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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強力竹漿嫘縈棉的

研究及發展
台化公司纖維一部技術組　徐瑜隆

一、竹纖維研究開發

竹纖維具有生長週期短、強度高、韌性大等特點，隨著

加工技術的提高，廣泛應用在家俱、裝潢、建築和運輸等領

域。尤其近年來將竹纖維用於製造紡織品，為竹子資源高效

率利用開闢了新的途徑。由於竹纖維是一種可持續利用的天

然優質紡織綠色原料，紡織用竹纖維的開發與應用成為竹材

工業和紡織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

二、竹纖維的基本特性

竹材生長期很短，每兩到三年即可砍伐，砍伐後仍可繼

續生長。預計每畝地年產竹材量為 20頓，可生產 6噸竹質纖
維，中國大陸竹材資源十分豐富，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區，全

國竹材面積為 421萬公頃，竹材儲存量 1.27億噸，佔全世界
竹材資源的 30%。下圖 2-1 為竹材結構組成

圖 2-1. 竹材結構組成

1



2.1 竹纖維結構

竹纖維縱向表面具有光滑、均一的特徵 , 纖維的縱向表面
呈多條較淺的溝槽 , 橫截面接近圓形 ,邊沿具有不規則鋸齒形。
這種表面結構使得竹纖維的表面具有一定的摩擦係數 , 纖維具
有較好的抱和力 , 而且利於纖維的成紗。下圖 2-2為竹纖維電
子顯微鏡圖

圖 2-2 . 竹纖維電子顯微鏡圖片  (a). 竹纖維縱向×500 倍 (b). 竹纖維橫向×500 倍

2.2 物理特性

單根竹纖維細長，兩端尖，呈紡錘狀，纖維內壁較平滑，

胞壁甚厚，胞腔小。竹纖維的纖維縱向表面光滑、均一，有

多條較淺的溝槽，在接近橢圓形的橫截面上佈滿了橢圓形的

空隙，呈梅花形狀排列，高度中空，毛細管效應非常強，而

邊沿則呈不規則的鋸齒狀。

不同竹種類之間其纖維型態存在較大的差別，毛竹細胞

壁較厚，纖維挺直；慈竹細胞壁較薄，纖維相對柔軟；淡竹、

綠竹、水竹等纖維細胞壁厚度介於毛竹和慈竹之間。竹纖維

與棉、麻相比，普遍呈壁厚腔小、剛性強、次生壁分層多，

因此加工相對較困難。

(a) (b)

2



單根竹纖維的力學強度較高，4年生毛竹乾態環境溼度約
30%的斷裂強度可達到 1700 MPa，斷裂伸長率約為 6.0%，其
斷裂強度比苧麻、洋麻大的多。濕態狀況下竹纖維的斷裂強

度可達 1190 MPa，斷裂伸長為 7.0%，與麻纖維不同的是，竹
纖維濕態強度小於乾態強度，而麻纖維 (苧麻 )濕態強度大於
其乾態強度。

2.3 化學特性

竹纖維的化學成分主要是纖維素、半纖維素和木質素。

另含有少量灰分等其他物質。在大陸，竹子的主要產地為甘

肅、四川、廣東、廣西、福建和湖南，由於產地的不同，竹

纖維的化學成分含量也有所差異。

纖維素是竹纖維最主要的成分，但竹纖維中纖維素的含

量明顯低於棉、麻纖維，一般大陸竹子的纖維素含量大體在

44%~53%之間；半纖維素是複合聚糖，為無定形物質，因此
聚合度較低，吸濕易膨潤，是纖維之間、微細纖維之間的『黏

合劑』和『填充劑』，其中聚戊糖的含量約為 17%~26%；木
質素是由苯基丙烷結構單元通過醚鍵，碳─碳鍵聯結而成為

芳香族高分子化合物，位於胞間層和微細纖維之間，其含量

一般為 23%~34%，是產生竹纖維顏色的主要因素；果膠質的
主要成分是果膠酸的衍生物，廣泛存在於自然界的植物體中。

灰分是由各種無機鹽組成的，竹纖維中灰分的主要構成成分

是 SiO2。    
原竹的化學成分中，半纖維素、木質素含量相對較高。

半纖維素含量高，有利於紡織纖維的吸濕性；而木質素含量

高，對於纖維的柔韌性、纖維脫膠分離都是極其不利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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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結果證明，竹單纖維細、比表面積大、纖維表面的羥基多，

