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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纤维材料的应用距今已有约五千年的历史，但在技术上取得真正的突破和全面发展却只有一百年
左右。
以再生纤维素纤维的成功开发、聚酰胺和聚酯纤维的研制、产业化及应用为契机，化学纤维及其相关
的高分子材料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纤维材料结构与性能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各种应用领域对
纤维材料的使用性能提出了更多、更新的要求，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的改性合成纤维—
—差别化纤维的蓬勃发展。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新一代高技术和高性能纤维材料、具有超越天然纤维风
格的“新合纤”面料、绿色环保的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材料、生物合成纤维及纳米纤维材料等，一般
都是通过不断改性、创新或方法的集成而取得突破的。
　　目前，纤维材料制品正在向众多的产业领域延伸，其改性工作主要围绕着服用纤维材料的舒适性
、功能化，合成材料的生态化、高性能、智能化、多功能化等方面发展。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在成纤聚合物的合成、纤维加工或织物后整理过程中用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
改性或几种方法结合进行改性，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新型纺丝技术、先进加工技术、表面处理技
术等。
这为拓展纺织材料的产业应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向从事这一工作的学者和技术人员提出
了更高的专业要求。
　　本书结合目前国内外纤维材料改性的发展动向及最新研究成果，以改性的原理、方法和改性对材
料特性及功能的影响为主线，对纤维材料改性及其应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纤维材料改性中的问题及关注点、纤维材料改性的方法、生物质及天然纤维材料的
改性、纤维材料形态及风格的改性、舒适性改性、染色性能改性、物理性能改性、卫生健康功能加工
及改性、纺织材料的智能化、纤维材料的降解／吸收及再资源化、无机纤维及材料改性和纤维增强改
性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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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纤维材料、纺织加工和高分子材料学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国内外纤维材料改性的发
展动向及最新研究成果，以改性的原理、方法和改性对材料特性及功能的影响为主线，对纤维材料改
性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介绍，并对改性材料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做了说明。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纤维材料的发展和改性中的问题及关注点、纤维材料改性的方法、生物质及天然
纤维材料的改性、纤维材料形态及风格的改性、舒适性改性、染色性能改性、物理性能改性、卫生健
康功能加工及改性、纺织材料的智能化、纤维材料的降解/吸收及再资源化、无机纤维及材料改性、纤
维增强改性复合材料等。
    本书适用于纺织相关专业、材料学相关学科和领域的师生及科研人员阅读、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纤维材料改性>>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纤维材料的发展及改性    一、纤维材料的发展及演变    二、纤维材料改性的目的
及内容    三、纤维材料改性的目标及方法  第二节  纤维材料改性中的问题及关注点    一、纤维材料改
性的原理与方法    二、先进技术的应用及学科融合    三、改性与功能化的关系    四、纤维材料的品质
及用途的开拓    五、纤维材料及其功能的表征技术与方法  复习指导  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二章  纤维材
料的改性方法  第一节  化学改性方法    一、接枝和嵌段共聚改性    二、共聚改性    三、化学反应改性    
四、交联改性    五、表面化学处理改性  第二节  物理改性方法    一、等离子体改性    二、高能射线改性
   三、电晕处理    四、共混改性    五、超声波改性    六、紫外线照射改性    七、纤维成型及后加工方法  
 八、超临界二氧化碳技术  第三节  生物改性方法    一、植物纤维去杂及天然蚕丝的脱胶    二、生物酶
退浆    三、生物抛光    四、改善聚合物表面的物理结构    五、改变聚合物的性质    六、微生物合成与改
性纤维  复习指导  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三章  生物质及天然纤维材料的改性第四章  纤维材料形态及风格
的改性第五章  纤维材料的舒适性改性第六章  纤维材料染色性能改性第七章  纤维材料物理性能的改性
第八章  纤维材料卫生健康功能加工及改性第九章  纤维材料的降解、吸收及再资源化第十章  纺织材料
的智能化第十一章  无机纤维及材料改性第十二章  纤维增强改性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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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纤维材料的舒适性改性　　舒适性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从宏观来讲，舒适性涉及材料
学、物质及能量的传递过程：生理学甚至心理学的有关内容和范畴。
人们处在某个特定的环境时，之所以能判定和感知到“是否舒适”，是由于受到了环境刺激的信号（
电脉冲），并通过交感神经传递到中枢神经（大脑），大脑对此做出舒适性的判断或启动某种应激功
能。
因此可以说，舒适性的判断与客观和主观因素都有关，且由感知者的个人差异而有所不同，这是研究
这一问题的难度所在。
限于篇幅，本书仅讨论与纺织材料性质有关的舒适性及其改性问题。
一　　纺织材料的舒适性与卫生性、功能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吸／透湿性、透气（汽）性、抗静电
性、柔软性、抗起毛起球性、悬垂性等。
各国的研究开发人员对改善这些性能进行了较长时期的深入研究，成果丰厚。
可以说，这些工作既是纤维材料功能改性的始发点，又是当今多功能复合纺织材料及“高感性”材料
的基础。
　　纤维及织物的风格、色泽及光学性能、防污性、抗菌性、舒适性智能材料、具有特殊结构的舒适
性复合织物等往往也把舒适性改性作为纺织材料功能设计的目标之一，有关的内容在本书其他相关章
节分别详述。
　　人们多元化生活方式的普及，对纺织品尤其是对纺织材料的舒适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消费者的多次调查显示，服装的款式设计已经退居次要位置，大多数消费者把
纺织材料的舒适性作为首要选择。
纺织品流行的主题正逐渐朝着以纤维及织物材料的热湿舒适性、触感舒适性为中心的方向转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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