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纺织物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纺织物理>>

13位ISBN编号：9787811115253

10位ISBN编号：7811115255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东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于伟东，储才元 著

页数：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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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纺织物理>>

前言

　　20世纪中，纺织材料在诸多方面有了飞速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构成纺织材料基础的纤维及其加
工方法的不断进步，而且表现在纤维制品及其用途的迅猛扩展。
　　作为纤维材料本身，从原来的天然纤维的再生利用和一般合成纤维，到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纤维
改性处理，差别化、功能化和高性能纤维的开发与应用，甚至近年来的智能化和仿生学纤维材料的研
制，使人们原来概念中的纤维及其应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为纤维制品的加工，由原来传统的纺纱织布，发展到结构和复合纺纱加工、成网固着的非织造
加工、复合层叠和三维编织的特殊复合材料，以及无污染、无破坏的清洁化纺、织、染、整加工处理
，使纺织材料的用途和在应用领域所占的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
纺织材料的概念绝非仅限于以往的穿衣问题，而是各种工程和技术用、装饰和防护用、医用乃至人体
器官用材料以及航天、航空、运输和动力传递器械与构件等的基本或直接用材。
　　相应地，人们对纤维及其制品的结构、性质、成形及其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和研究，也有了诸多进
展和突破，并成为纺织材料工业和技术发展的支柱与基础。
　　《纺织物理》是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自1982年以来，一直采用《纺织
物理》讲义。
由于原有的讲义大都为外文专著和文献资料的组合，给研究生专业基础教学和学习带来许多不便。
该课程经过近二十年的教学实践与积累，教学内容已与原讲义有很大的差异。
为此，作者在集众多文献、专著、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纺织材料结构和物理性能的
系统介绍与描述。
重点对纤维结构理论及发展，纤维各项物理性质和表面性质，纱线结构理论和性质，织物结构、织物
手感风格与织物结构和性质的关系，织物的舒适性的基本概念和内容等进行了详细地阐述。
并在各章提供参考文献（按正文中的编号直接索引）和列出可供进一步阅读的一般参考书。
　　本书的目的有二：一是使学生能了解纺织材料的结构、性能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掌握相应
的实用分析方法；一是克服以往系统阅读和理解的不便，使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精读自学。
尤其是在授课时数较少的情况下（36～54学时），作者编著此书的第二目的显得更为重要。
　　在实际授课中，应合理运用和讲授本书的内容。
若以54学时讲授为基本要求，建议：第一～三章17学时，第四～七章18学时，第八，九章10学时，第
十～十二章12学时。
36学时讲授，则建议：第一章4学时，第二章2学时，第三章4学时，第四～七章各3学时，第八、九章6
学时，第十～十二章8学时。
其中共性疑难问题可穿插在课堂教学中解决，但学生的自学时间必须保证在36学时以上。
　　全书共分12章，第一、四、五、七、八、十章和第六章第二节、第十二章第四节由于伟东执笔；
第二、三、九、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前三节由储才元执笔；第六章的第一、四、五节由俞建勇执笔，第
三节由于伟东和俞建勇共同完成。
全书由于伟东和储才元统稿完成。
　　全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同事和老师的帮助，并得到东华大
学研究生部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严灏景教授对本书进行了全面地审阅，提出了建议，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可能存在不足或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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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纺织物理（第2版）》系统地介绍了纺织纤维的微细结构及其理论，纤维的吸放湿、力学、电
