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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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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

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及其制造方法，属于纺织技术

领域。本发明以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作为外层织

物和间隔纱，玄武岩纤维属于无机纤维，极限氧

指数大于68，热导率在25℃时为0.04W/m℃，阻燃

和隔热性能良好，能够提高三维间隔机织物的阻

燃隔热性能；同时利用三维间隔机织物的特殊结

构(存在空气层，具有很好的透气性和抗压缩性)

提高织物的隔热性能；以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

纱线织物作为三维间隔机织物的内层织物，舒适

性优良，能够提高织物的舒适性，本发明利用三

维间隔机织物的特殊结构、玄武岩纤维的阻燃隔

热性能与阻燃腈纶‑棉纤维纱线的舒适性，使织

物同时具备良好的隔热性、舒适性和阻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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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包括外层织物、间隔纱和内层织

物，所述间隔纱同时与所述外层织物的表层和内层织物的表层交织；所述外层织物和间隔

纱为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所述内层织物为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织物；所述内层织物

为双层板状组织，所述间隔纱与内层织物交织的玄武岩纱线包裹于双层板状组织内；

所述间隔纱相互之间的间隔距离为4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其特征在于，所

述外层织物为平纹组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其特征在于，所

述外层织物的经密为33/10cm，纬密为120/1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其特征在于，所

述内层织物的经密为66/10cm，纬密为240/1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其特征在于，所

述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克重为1402.71g/m2。

6.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制造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按照外层织物和间隔纱为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内层织物为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

线织物，绘制上机图，将所得上机图输入SGA598型全自动剑杆织样机的控制台中，然后将所

述外层织物和内层织物对应的纱线进行穿综后，织造，得到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

间隔机织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进行所述穿棕前，将所述阻燃腈纶‑棉

纤维混纺纱线织物所用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进行并捻，所述并捻的条件为：捻线号数为

30.00Tex，捻度为18.26捻/10cm，锭速为1771转/分，出条速度为10.00米/分钟。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GA598型全自动剑杆织样机的工

作气压为0.4～0.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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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及其制造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

织物及其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隔热用织物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如军事、消防、航天、航空、工业和民用等。有关

隔热用织物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在这些研究中，所用材料通常有芳纶1313纤维、三

聚氰胺纤维、玻璃纤维、visil纤维、涂层碳纤维和聚丙烯腈预氧化纤维等高性能纤维，涉及

多种织物结构，其中包括经编双针床间隔织物、涂层织物和接结组织等。

[0003] 织物是纱线或纤维的集合体，纱线或纤维间存在大量空气，因此热量在织物中的

传递同时受到纱线/纤维和空气性质的影响。对单纯织物来讲，其热传递过程包括通过纱线

或纤维、空气的热传导，纱线或纤维间空隙的热对流和热辐射。但由于构成织物的纱线之

间、纤维之间的孔隙较小，对一般织物来说，热传导在织物传热过程中的作用大于热对流和

热辐射。在没有明显风力的环境中，织物内部空气层可近似看作是静止状态，由于静止空气

导热系数小于一般的纤维材料，因此静止空气层的增加可以提升织物的隔热性能。然而，现

有阻燃隔热织物的阻燃隔热性能有待提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及其制造

方法，所述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具有优异的阻燃隔热性能和舒适性。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包括外层织物、间

隔纱和内层织物，所述间隔纱同时与所述外层织物的表层和内层织物的表层交织；所述外

层织物和间隔纱为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所述内层织物为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织物。

[0007] 优选的，所述外层织物为平纹组织。

[0008] 优选的，所述内层织物为双层板状组织，所述间隔纱与内层织物交织的玄武岩纱

线包裹于双层板状组织内。

[0009] 优选的，所述间隔纱相互之间的间隔距离为4mm。

[0010] 优选的，所述外层织物的经密为33/10cm，纬密为120/10cm。

[0011] 优选的，所述内层织物的经密为66/10cm，纬密为240/10cm。

[0012] 优选的，所述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克重为1402.71g/m2。