化學活性大，因而具有優越的染色性能。另外竹纖維中占主

要成分的纖維素讓其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是一天然環保

的素材。

三、再生竹纖維 ( 黏膠纖維 ) 製程簡介

竹纖維起源於日本，日本在竹原纖維及再生竹纖維的研

究開發方面處於國際領先水準。早在 1993年，日本就有由竹
子提取紡織用天然竹纖維的新型實用專利申請報導。此後，

中國大陸和日本開發竹纖維的熱潮不斷，有關竹纖維的專利

不勝枚舉。

再生竹纖維是以竹子為原料，經一定工藝構成滿足纖維

生產要求的竹漿粕，再將竹漿粕加工成纖維。目前，製造竹

漿纖維主要有溶劑紡絲法 (竹 Lyocell纖維 )和黏膠紡絲法 (竹
黏膠纖維 )。

3.1 竹 Lyocell 纖維

Lyocell纖維由歐洲 Courtaulds公司和 Lenzing公司相繼
開發成功，其具有高強度、高濕模量和優良的尺寸穩定性，被

譽為『21世紀的綠色纖維』。採用竹漿粕製造 Lyocell纖維有
以下優勢：竹 Lyocell纖維與普通的 Lyocell纖維一樣，加工過
程對環境不產生污染，可天然降解；這種纖維與普通 Lyocell
纖維一樣也具有棉的舒適性、聚醋纖維的強度、黏膠纖維的

懸垂性和蠶絲般的柔感，具有較好的服裝用性能和市場前景。

此外原料成本低，且可生產長絲、短纖及功能性纖維，適合

大規模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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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竹漿黏膠纖維

竹漿黏膠纖維以普通黏膠纖維生產工藝路線為基礎，竹

材經蒸煮、多段漂白等主要工藝技術取得竹漿纖維粕，然後

用碱和 CS2處理竹漿粕，使其溶解於氫氧化鈉溶液中製成黏

膠溶液，經 H2SO4為主的紡浴製成再生竹纖維，其技術流程

如下圖 3-1所示

竹漿粕的生產目的是脫除木質素，降低半纖維素，多戊

糖含量 (小於 4%)，保證纖維素含量在 95%以上，調整纖維
素聚合度，保證纖維強度，使之具有良好的反應能力。高甲

種纖維素含量、高聚合度和高白度 (三高 )竹漿粕的製取是生
產高品質竹纖維的關鍵。

3.3 竹漿黏膠可紡性研究

生產中的可紡性是指單位時間內的非計畫更換噴絲頭數、

斷頭數、膠結瑕疵點數等。可紡性差表現為不能順利紡絲，

經常出現斷頭現象，這都是凝固點後移，皮層凝固緩慢所致。

對纖維截面觀察，發現截面形狀已經嚴重偏離圓形鋸齒狀。

圖 3-1. 再生竹纖維生產技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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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應有的基本截面，而是成形不良、不能及時凝固的

