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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根据涤纶原丝EYS1. 5(倍半伸长率)的定义,提出一种使用 XQ -1强伸仪测试

涤纶原丝 EYS1. 5的方法,并对该方法的准确性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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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纺丝成形的初生纤维, 强力都很低,伸长都

很大,结构很不稳定,远不符合纺织加工的要求。因

此初生纤维必须通过一系列后加工,才能具有优良

的使用性能。在初生纤维的后加工工艺中, 最重要的

两个工序就是拉伸和热定型。而初生纤维的分子结

构排列情况及其取向度等对拉伸工序的工艺条件起

重要的决定作用, 为了取得最佳的拉伸工艺条件,必

须对初生纤维在拉伸线上的形变行为、纤维在拉伸

过程中结构与性能的变化有系统的了解。目前, 我厂

一般采用测试原丝(即初生纤维)的 EYS1. 5 的方

法,来反映纤维分子排列和取向,决定产品质量和纺

丝条件的变动。

测试原丝 EYS1. 5的方法一直采用仪征化纤企

业标准 QJ/ YH08. 4006- 89“涤纶原丝倍半伸长率

( EYS1. 5)测定方法”, 测试仪器为 YG001A 强力

仪。仪器预夹持距离为 20 mm, 夹取纤维两端, 使其

拉伸,记录仪同时以一定的速度记下拉伸曲线, 拉至

伸长大于倍半伸长,关掉主机, 在拉伸曲线上作图,

量取拉伸长度,再根据公式计算出倍半伸长率。步骤

较烦琐,而且在图上准确确定其屈服点应力的方法

一直没有统一,存在着系统误差。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不断有新的仪器问世,现在我厂的 YG001A 强

力仪已全部淘汰, 现在测试纤维强伸度全部采用

XQ -1型强伸仪, 该仪器记录仪无法与拉伸同步,记

录仪的走纸速度无法确定,因此无法采用原企标中

规定的方法测试原丝的 EYS1. 5。因此有必要研究

在 XQ -1上测试原丝 EYS1. 5的方法。

1　实验方法

1. 1　实验方法的理论依据

原丝的EYS1. 5就是纤维原丝以一定的隔距和

一定的拉伸速度在等速伸长型强力仪上拉伸, 当应

力为原丝屈服点的应力的 1. 5倍时原丝的应变。

本实验方法正是根据以上的定义进行测试的。

1. 2　实验步骤

1. 2. 1　仪器及工具

XQ-1纤维强伸仪;

黑色绒板及镊子、剪刀各一把。

1. 2. 2　试验条件

下夹持器下降速度: 60 mm/ m in;

速度倍率: 1;

夹持距离: 20 mm;

预加张力: 0. 004 4 cN / dtex;

试验次数的确定:置信概率取 P= 95%, 保证误

差率 E= ±4%,该试验的 CV 值一般在 5%以下, 因

此据公式 N = ( t×CV / E)
2 得出 N = 6. 01,因 N 取

10次即可满足试验要求。

1. 2. 3　试验步骤

从原丝样中剪取 40 mm 左右的丝束均匀铺开

置于绒板上待测。

检查仪器各项参数是否正确,对任何错误必须

55
第 15 卷 第 1期

Vo l. 15　No. 1

合 成 技 术 及 应 用

SYNT HET IC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收稿日期: 1998- 12- 10

作者简介:李荷( 1946- ) ,女,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复旦大学

化学系,长期从事聚酯生产分析检验工作。



修改。

用张力夹从准备好的试样中随机夹取一根纤维

的一端,另一端用镊子夹住,轻轻放于上下夹持器的

中部, 按“自动”键两次,即可开始自动拉伸, 当负荷

显示器负荷出现第一次平台时, 记下此时的负荷值

F 1, 并算出 F 1的 1. 5倍值 F 2, 当负荷值达到 F 2时,

按“停止”键, 记下伸长值,此时的伸长值即为原丝的

倍半伸长率(即 EYS1. 5) , 按“上升”键,使下夹持器

回到初始位置。如此重复试验直至达到试验要求。

试验结束后关闭主机、气泵、记录仪, 并及时做

好仪器使用记录。

最终结果以 10次试验的平均值计算, 计算到小

数点后一位小数, 修约至整数位。

2　方法论证

2. 1　方法准确性的论证

为了验证方法的正确性, 我们分别用原方法与

现在的方法测试 10个样品,实验结果如表 1

两种方法样品测试结果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YG001A 185 186 195 194 178 201 194 185 192 195

XQ-1 195 194 194 192 176 185 186 196 187 193

　　对结果进行统计检验:

N 1= N 2= 10, X 1= 190. 5, S1
2
= 46. 055; X 2=

189. 8, S 2
2= 39. 066

1)先用 F 检验法检验 S 1
2、S2

2 两方差是否一

致:

F= S1
2/ S 2

2= 46. 055/ 39. 066= 1. 15

查附表: F0. 05 ( 9, 9) = 3. 18, F< F 0. 05( 9, 9)

两方差S 1
2和 S 2

2是一致的

2)建立统计假设 H0: U1= U2

3)取 = 0. 05

4)计算统计量 t值:

t =
X 1 - X 2

( n1 - 1) s21 + ( n2 - 1) s22
n1 + n2 - 2 (

1
n1

+
1
n2

)

=
190. 5 - 189. 81

9× 46. 055 + 9× 39. 066
10 + 10 - 2

× (
1
10

+
1
10

)

= 0. 24

　　5)查附表 t ( 18) = 2. 10(双侧检验)

6)作统计结论 t= 0. 24< t ( 18)接受 H0

在显著水平 = 0. 05下, 两种测试方法无显著

性差异。

3　结　论

根据以上的实验论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经过

统计检验可以看出采用 XQ-1 测试涤纶原丝的

EYS1. 5与按原仪化企标中规定测试的结果无显著

差异,而且采用 XQ -1测试比原方法简便易行。目前

我们已将此法运用于实际的生产测试, 操作人员反

映良好,同时在仪化公司修改企标时,已将此方法列

入其中,作为正式测试涤纶原丝 EYS1. 5的方法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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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caion of Polyacrylonitrile Fibre

ZHANG W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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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latest r esearch results of modification of poly( acrylonit rile) fibre involving

flame-r etardant , w et tability, anti-pilling and anti-stat ic technolog y w ere co llected. In addit ion, domest ic

situat ion of modificat ion of PAN fibr e w as rev iew ed and some suggest ions on act ive developing modif ied

PAN fibre w ith high add-value w ere put fo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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