[0013] 本发明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制

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按照外层织物和间隔纱为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内层织物为阻燃腈纶‑棉纤维混

纺纱线织物，绘制上机图，将所得上机图输入SGA598型全自动剑杆织样机的控制台中，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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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述外层织物和内层织物对应的纱线进行穿综后，织造，得到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

三维间隔机织物。

[0015] 优选的，进行所述穿棕前，将所述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织物所用阻燃腈纶‑

棉纤维混纺纱进行并捻，所述并捻的条件为：捻线号数为30.00Tex，捻度为18.26捻/10cm，

锭速为1771转/分，出条速度为10.00米/分钟。

[0016] 优选的，所述SGA598型全自动剑杆织样机的工作气压为0.4～0.6MPa。

[001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包括外层织物、间

隔纱和内层织物，所述间隔纱同时与所述外层织物的表层和内层织物的表层交织；所述外

层织物和间隔纱为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所述内层织物为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织物。

本发明以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作为外层织物和间隔纱，玄武岩纤维属于无机纤维，极限氧

指数大于68，热导率在25℃时为0.04W/m℃，阻燃和隔热性能良好，能够提高三维间隔机织

物的阻燃隔热性能；同时利用三维间隔机织物的特殊结构(存在空气层，具有很好的透气性

和抗压缩性)进一步提高织物的隔热性能；以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织物作为三维间隔

机织物的内层织物，舒适性优良，能够提高织物的舒适性，本发明利用三维间隔机织物的特

殊结构、玄武岩纤维的阻燃隔热性能与阻燃腈纶/棉纤维纱线的舒适性，使织物同时具备良

好的隔热性、舒适性和阻燃性。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透视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正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右视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穿综‑穿筘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纹版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组织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3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包

括外层织物、间隔纱和内层织物，所述间隔纱同时与所述外层织物的表层和内层织物的表

层交织；所述外层织物和间隔纱为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所述内层织物为阻燃腈纶‑棉纤维

混纺纱线织物。

[0025] 在本发明中，若无特殊说明，所需制备原料均为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市售商品。

[0026] 本发明提供的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包括外层织物，所述外

层织物为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所述外层织物优选为平纹组织，所述外层织物的经密优选

为33/10cm，纬密优选为120/10cm。

[0027] 本发明提供的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包括间隔纱，所述间隔

纱与所述外层织物的表层交织；所述间隔纱为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所述间隔纱相互之间

的间隔距离优选为4mm。本发明对所述外层织物与间隔纱交织的方式没有特殊的限定，按照

本领域熟知的三维间隔机织物的交织方式交织即可。

[0028] 本发明对所述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所用玄武岩纤维纱线的来源没有特殊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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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本领域熟知的市售商品即可；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玄武岩纤维纱线的规格为

240D，来源于山西晋投玄武岩开发有限公司。

[0029] 本发明提供的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包括内层织物，所述内

层织物为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织物；所述内层织物的表层与间隔纱交织。本发明对所

述内层织物的表层与间隔纱交织的方式没有特殊的限定，按照本领域熟知的三维间隔机织

物的交织方式交织即可。本发明对所述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织物所用阻燃腈纶‑棉纤

维混纺纱线的来源没有特殊的限定，选用本领域熟知的市售商品即可；在本发明的实施例

中，所述阻燃腈纶/棉混纺纱线的规格为40S，来源于恒丰纺织有限公司。

[0030] 在本发明中，所述内层织物的经密优选为66/10cm，纬密优选为240/10cm。在本发

明中，所述内层织物优选为双层板状组织，所述间隔纱与内层织物表面交织的玄武岩纱线

优选包裹于双层板状组织内，能够避免玄武岩纤维直接接触皮肤对皮肤产生刺激而影响穿

着舒适性。本发明对所述双层板状组织的具体结构和参数没有特殊的限定，选用本领域熟

知的双层板状组织即可。

[0031] 在本发明中，所述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克重优选为

1402.71g/m2。

[0032] 本发明的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是一种内部双层、外部单层，

中间有间隔纱支撑的间隔织物；内部的双层织物结构可以让玄武岩纱线被阻燃纤维完全包

裹，降低与人体接触时的不适感；外部单层纱线可以节约成本，降低织造难度，中间的间隔

纱使织物中间留有空气层，起到良好的阻燃隔热效果。

[0033] 本发明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制

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按照外层织物和间隔纱为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内层织物为阻燃腈纶‑棉纤维混

