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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纤维纺丝工艺与质量控制》是按照《高分子材料培养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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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应用型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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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全国统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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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下册，重点介绍了聚酯纤维、聚酰胺纤维、聚烯烃类纤维等常见熔纺品种
的工艺流程、生产工艺参数的制定与质量控制，并系统阐述了POY、FDY、HOY、DTY等高速纺丝工
艺的质量控制，对目前发展较快的纺熔法非织造材料的生产工艺与质量控制以及熔纺纤维的改性也做
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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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当今化学纤维行业的发展。
为便于教学，适应企业培训和技术人员自学，书中还安排了思考题及答案。
本书可供大专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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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由辛长征主编，王延伟、杨东洁副主编。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辛长征（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三节～第五节），王延伟（第二章第六节～第
八节），杨东洁（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宋会芬（第四章），杨秀琴（第三章），迟长龙（第二
章第一节，第七章），李喜亮（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
全书由辛长征统稿，王延伟、杨东洁分工修改。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使用本书的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对参与本书编写和为本书编写做出贡献的人员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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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纤维纺丝工艺与质量控制》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共分上、下两册，本书为下册。
书中系统地介绍了聚酯纤维、聚酰胺纤维、聚丙烯纤维、纺熔法非织造材料的生产工艺与质量控制、
高速纺丝工艺与质量控制以及熔纺纤维的改性等内容。
    本书为高职高专高分子材料加工工艺学、化学纤维工艺学、聚合物挤压成网非织造材料生产技术等
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化学纤维、织造材料生产的技术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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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造材料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三、纺熔法非织造材料生产的工艺流程  第二节 纺熔法非织造材料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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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红外纤维  复习指导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思考题答案及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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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调整产品结构，增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在调整产品结构方面，要依照生产成
本最经济原则和产品市场稳健性原则，相对提高聚酯生产企业的抽丝比例和长短丝比例。
在开发聚酯纤维新品种方面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效益问题，品种多少不是目的，关键是通过开
发聚酯纤维新品种把现有的和潜在的市场打开，提高销量和售价；二是把握国内外市场对特殊纤维品
种的需求量，恰当估计市场前景。
3.优化资本结构，减轻企业负担根据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资产重组、减员增效等政策，抓紧债转股以及
分离、分流、减员增效等工作力度，使企业轻装上阵。
4.在发展中调整产品结构、治散治乱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考虑，国内聚酯及其聚酯纤维产品的生产，无
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因此，要以竞争力水平为标准，借鉴国际聚酯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聚酯及其长丝、短纤生产能力
的适当发展中，加大结构调整措施的力度，用增量调存量。
但要特别注意，切不可再走一哄而起、散乱布局、盲目发展的老路。
5.加快聚酯原料工业的建设聚酯原料的发展也是聚酯工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
对聚酯原料PTA、EG的发展也必须进行通盘考虑。
鉴于国内市场PTA、EG缺口很大，已经影响到聚酯纤维工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当前主要是抓紧规模
性PTA的生产项目，提高EG的自主生产能力，减少国内合成纤维原料缺口，为聚酯及其纤维工业的发
展创造比较好的原料供给条件。
六、聚酯纤维新品种的发展趋势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合成纤维尤其聚酯纤维的产量快速增长，
但在性能和功能上还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人们开发了一大批差别化、功能化及高性能的合成纤维。
目前，国外差别化及功能化聚酯纤维的开发有较大进展，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新合纤
（Ahingosen），摆脱了模仿天然纤维的时代走向目前的“超真”的“新新合纤”阶段，在聚酯纤维方
面如超膨松性纤维、超悬垂性纤维、超柔软性纤维、香味纤维、防辐射纤维等；美国近期发展合纤的
品种主要是弹性纤维（Elasticfibers）、工业用丝、地毯和非织造材料（Non-WOven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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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纤维纺丝工艺与质量控制(下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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