結果。這種截面愈突出，斷頭機會愈多，則可紡性愈差。

竹漿黏液製造過程中採用高濃度碱液浸漬、低溫碱化和

添加助劑及增大黃化二硫化碳的用量，較好地解決了黏膠的

過濾性和均勻性問題。二硫化碳的用量增加，雖然改善了過

濾性能，但是，黏膠的熟成速度減緩，黏液相對較『生』，

表現為不容易凝固。調整紡絲條件，主要是改變黏膠熟成溫

度和凝固浴溫度，可以提高可紡性和生產穩定性。實驗證明，

只要初生纖維剩餘酯化度能夠穩定在 2%~4%的範圍，生產基
本可以順利進行。

3.4 竹漿纖維的染色性

竹纖維與黏膠纖維相比其染色性能更好。竹纖維具有與

黏膠纖維相同的化學組成，用於棉、黏膠纖維的染料與方法

同樣能夠應用在竹纖維上。由於竹纖維結晶度低、非結晶區

大，纖維濕態下的膨脹率高，使得染料在纖維內部擴散所需

的孔隙度增加，提高了染料在纖維內部的擴散系數與速度，

在固定的時間內有利於染料的上色。

此外，竹纖維及其製品手感爽滑、色澤亮麗晶瑩，具有

良好的懸垂特性、硬挺性和強力、回彈性、染色性、可紡性，

並且抗紫外線能力強 (約為棉的 20倍 )和可產生負離子等性
能。

四、紡織用竹纖維特性

由於竹單纖維極短，長度無法滿足傳統紡織工藝的應用

要求，因此目前紡織的竹纖維和黃麻纖維一樣，是未完全脫

膠的束纖維，即工藝纖維；由幾根甚至幾十根竹單纖維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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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 mm以上長纖維，可達到可紡要求。目前量產的紡織用
天然竹纖維，斷裂強度在 3 cN/dtex以上，線密度在 1.8dtex以
下，具有紡織纖維的特性與型態。

乾、濕態斷裂強度和斷裂伸長，是紡織纖維重要的性能

指標，直接影響到纖維的可加工性和最終產品的使用性能。

竹漿再生纖維屬於低強高伸的纖維，濕態強度會急遽下降，

伸率也會明顯增加。纖維經熱處理後，纖維變脆，強度下降，

伸長率隨之變小。但處理溫度控制在 120℃以下，對纖維強度
影響不大。所以在纖維染整加工前處理階段，要盡量避免長

時間高溫操作，最大限度減小纖維強力損傷。

五、紡織用再生竹纖維產品的研究與開發

竹漿再生纖維的性能研究與產品開發比較廣泛，可以加

工內衣、床上用品以及春夏服裝等，具有良好的可紡性能，

目前大陸主要是以上海、蘇州、山東、河北等地有從事這方

面的研究。並已經實現工業化生產和一定的市場銷售規模。

目前再生竹漿纖維細度為 1.5~2.5 dtex、乾強度為 2.0~2.8 cN/
dtex，濕強度明顯降低，約是乾強度的 55%~65%。

產品開發方面，河南『新鄉化纖公司』20世紀末，自主
研發了一種竹漿黏膠長絲的製造工藝項目，獲得中國國家發

明專利 (CN03126317.8)；河北『吉藁化纖有限責任公司』經
過研究與開發試驗，成品已經投放市場，2007年完成原料生
產 1.55t，竹纖維產量以 68%的年增長速度上升，在全國市場
佔有率約 90%左右。

以河北『吉藁化纖有限責任公司』發起，河北『天綸紡

織股份有限公司』等 30餘家企業，組成的『天然竹纖維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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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天竹聯盟 )，將竹漿黏膠纖維的原料生產、紡紗、織
布、成衣製造以及市場銷售等整合，使竹漿黏膠纖維上、中、

下游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有結合機會，並實施產品吊牌制度，

保證產品質量，促進了該產業的快速發展，部分竹漿黏膠纖

維紡織品還出口到日本、歐美國家。另外，在現有的基礎上，

相關科研院所和企業聯合開發，正在不斷的改進生產工藝，

使其能夠產出濕強度高、質量更加穩定的竹漿黏膠纖維產品。

目前，全中國的竹漿黏膠纖維年產量近兩萬噸，其中出口佔

30%。

六、竹漿纖維與黏膠纖維的鑑別與性能測試

6.1 燃燒鑑別法

燃燒鑑別法是利用各種纖維燃燒特性的不同來鑑別纖維

的種類。在具體實驗時，取一小束待鑑別纖維，用鑷子挾持，

緩慢地移近火源，仔細觀察纖維在火焰中和離開火焰後的燃

燒狀態，燃燒時散發的氣味和燃燒後灰燼的特徵 (型態、顏色、
軟硬程度 )。竹漿纖維和黏膠纖維的燃燒特徵如下表一，技術
組開發的竹漿纖維 (100%)與木漿纖維燃燒特徵如下圖 6-1，
竹漿纖維灰燼呈現灰黑色，而木漿纖維呈現灰白色，兩者灰