纺纱线织物，绘制上机图，将所得上机图输入SGA598型全自动剑杆织样机的控制台中，然后

将所述外层织物和内层织物对应的纱线进行穿综后，织造，得到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

三维间隔机织物。

[0035] 本发明对所述绘制上机图的过程没有特殊的限定，按照本领域熟知的过程绘制上

机图即可。在本发明中，所述上机图优选包括穿综图、穿筘图、纹版图和组织图；本发明对所

述穿综图、穿筘图、纹版图和组织图的具体设计方式没有特殊的限定，按照本领域熟知的三

维间隔机织物的设计方式设计上机图即可。

[0036]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上机图包括穿综图‑穿筘图(图4)、纹版图(图5)和组织

图(图6)，在图4中，认定同一根综丝上仅有一个“高位置”的综丝眼和一个“低位置”的综丝

眼；图4中■表示在一根综丝的高位置的综丝眼上引纱； 表示在一根综丝的低位置的综丝

眼上引纱。

[0037]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在所述纹版图(图5)中，■代表提综，且提综高度为1； 代

表不提综； 表示此处提综高度为2。在图5中，从左至右，第三页综框穿入垂纱，即经纱3为

垂纱，相邻两排垂纱间纬纱的根数，称之为“垂纱经向相间纱线数”，本发明优选可以根据需

要调整垂纱经向相间纱线数。

[0038] 本发明对将所得上机图输入SGA598型全自动剑杆织样机的控制台的过程没有特

殊的限定，按照本领域熟知的过程进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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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在本发明中，所述SGA598型全自动剑杆织样机的工作气压优选为0.4～0.6MPa，更

优选为0.5MPa。

[0040] 在本发明中，进行所述穿棕前，将所述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织物所用阻燃腈

纶‑棉纤维混纺纱进行并捻，所述并捻的条件优选为：捻线号数为30.00Tex，捻度为18.26

捻/10cm，锭速为1771转/分，出条速度为10.00米/分钟。本发明优选在Dstw‑01型数字式小

样并捻机上将四根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并为一根，然后将并捻后的纱线绕在砂架的

筒子上。本发明优选缠绕96筒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待进行穿综。

[0041] 在本发明中，进行所述穿综前，优选将所述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所用玄武岩纤维

纱线缠绕在纱架的筒子上。本发明优选将所述玄武岩纤维纱线缠绕48筒，待进行穿综。

[0042] 在本发明中，除了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边组织之外，所用

筒子架上优选按照“两个玄武岩纤维纱线筒、4个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筒”的规律摆放纱

筒，然后将纱筒上的纱线从对应的穿孔中引出。

[0043] 在本发明所述织造过程中，为了方便在外层织物和内层织物中间插入棒状物体，

优选在组织图(图6)中第19和第38梭设计提综状态：在织造过程中，每当综框处于这些状态

时，将棒状填充物置于提综时织物的开口内，使棒状填充物的长度方向与织物的纬纱平行，

而不进行引纬，下机后将全部棒状物抽出。本发明利用棒状物体将外层织物和内层织物撑

开，所述撑开的程度决定了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垂纱的高度。

[004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

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

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

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5] 实施例1

[0046] 本实施例所用原料的规格和来源：玄武岩纤维纱线，240D，山西晋投玄武岩开发有

限公司；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40S，恒丰纺织有限公司；

[0047] 所用机器：SGA598型全自动剑杆织样机，工作气压为0.5MPa；

[0048] 织造方法与流程：

[0049] (1)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的处理：在Dstw‑01型数字式小样并捻机上将四根

