract:ThedifferencebetweenthetestresultsoffabricwickingperformanceunderFZ/T01071standardandtheactualwicking
performanceofthefabricintheuseenvironmentwasanalyzed.Theirrationalityoftakingthethird-classwatertemperatureasavaria-
blewasdiscussed.Thecapillaryeffectexperimentaldevicewithintegraltemperaturecontrolwasrefitted.Thethird-classwatertem-

peraturegradientcontrolandtheoveralltemperaturegradientcontrolintherangeof25-65℃ wascomparedtotestthewickingper-
formanceofthefabric.Theresultsshowedthatunderthesametemperature,theinitialwickingrateofcottonflatclothwashigher,

andthemaximumwickingheightof30minwassmaller.Cottonflatclothshowedstrongerinitialwickingcapacityandweakerliquid
spreadingcapacitythanFZ/T01071standardtestresultsinpracticalapplication.

Keywords:wickingperformance;initialwickingrate;maximumwickingheight;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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