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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纤维纺丝工艺与质量控制》是按照《培养规格》的要求，在对高分子材料（化学纤维方向）专业的
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体系改革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充分吸取高职高专和成人高等
学校在探索培养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教学成果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充分体现了
高等职业教育的应用特色和能力本位，调整了新世纪人才必须具备的文化基础和技术基础，突出了人
才的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为全国统编“十一五”规划教材，供高职高专高分子材料专业（化学纤维方向）高年级学生学习专业
课时使用。
共分为上，下两册，本书为上册，重点介绍了溶液纺丝品种（黏胶纤维、腈纶、维纶、氨纶）的原材
料性能、工艺特点、原理分析、工艺控制条件分析、生产设备类型及配置、常见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法
等。
在每章的最后介绍了当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帮助读者开阔视野。
并且还介绍了化学纤维的主要性能指标、化学纤维成型原理、拉伸原理和热定型原理。
本书的编写原则为实用性、先进性相结合，特别强调可操作性。
为便于教学，适应企业培训和技术人员自学，在书中还安排了思考题及答案。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有关企业、设计院所的相关教师、学生、企业研究应用与制造人员、分析测试
人员阅读。
本书由杨东洁主编，辛长征副主编。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伏宏彬（第一章第一节—第三节），伯燕（第一章第四节），辛长征（第二章、第
三章），叶建军（第四章第一节），杨东洁（第四章第二节—第八节、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刘晓华（第五章）。
全书由杨东洁统稿，辛长征分工修改。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缺点和错误，恳请使用本书的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对本书中列出资料的作者以及尚未列入资料的作者表示感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纤维纺丝工艺与质量控制（上册）>>

内容概要

　　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共分上、下两册，《纤维纺丝工艺与质量控制（上册）》
为上册。
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化学纤维的主要性能指标、化学纤维成型原理、化学纤维拉伸和热定型原理；黏胶
纤维、聚丙烯腈纤维（腈纶）、聚乙烯醇缩醛纤维（维纶）、聚氨酯弹性纤维（氨纶）的生产工艺及
质量控制；新型化学纤维的性能及生产。
　　《纤维纺丝工艺与质量控制（上册）》为高职高专高分子材料加工工艺学或化学纤维工艺学课程
的教材，也可供从事化学纤维生产的技术人员、制造人员、分析测试人员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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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原料第四节　黏胶的制备一、黏胶制备基本过程、方法及工艺流程二、浆粕的准备三、碱纤维素的
制备四、碱纤维素的老成五、纤维素黄原酸酯的制备六、纤维素黄原酸酯的溶解七、黏胶的纺前准备
八、碱站九、黏胶原液制造前沿技术第五节　黏胶纤维的纺丝成型一、黏胶纤维纺丝工艺流程二、黏
胶纤维的成型原理三、黏胶纤维纺丝工艺控制四、黏胶纤维的纺丝设备五、二硫化碳回收六、酸站第
六节　黏胶纤维后处理一、黏胶短纤维的后处理二、黏胶长丝的后处理及纺织准备第七节　黏胶纤维
的质量控制一、原液工段质量控制二、纺丝工段质量控制三、后处理工段质量控制四、成品纤维质量
控制第八节　黏胶纤维新品种及加工一、黏胶玻璃纸二、负离子功能黏胶纤维三、黏胶长丝连续纺丝
复习指导思考题参考文献第五章　聚丙烯腈纤维生产及质量控制第一节概述一、聚丙烯腈纤维工业发
展史二、聚丙烯腈纤维生产工艺路线三、聚丙烯腈纤维的用途第二节　聚丙烯腈纤维生产用原料一、
丙烯腈二、第二单体三、第三单体四、溶剂五、引发剂六、浅色剂七、相对分子质量调节剂八、萃取
剂九、碳酸钡十、草酸钾钛十一、油剂、抗静电剂第三节　聚丙烯腈的合成一、均相溶液聚合二、水
相沉淀聚合第四节　聚丙烯腈纺丝原液的制备及其性质一、纺丝原液的制备⋯⋯第六章　聚乙烯醇缩
醛纤维生产及质量控制第七章　聚氨酯弹性纤维生间及质量控制第八章　新型化学纤维的性能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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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概论纤维（Fibre）是一种柔软而细长的物质，其长度与直径之比至少为10：1，其截面
积小于0.05mm2。
对于供纺织用的纤维，其长度与直径之比一般大于1000：1。
在纺织纤维中，一类是天然纤维（Natural fibre），如棉、麻、羊毛、蚕丝等；另一类为化学纤维
（Chemieal fibre）。
化学纤维是指用天然的或合成的高聚物为原料，经过化学方法和机械加工制成的纤维。
化学纤维的问世使纺织工业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过100多年的历程，今天的化学纤维无论是产量
、品种，还是性能与使用领域都已超过了天然纤维，而且化学纤维生产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
新材料、新品种、新性能不断涌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
第一节 化学纤维的分类与命名一、化学纤维的分类化学纤维的种类繁多，分类方法也有很多种，根据
原料来源、形态结构、纤维制造方法、单根纤维内的组成和纤维性能差别等分类如下。
（一）按原料来源分类按照原料来源，化学纤维分为再生纤维（Regenerated fibre）和合成纤维
（Synthetic fibre）两类。
1．再生纤维再生纤维也称人造纤维，是利用天然聚合物或失去纺织加工价值的纤维原料经过一系列
化学处理和机械加工而制得的纤维。
其纤维的化学组成与原高聚物基本相同，包括再生纤维素纤维（Regenerated cellulose fibre）（如黏胶纤
维、铜氨纤维）、再生蛋白质纤维（Regen-erated protein fibre）（如大豆蛋白纤维、花生蛋白纤维）、
再生无机纤维（如玻璃纤维、金属纤维）和再生有机纤维（如甲壳素纤维、海藻胶纤维）。
2．合成纤维合成纤维是以石油、煤、石灰石、天然气、食盐、空气、水以及某些农副产品等天然低
分子化合物为原料，经化学合成和加工制得的纤维。
常见的合成纤维有七大类品种：聚酯纤维（涤纶）、聚酰胺纤维（锦纶）、聚丙烯腈纤维（腈纶）、
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维纶）、聚丙烯纤维（丙纶）、聚氯乙烯纤维（氯纶）和聚氨酯弹性纤维（氨
纶）。
图1—1列出纺织纤维分类及其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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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纤维纺丝工艺与质量控制(上册)》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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