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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贸易检测精讲》

前言

纺织品贸易检测不仅是对纺织品质量做出的一种认可，使外销纺织品更加畅通，而且在贸易纠纷、规
模生产前的准备工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越来越多的外贸纺织品企业、外贸公司开始重视对纺织
品的检测，其中包括纤维成分检测、理化检测、生态检测、工艺分析和质量鉴定多方面内容。 随着中
国纺织工业的增长、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对纺织品质量、安全和功能性的更高要求，纺织
品贸易检测变得越来越重要。对纺织品实施检测，不仅仅可以提供一份在贸易中能保证产品质量的证
明，有时还能很好地解决一些因双方对质量歧义而产生的贸易纠纷。同时，检测作为质量控制的重要
手段广泛运用于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检验流程中，越来越多的客户也要求生产商能够提供检测报
告，因此，纺织企业需要加强对产品的实验检测，确保产品质量达到要求。 然而由于测试标准和方法
的多样性，同一指标由不同的方法测试，其测试结果可能差别很大。近年来，这一问题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检测工作者及纺织品外贸从业人员的关注，许多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各文献，没有形成一
部系统的专著。在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者搜集和参考了有关资料，编写成书，以便纺织
品贸易及相关从业人员更好地理解纺织品贸易检测中的技术和流程。本书将介绍纺织品贸易中常用的
检测指标和测试方法，并着重介绍各种检测方法、标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同时列举了大量的研究成
果，论述操作细节及要点。本书内容包括纺织品中纤维材料检测、物理指标检测、色牢度检测、功能
性检测、生态性检测、外观质量检测及客户标准。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相关教材、标准及其
他专业书籍和有关文献，在此对这些文献的作者及出版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在长期的工作实践
中，抱着良好的愿望投入了编写工作，但由于水平有限，虽尽力而为，书中疏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
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谨向为本书的出版辛勤工作的同志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曾林泉 201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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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贸易检测精讲》

内容概要

《纺织品贸易检测精讲》系统介绍了纺织品贸易检测中常用的检测指标、检测原理和检测方法。内容
包括纺织品中纤维材料检测、物理指标检测、色牢度检测、功能性检测、生态性检测、外观质量检测
及客户标准，着重介绍了各种检测方法、标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同时列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论述
操作细节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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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纺织品中纤维种类的鉴别 一、一般试样的预处理方法 1．脱脂处理 试样用四
氯化碳浸透10min后，取出挤干，再换用新的四氯化碳浸10min后，取出干燥以除去四氯化碳，最后在
热水中处理5min，进行水洗干燥。也可以用三氯乙烷、乙醚或乙醇等有机溶剂洗涤或萃取脱脂，但不
能选用那些同时也能溶解纤维的有机溶剂。脱脂处理除了去除油脂以外，还能去除试样中夹带的蜡质
、尘土或者其他会掩盖纤维特征的杂质。 2．退浆处理 对于纤维素纤维制品，用碳酸钠稀热溶液洗净
已足够；也可以在浓度为2％～5％、温度为50～600C的淀粉酶溶液中浸渍th，再用水洗净干燥；还可
以在0.25％盐酸溶液中沸煮15min，再分别用热水、0.2％氨水和水，依次洗净并干燥。蛋白质纤维制品
不能用碱液处理，可用上述的稀酸退浆方法处理。 3．脱树脂处理 一般定性分析时，纤维上的树脂或
其他整理剂大多对鉴别没有妨碍，只是对着色的纤维鉴别试验结果有干扰，故进行着色鉴别试验前必
须先除之。 脱树脂处理，可将试样放在0． 5％稀盐酸中沸煮30min，水洗后再在1％碳酸钠溶液中沸
煮30min。也可用前面所述的稀酸退浆方法脱除树脂。脱脲醛树脂时，将试样放入带回流冷凝器的圆
底烧瓶或微型蒸馏精制仪中，用稀盐酸（0． 02％）溶液沸煮30min后，用温水洗净。脱三聚氰胺一甲
醛树脂时，将试样放人含有2％磷酸、0.15％尿素的溶液中，在800C条件下处理20min后，再用温水洗
净。硅整理剂通常用肥皂及碳酸氢钠的0． 5％溶液处理，但很难彻底洗除。 4．脱色处理 对试样中染
色纤维上的染料，通常可视为纤维的一部分，不必去除。如果试样上的染料对鉴别有干扰，可用任何
去除染料的方法脱色，但不应损伤纤维或使纤维的性质有任何改变，然后将试样洗净干燥。 脱色处理
，一般先用氧化漂白剂脱色，但此法只适用于纤维素纤维制品，不适用于蛋白质纤维制品。若此法不
能脱色，可再用还原漂白剂继续脱色，例如用5％亚硫酸氢钠溶液，滴入几滴1％氨水溶液，升温至沸
腾，一直持续微微沸腾至试样脱色为止。或者用50℃的亚硫酸氢钠一氢氧化钠（2g亚硫酸氧钠和2g氢
氧化钠溶于100mL水中）溶液处理30min，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蛋白质纤维及醋酸酯纤维制品。对于蛋
白质纤维制品，可用氨水溶液脱除直接染料或酸性染料。 若上述方法仍不能使试样脱色，还可用溶剂
处理方法进行脱色： ①吡啶，采用20％吡啶溶液，用萃取器洗涤，能除去直接染料和分散染料。 ②二
甲基甲酰胺，用萃取器萃取，能除去棉纤维上的偶氮染料及某些还原染料。 ③氯苯，将试样放人氯苯
中，在100℃以下可从醋酸酯纤维上除去分散染料，采用萃取器或微型精密装置则可从聚酯纤维上除去
分散染料。 ④5％醋酸，将试样放人沸液中处理，可除去碱性染料。 二、纺织纤维系统鉴别方法 纺织
工厂和测试实验室往往需要进行纺织品纤维含量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纺织品上混合纤维的定性和定量
分析的标准测试方法常用的有显微镜观察、纤维截面的测定、折射率测定、燃烧试验、密度以及溶解
试验等。由于不同纤维可能具有非常相似的外观和物理性能，这就需要有经验的分析人员对这些相似
的试验结果加以判断。普通的溶解试验方法可以鉴别纤维基团，能方便地用来分析一些纺织品材料，
如含有其他纤维的醋酸酯纤维，或含有天然纤维或黏胶的尼龙。 如果测试纺织品的组分未知，或含有
两种以上组分时，在进行溶解试验前，将纤维分类并不容易。在此介绍一种基于普通纤维含量测试方
法的系统分析方法。该系统分析方法利用纤维在不同溶剂和化学品中的溶解性能不同，组成一系列溶
解试验，必要时，再辅以其他的方法。该系统分析方法的优点和可行性，已经过许多实验室使用予以
佐证。其主要优点有：可同时获得定性和定量的结果；在分析未知多组分纤维纺织品时，不会忽略遗
漏任何一种纤维组分（如在进行聚酯／棉混纺纤维纺织品的定量分析时，往往会发现第三组分）；试
验易于操作和分析。

Page 9



《纺织品贸易检测精讲》

精彩短评

1、内容挺多，就是简单了点！

Page 10



《纺织品贸易检测精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