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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高职高专教学工作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由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
会组织行业专家、资深教师编写的。
按照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学特点和教学要求，本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纤维的基本概念和高分子化合物的
基础知识，系统叙述了各种常用纤维的结构、性能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主要叙述棉纤维的同时，介绍了麻纤维，适当增加了天丝、竹纤维、莫代尔（Modal）及天然彩色
棉等内容；在蛋白质纤维部分增添了大豆蛋白纤维的内容；在合成纤维部分增添了新型合成纤维及制
品、环保纤维等知识。
本书尽可能结合当前行业的生产实际和发展方向，较多地增加与生产实践和技能培养直接相关的内容
，注重纤维性质与染整工艺的关系。
本书由济南纺织职业技术学院申春华老师、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解子燕、何方容老师、苏州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周燕、张小英、杭伟明等老师编写。
具体分工如下：申春华老师编写第一章、第二章，何方容老师编写第三章，周燕老师编写第四章，解
子燕老师编写第五章，张小英老师编写第六章，全书由杭伟明老师整理和统稿。
本书在编写、整理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高职高专教学工作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指导和各
有关学校、企业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书中难免会有不妥、疏漏甚至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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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纤维化学及面料》简要介绍了高分子化合物的基础知识，系统叙述了纤维素纤维、蛋白质纤维
、主要合成纤维和新型纤维的结构、性能及其与纺织染整的关系。
最后介绍了纱线和面料的基础知识，以增强《纤维化学及面料》的实用性。
　　《纤维化学及面料》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染整技术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纺织、染
整等行业技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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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一、纤维的含义二、纺织纤维应具备的性能三、纺织纤维的分类复习指导思考题第二章 
高分子化合物第一节 高分子化合物的基本概念一、高分子化合物的含义二、高分子化合物的基本特性
三、高分子化合物大分子的几何形状四、高分子化合物的分子间力五、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反应六、
高分子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第二节 高分子化合物的结构一、高分子化合物大分子链的构型二、高分子
链的构象三、高分子化合物的聚集态结构第三节 高分子化合物的分子运动和力学性质一、高分子化合
物分子运动的特点二、非晶态高分子化合物的力学状态及转变三、晶态高分子化合物的力学状态和转
变四、晶态高分子化合物的力学性质第四节 高分子化合物溶液及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方法一、高分子
化合物的溶解二、高分子化合物相对分子质量的表示方法三、高分子化合物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方法
复习指导思考题第三章 纤维素纤维第一节 纤维素纤维的形态结构一、棉纤维的形态结构二、麻纤维
的形态结构第二节 纤维素大分子的分子结构第三节 纤维素纤维的超分子结构一、用X射线研究二、用
电子显微镜和扫描隧道显微镜研究第四节 纤维素纤维的主要物理-机械性能一、纤维素纤维的断裂强
度和断裂伸长率二、纤维素纤维的初始模量三、纤维素纤维的应力-应变曲线四、纤维素纤维的断裂机
理与纤维超分子结构的关系五、纤维素纤维的弹性第五节 纤维素纤维的主要化学性质一、纤维素纤维
的吸湿和溶胀二、碱对纤维素的作用三、纤维素与酸的作用四、纤维素与氧化剂的作用五、光、热及
微生物对纤维素的作用六、纤维素酶对纤维素的作用七、纤维素纤维的化学改性第六节 纤维素共生物
一、果胶物质二、含氮物质三、蜡状物质四、灰分（无机盐类）五、色素六、棉籽壳第七节 亚麻纤维
一、亚麻纤维的形态结构二、亚麻纤维的化学组成三、亚麻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四、亚麻纤维的化学
性能五、亚麻产品的特性第八节 天然彩色棉一、天然彩色棉的发展二、天然彩色棉纤维的形态结构特
点三、天然彩色棉纤维色素的形成四、天然彩色棉色素的变化五、天然彩色棉纤维的物理性能六、天
然彩色棉纤维存在的问题七、其他新型棉纤维第九节 再生纤维素纤维一、黏胶纤维二、铜氨纤维三、
醋酯纤维第十节 新型纤维素纤维一、天丝二、竹纤维三、Modal复习指导思考题第四章 蛋白质纤维第
一节 蛋白质的基础知识一、蛋白质的化学组成及分子结构二、蛋白质的两性性质第二节 羊毛一、羊
毛的形态结构及分类二、羊毛的化学组成与分子结构三、羊毛的超分子结构四、羊毛的主要机械性能
五、羊毛的主要化学性质六、其他纺织用动物毛第三节 蚕丝一、蚕丝的形成和形态结构二、丝素的结
构和性质三、丝胶的结构和性质第四节 大豆蛋白纤维一、大豆蛋白纤维的生产二、大豆蛋白纤维的性
能三、大豆蛋白纤维的应用复习指导思考题第五章 合成纤维第一节 合成纤维的概况一、合成纤维的
发展概况二、合成纤维的生产简介第二节 涤纶一、涤纶生产简介二、涤纶的结构三、涤纶的性能四、
改性涤纶第三节 锦纶一、锦纶生产简介二、锦纶的结构三、锦纶的性能第四节 腈纶一、腈纶的组成
二、腈纶生产简介三、腈纶的结构四、腈纶的性能第五节 丙纶一、丙纶生产简介二、丙纶的结构三、
丙纶的性能第六节 氨纶一、氨纶的组成及结构二、氨纶生产简介三、氨纶的性能第七节 维纶一、维
纶生产简介二、维纶的结构三、维纶的性能第八节 新型合成纤维及制品一、新型合成纤维改性技术简
介二、改性新型合成纤维及制品第九节 环保纤维一、甲壳素纤维二、生物可降解纤维复习指导思考题
第六章 纱线和织物的基本知识第一节 纱线的基本知识一、纱、线、丝的概念二、纱线的分类三、纱
线的捻度和捻向四、织物性能与纱线关系第二节 织物的基本知识一、织物的分类二、机织物三、针织
物四、非织造布复习指导思考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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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远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已经利用天然的葛、麻、蚕丝或者狩猎获得的兽皮、毛
羽加工成简单的衣服，以遮体御寒。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农牧业的发展，人们开始学会了种麻索缕，育
蚕抽丝，养羊取毛，以获取纺织所需要的原料一一纺织纤维（textile fibre）。
纺织纤维对化学纤维、纺织、染整工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尤其是自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对纤维素结构的成功解剖，不仅为化学纤维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而且对染整加工基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染整加工的基本对象是纤维（fibre）及由纤维形成的织物，它是通过物理、化学或两者兼有的方法改
善或赋予纤维及其制品一定性能的加工过程。
因此，熟悉和掌握纤维的基本性能，对染整工作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一、纤维的含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每时每刻都要接触到各种用途的织物，这些织物的原料就是纺织
纤维。
纺织纤维就是长度远远大于直径，并且具有一定柔韧性，能纺成纱线并通过机织、针织、编结以及其
他编织方式制成各种纺织品的纤维。
纤维的长度一般用毫米（mm）、厘米（cm）、米（m）度量，而直径一般用微米（um）度量。
根据长度的不同，可将纤维分为短纤维（如棉、麻等）和长纤维（或长丝，如蚕丝）。
短纤维的长度较短，如棉的长度在30-40mm、亚麻的长度在11-38mm、山羊绒的长度在30-40mm等。
由于化学纤维是通过纺丝方法制成的，所以其长度可以自由调节，可以根据需要制成不同的长度，如
仿棉型纤维的长度在30-40mm、仿毛型纤维其长度在75mm左右。
长度在51-75mm的纤维称为中长纤维，丝的长度一般在几十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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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纤维化学及面料》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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