燼明顯不同。

表 6-1 竹漿纖維與黏膠纖維的燃燒特徵

纖維種類 接近火焰 在火焰中 離開火焰 殘渣型態 氣味

竹漿纖維 不熔、不縮 迅速燃燒 繼續燃燒 少量鬆軟的深灰色灰 燒紙味

黏膠纖維 不熔、不縮 迅速燃燒 繼續燃燒 少量鬆軟的灰白色灰 燒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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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竹漿纖維 (左 )與木漿纖維 (右 )燃燒灰燼特徵

6.2 溶解法

化學溶解法是利用不同化學試劑對不同纖維，在不同溫

度下的溶解特性來鑑別纖維。在實驗時，嚴格的控制化學試劑

的濃度、溫度與時間，從而獲得較準確的實驗結果。選用的 7
種化學試劑對竹漿纖維和黏膠纖維的溶解試驗結果如表 6-2：

從表 6-2結果顯示，在 7種化學試劑中，竹漿纖維和黏膠
纖維的溶解性能是相同的，難以鑑別竹漿纖維和黏膠纖維。

化學試劑 反應溫度 竹漿纖維 黏膠纖維

鹽酸 (37%)
常溫 溶解 溶解

沸騰 迅速溶解 迅速溶解

硫酸 (75%)
常溫 迅速溶解 迅速溶解

沸騰 部分溶解 部分溶解

氫氧化鈉 (5%)
常溫 不溶解 不溶解

沸騰 不溶解 不溶解

甲酸 (88%)
常溫 不溶解 不溶解

沸騰 不溶解 不溶解

二甲基甲醯胺
常溫 不溶解 不溶解

沸騰 不溶解 不溶解

間甲酚
常溫 不溶解 不溶解

沸騰 不溶解 不溶解

硝酸 (65%)
常溫 不溶解 不溶解

沸騰 不溶解 不溶解

表 6-2 竹漿纖維與黏膠纖維的溶解比較

木漿纖維

竹漿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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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紅外光吸收光譜法

各種物質對不同波長或波數的紅外線幅射的吸收程度不

同，因此當不同波長或波數的紅外線幅射依次照射到樣品時，

由於某些波長的輻射能被樣品選擇吸收而減弱，於是形成紅

外光吸收光譜。通常用透過或是吸收的波長或波數所做的紅

外光吸收光譜曲線來表徵各種物質的紅外光吸收光譜，簡稱

紅外光圖譜。

由於不同物質具有不同的分子結構，會吸收不同的紅外

光輻射能量而產生相對應的紅外光吸收光譜，因此用儀器測

繪樣品物質的紅外光吸收光譜，然後根據各種物質的紅外光

特徵吸收峰的位置、數目、相對強度和形狀 (峰寬 )等參數，
就可以推斷試樣物質存在哪些基團，並確定其分子結構，這

就是紅外光吸收光譜的定性和結構分析的依據；同一物質濃

度不同時，在同一吸收峰位置具有不同的吸收峰強度，在一

定的條件下試樣物質的濃度與其特性吸收峰強度成正比關係，

這就是紅外光吸收光譜的定量分析依據。

纖維素纖維分別在 3400、2900、1370、1100 cm-1附近有

特性吸收峰。圖三在 3400 cm-1附近 (竹漿纖維 3347 cm-1、黏

膠纖維 3344 cm-1) 有寬而強的吸收峰，為 -OH 基的伸縮振動
吸收所引起的，只是竹漿纖維在 3400 cm-1附近的 -OH吸收
比黏膠纖維稍弱，是纖維素纖維的特性吸收峰。2900 cm-1附

