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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简介



主要内容

一、热湿调控纤维

二、刺激响应变色纤维

三、高性能纤维

四、杀菌抗病毒纤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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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湿调控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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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管理 —身体平均温度 vs环境温度

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下，人体的热容量调整范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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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性能及应用

中石化仪征化纤千吨级生产线

 高效光热转换发热聚酯纤维

光热 中空

一、热湿调控纤维

国际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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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光热转换发热聚酯纤维

测试条件：人体红外辐射（远红外），Fluke红外成像仪，织物紧贴手臂

◆ 模拟人体着衣环境，光热转换纤维显示了较好的保温性能。

一、热湿调控纤维



夏日、冬日用调温纤维机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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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缓升温及降温的速率，起

到调温作用及保温效果。

发热相变双组份复合纤维

 调温聚酯纤维一、热湿调控纤维



(a)含羞草受到触碰刺激后叶片闭合动态过程 (b) 促动器受到湿气刺激后的动态响应过程(c) 含羞草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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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湿调控纤维 具有热湿舒适性调控功能的复合聚酯纤维及织物



一、热湿调控纤维  具有热湿舒适性调控功能的复合聚酯纤维及织物

优异的热湿调节功能

低湿度
低透气率

高湿度
高透气率



主要内容

一、热湿调控纤维

二、刺激响应变色纤维

三、高性能纤维

四、杀菌抗病毒纤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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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变色

纤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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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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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防伪标签

应力传感

◆ 用途广泛

◆ 易加工

◆ 结构易调节

◆ 易功能化

聚酯、尼龙材料的结构功能化、功能多样化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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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刺激响应变色纤维



 聚酯及尼龙复合纤维（分子设计 结构模拟 切片 纺丝）

二、刺激响应变色纤维  光敏变色聚酯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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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颜色与紫外光照射时间的关系图（螺吡喃衍生物添加量为0.1%）

◆ 紫外光敏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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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新型变色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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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irradiation time in darkroom (λ=365 nm)

Under room light

光敏变色纳米纤维膜

二、刺激响应变色纤维  光敏变色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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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酯纤维

紫外
光照

聚酯复合纤维的SEM图

二、刺激响应变色纤维  光敏变色

 光敏变色低熔点尼龙纤维

UV



热敏变色材料是由于变色体能引起内部结构的变化，从而

导致颜色的改变，颜色的改变可以从有到无，也可从无到有，

可以单种颜色的改变也可以是多种颜色的变化。

体温检测服装

纤维内部填充热敏变色剂

Alexander Wang 2014 秋冬系列变色服装

热敏变色微胶囊涂于纤维表面

制备方法

 热敏变色

热敏变色低熔点PET纤维

二、刺激响应变色纤维



结构色变色纤维：纤维在外力作用下，内部
的球形纳米粒子之间的距离会发生动态改变，
对光线散射度不同，从而产生不同颜色变化。

二、刺激响应变色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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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efore UV irradiation; (b) after UV irradiation

◆ 超灵敏、实时响应



主要内容

一、热湿调控纤维

二、刺激响应变色纤维

三、高性能纤维

四、杀菌抗病毒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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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杀菌抗病毒纤维

◼ 原创了熔体自由基接枝共聚实现聚烯烃纤维材料功能化的新方法

针对疏水和化学惰性的聚烯烃纤维材料难以功能化的难题，设计了引发剂和功能单体的结构，发明

了熔体自由基接枝共聚实现功能化的新方法，突破了单体接枝率低、聚烯烃加工性能与机械性能下降等

制约其功能化的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