学、光学、声学、热学、表面性质和纤维弱节特征及其与纤维结构间的关系；纱线的几何结构，纤维
集合体的结构理论及其力学行为；织物结构与性能，织物风格和舒适性的基本概念与表征方法。
全书共分12章，内容不仅涉及纺织材料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的经典理论与阐述，而且引入了许多近代和
现代的观点和应用实例。
　　《纺织物理（第2版）》为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教材，并可作为纤维科学和高分子材
料专业的参考用书，亦可供本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教师、研究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自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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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储才元，教授，博士生导师。
1937年生，江苏武进人。
华东纺织工学院纺织材料专业研究生毕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会员。
长期从事纺织材料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讲硕士研究生的“纺织物理”、“纤维集合体结构力学”、“Textile Physics”等课程。
编有《纤维力学》、《纱布力学》、《纺织物理（英文版）》等讲义，参加《纺织材料实验教程》的
部分编写和《辞海》、《大辞海》的“天然纤维与测试”词目、《大百科全书》的“天然纤维、纱线
”词目的编写工作。
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的科研项目。
先后在国内外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10余篇，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120余篇。
　　于伟东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6年生于浙江定海，山东莱阳人。
英国UMIST材料科学中心访问学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理学博士。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会员，全国纺织品标准化委员会委员，Textile Res.J.编委会委员。
一直从事纤维及其集合体结构与性质、纤维表面与复合材料界面表征、等离子体技术、防护材料和智
能纤维材料等研究。
在国内外杂志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400余篇，专利70余项，多年从事研究生“纺织物理”、“纺
织应用技术物理”、“Textile MaterialScience”、“Textile Physics’等课程的教学。
主编《纺织材料学》，参编《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纺织材料实验教程》、《纤维材料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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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纤维的结构第一节 纤维结构理论一、缨状微胞理论二、缨状原纤理论三、折叠链片晶理论四
、纤维结构的其他理论五、纤维的弱节结构理论第二节 纺织纤维结构特征与表征一、纺织纤维结构的
一般特征二、纤维结构的表征三、纤维弱节结构的表征第三节 常用纤维的实际结构一、天然纤维素纤
维二、天然蛋白质纤维三、人造纤维四、合成纤维五、弹性纤维第四节 特种纤维结构一般概述一、聚
合物共混体纤维结构二、聚四氟乙烯纤维结构三、碳纤维的结构四、液晶及芳纶高聚物的结构五、功
能化及差别化纤维的结构一般参考书参考文献第二章 纤维的吸湿性第一节 纤维的吸湿平衡一、纤维
吸湿与时间的关系二、纤维的吸湿指标和测试方法三、纤维回潮率与相对湿度间的关系第二节 纤维的
吸湿热一、吸湿热指标二、影响纤维吸湿热的因素三、纤维吸湿热的测试方法第三节 纤维材料的吸湿
速率一、纤维吸湿的水分子扩散方程及其近似解二、影响纤维材料吸湿平衡速率的主要因素第四节 吸
湿与纤维性能间的关系一、对质量的影响二、吸湿膨胀三、对纤维密度的影响四、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五、对热、光、电学性能的影响第五节 纤维的吸湿机理与理论一、纤维材料的吸湿机理二、环境对纤