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并为一根，并捻机参数：捻线号数为30.00Tex，捻度为18.26捻/

10cm，锭速为1771转/分，出条速度为10.00米/分钟，将并捻后的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

绕在筒子上，共需绕96筒纱线，待进行穿综；

[0050] (2)玄武岩纤维纱线处理：将20m长的玄武岩纤维纱线缠绕在纱架的筒子上，本次

织造共绕48筒，待进行穿综。

[0051] (3)织物组织设计：外层的玄武岩纤维纱线织物为平纹组织，中间的间隔纱以玄武

岩纤维纱线作为垂纱，间隔纱间隔距离为4mm，内层的阻燃腈纶‑棉纤维混纺纱线织物为双

层板状织物。

[0052] (4)筒子架处理：除了边组织之外，筒子架上按照“两个玄武岩纱线筒、4个阻燃纤

维纱线筒”的规律摆放纱筒，然后将纱筒上的纱线从对应的穿孔中引出。

[0053] (5)上机图绘制：

[0054] 穿综图与穿筘图见图4，纹版图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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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①为简化说明，认定：同一根综丝上仅有一个“高位置”的综丝眼和一个“低位置”

的综丝眼。

[0056] ②在承认①的条件下，图4中■表示在一根综丝的高位置的综丝眼引纱； 表示在

一根综丝的低位置的综丝眼上引纱。

[0057] ③在图5中，■所表示的提综高度为1，提综符号 表示的提综高度为2， 代表不

提综。

[0058] ④组织图6中第19和38梭设计提综状态：在织造过程中，每当综框处于这些状态

时，将棒状填充物置于仅有的一个开口内，使棒状填充物的长度方向与纬纱平行，而不进行

引纬，下机后需要将全部棒状物抽出。

[0059] ⑤图5中，从左往右数第三页综框穿入的是垂纱，即经纱3为垂纱，组织中相邻两排

垂纱间有9根纬纱。

[0060] (6)织造

[0061] 将所得上机图输入SGA598型全自动剑杆织样机的控制台中，然后将筒子架上的纱

线按照设计好的穿综方法依次穿入综丝眼中，穿综完成后，进行织造，得到阻燃隔热玄武

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织造参数见表1。

[0062] 表1实施例1的织物结构参数

[0063]

[0064] 性能测试

[0065] 1)根据GB/T  5454‑1997《纺织品燃烧性能试验氧指数法》记载的方法，对实施例1

织造的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维三维间隔机织物进行阻燃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其极限氧

指数为50，属于难燃材料，具有优异的阻燃性能。

[0066] 2)采用YG606D型平板式织物保温仪测定实施例1织造的阻燃隔热玄武岩‑阻燃纤

维三维间隔机织物的隔热性能，参照GB/T  39074‑2020《纺织品隔热性能的检测和评价》进

行性能评价。

[0067] 为表征织物的隔热性能，设置对比试验：测试样品分为A、B两块。其中A为实施例1

织造的三维间隔织物；B为空白对照组试样，为普通玄武岩纤维平纹织物。为减少试验误差，

A和B两块试样均测3次取平均值；两块织物尺寸见表2，测试结果见表3。

[0068] 表2隔热保温性测试的试样尺寸

[0069]

[0070] 表3试样A和试样B的隔热保温性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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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0072] 表3中，保温率为：Q＝(Q1‑Q2)/Q1×100％，式中，Q1为无试样散热量，Q2为有试样散

热量。

[0073] 传热系数为：U2＝Ubp·U1/(Ubp‑U1)，式中，Ubp为无试样时试验板传热系数，U1为有

试样时试验板传热系数。

[0074] 对比表3数据可知，本发明的三维间隔织物的隔热性能比普通玄武岩纤维织物更

优良，从平均值来看，保温率比普通玄武岩纤维织物约提高69％，传热系数比普通玄武岩纤

维织物约低60％，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本发明的三维间隔织物存在空气夹层，可

以为织物提供更好的隔热性能。

[007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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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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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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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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