维吸湿性的影响三、吸湿理论四、亲水性合成纤维一般参考书参考文献第三章 纤维的力学性质第一节
纤维的拉伸性质一、拉伸曲线及拉伸性质指标二、纤维代表性拉伸曲线及其绘制三、纤维结构对力学
性能的影响四、提高纤维强伸性能的途径五、纤维结构不匀对拉伸性能的影响第二节 纺织纤维的粘弹
性力学性质一、纤维的粘、弹性力学现象及其分子解释二、线性粘弹性力学模型(线性粘弹性的微分表
达式)三、线性粘弹性行为的积分表达式——玻尔兹曼叠加原理四、纤维的动态力学性质五、线性粘弹
性函数间的数学关系六、非线性粘弹性及其力学模型第三节 粘弹性能的测量及其应用一、纤维粘弹性
的测试方法二、纤维粘弹性测量的应用第四节 纤维的弹性模量和回弹性一、虎克弹性二、橡胶弹性三
、纺织纤维的弹性模量四、纤维的回弹性第五节 纤维的断裂与疲劳破坏一、纤维的强力和断裂特征二
、纤维的疲劳破坏第六节 纤维的其他力学性质一、冲击性能二、纤维的力学各向异性三、纤维的弯曲
、扭转和压缩性能一般参考书参考文献第四章 纤维的电学性质第一节 纤维的导电性一、纤维的导电
机理二、影响纤维导电性的因素三、纤维导电性的测量与表征第二节 纤维的介电性能一、介电常数二
、介电损耗与介电松弛现象三、影响介电常数的因素四、介电击穿性第三节 纤维的静电性质一、静电
现象二、静电产生的原因三、电荷散逸的途径与静电消除四、纤维及其制品的静电性质的表征第四节 
导电高聚物的导电性质一、导电高分子及其理论的产生与进展二、本征型导电高分子的导电载流子与
机制三、导电高分子的导电模型一般参考书参考文献第五章 纤维的光学和声学性质第一节 纤维的反
射与折射性质一、光与纤维二、纤维的折射率三、纤维的反射与光泽四、纤维的散射与不透明第二节 
纤维的双折射与测量一、纤维的双折射及其现象二、影响纤维双折射值的因素三、纤维双折射的测量
第三节 纤维对光的吸收及光老化一、纤维对光的吸收二、纤维的光致发光现象三、纤维的光降解和光
老化第四节 红外光谱与红外二色性一、红外光谱技术的一般概念与应用二、纤维结晶性的表征三、纤
维的取向度表征及红外二色性四、纤维表面结构与性质的红外表征第五节 纤维的声学性质概述一、声
波与纤维的作用二、声波在纤维中的传播速度三、纤维对声波的吸收四、超声和纤维隔音材料的应用
一般参考书参考文献第六章 纤维的热学性质第一节 纤维的热力学状态与性质一、纤维的热力学状态
与转变二、纤维高聚物的玻璃化转变三、纤维高聚物的多重转变第二节 纤维的导热性质一、物质的热
传导二、热传导方程与热阻三、导热机理与表达四、纤维材料的热传导机理第三节 纤维的燃烧性质一
、纤维的燃烧性二、纤维的热裂解和燃烧过程三、纤维燃烧性的测量与表征四、影响纤维燃烧性能的
因素与阻燃第四节 纤维的热分析技术一、热分析技术概述二、差热分析和差示扫描量热法三、静态和
动态热机械分析法四、热重分析法第五节 纤维的热定形⋯⋯第七章 纤维的表面性质第八章 纱线的几
何结构第九章 纱线的力学性质第十章 织物的结构与性能第十一章 织物的风格第十二章 织物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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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棉纤维。
这些结果说明，圆形截面的纤维，其相互间的接触概率较高，有效作用也强。
因此.形态主要影响摩擦中的接触面积。
　　纤维的卷曲主要影响纤维间的排列，即会导致纤维间的纠缠。
纤维的卷曲一方面会使纤维的分离、开松和梳理变得容易，纤维网中的集聚纤维束大都是由无卷曲的
纤维集合而成。
另一方面，纤维的卷曲会使纤维网更具有弹性和均匀性，因为卷曲的纤维容易相互嵌合形成整体。
纤维卷曲产生的抱合力会使纤维条的牵伸变得稳定，但牵伸作用力需较大。
　　纤维具有的卷曲在纺织加工中会逐渐减少，这会影响纱线和织物的蓬松性，以及低应力下的弹性
。
无卷曲的纤维在多道的纺织梳理中也会变得有些卷曲或弯钩。
　　卷曲的作用不仅提供给纤维摩擦作用中的抱合力，而且对纤维摩擦中的锁结作用影响很大，相当
于粗糙表面的作用。
其主要的宏观表现是当正压力为零时的摩擦作用。
卷曲的这种缠绕作用与纤维表面性状关系较小，而主要取决于纤维的宏观力学行为，如纤维的拉伸和
弯曲性能，尤其是低应力下的这些性质。
　　二、摩擦机理　　摩擦是指两物体间接触并发生或将要发生相对滑移时的现象。
从微观力学角度来说，是两物质接触面分子问的相互作用，在切向外力作用下产生剪切和分离的过程
。
显然，当两物质接触面积越大，两接触面靠得越近，这种分子间的作用就越多、越强。
要达到这种接触，即分子间的有效作用，两接触物的表面须平整光滑，而且两物质的接触压力（正压
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两物质发生相对滑移时，这种分子问的抗剪切作用越强，分离所需的能量也就越大，物质的相对滑
移也就越困难。
显然，这种滑移所需的能量与分子间的粘附功（或称结合能）有关，即与接触物质的固有性质有关。
而分子间相互作用的解脱是一个弛豫过程，即与外力作用时间有关，故摩擦作用的大小又与相对滑移
速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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