近 (竹漿纖維 2892 cm-1、黏膠纖維 2894 cm-1)的中強吸收峰
可歸於 -CH的伸縮振動吸收。1640 cm-1附近 (竹漿纖維 1643 
cm-1、黏膠纖維 1644 cm-1)的弱吸收峰認為試樣品吸濕所致。
1370 cm-1附近 (竹漿纖維 1367 cm-1、黏膠纖維 1369 cm-1)的中
強吸收峰為 -CH3的彎曲振動。竹漿纖維和黏膠纖維在 1156、
1021 cm-1附近的吸收譜帶為 -OH的彎曲振動和 C-O-C的伸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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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這也是纖維素纖維的特徵吸收。竹漿纖維和黏膠纖維在

895 cm-1處的非結晶性譜帶的吸收明顯，這可做為區分天然竹

纖維和再生竹纖維的一個指標。從圖 6-2可以看出，竹漿纖維
和黏膠纖維的紅外光譜的形狀一致，主要團基和鍵的位置基

本上未發生位移，竹漿纖維和黏膠纖維間較明顯的區別即 -OH
峰和 C-O-C峰的強度差異，黏膠纖維的 -OH和 C-O-C要比竹
漿纖維活潑。

從圖 6-2可以看出，竹漿纖維和黏膠纖維的紅外光譜吸收
圖譜相似，說明兩者都屬於纖維素纖維，主要成分的化學結

構相同，難以用紅外光吸收光譜法進行鑑別。

七、紡織用再生竹纖維及其產品的相關標準與法規 

( 大陸 )

2008年 1月，大陸林業局頒布了由國際竹藤網絡中心負
責制定的 LY/T 1792-2008『紡織用竹纖維』標準，該標準主要
規定了竹纖維的概念、檢驗內容、檢驗方法等。另外竹籐中

心還與相關單位聯合製訂的『竹纖維鑑別方法』等林業行業

標準，不久也將頒布實施，這將有利於規範紡織用竹纖維市

場，促進產業健康發展。

2006年，中國紡織工業協會頒佈了由河北吉藁化纖有限
責任公司負責制定的 FZ/T 51002-2006『黏膠纖維用竹漿粕』

圖 6-2 竹漿纖維與黏膠纖維的 FTIR 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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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FZ/T 52006-2006『竹材黏膠短纖維』行業標準。標準中規
定了黏膠纖維用竹漿粕和竹材黏膠短纖維的術語和定義、產

品分類、技術要求、試驗方法、檢測規則、包裝、標示、運

輸和儲存等。目前相關竹纖維產品的標準還較為缺乏，大多

是參照麻、棉纖維製品標準。

國際竹籐組織法與法國等國正在考慮制定相應的國際標

準與法規，以適應紡織用竹纖維國際市場的開發與國際貿易

的發展。

八、國外竹纖維在紡織工業中的應用

日本是較早開發竹紡織纖維的國家，日本Marumasa公司
將生產的竹纖維用於製作夏季服裝服飾。據報導，加入竹纖

維的新型服裝以休閒西裝每件 5.9萬日圓，夾克衫 3.9萬日圓
的價格在日本上市，由於這些服裝具有優異的吸濕性和透氣

性備受消費者青睞。另外，『日本神戶女子大學』工學博士－

士木光雄教授與『日本系井紡織公司』－系井砌博士共同發

明了一種含竹纖維的紡織服裝系列新產品。這種織物在纖維

製作中添加具有抗菌除臭系列的矮竹原料，利用這種原料加

工成含有竹纖維的環保型布料和保健生活用品，具有抗菌、

除臭、防紫外線以及呼吸功效，竹纖維製成的襯衫、襪子、

毛巾等商品已經推向日本及歐美高檔百貨商場。

九、竹纖維在紡織工業中的應用

竹纖維服裝為高附加價值產品，廣受人們的喜愛，因此，

大陸企業也加快了竹纖維產品的開發步伐，並取得了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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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如河北吉藁化纖有限公司自 2003年正式量產竹纖維以
來，竹纖維產量以 68%的年增長速率增長，其產量已經超過
大陸總產量的 70%，是大陸最大的竹纖維生產企業，為大陸
大型紡織企業提供優質的原料。

再生竹纖維既可純紡，也可混紡，可採用環錠紡、轉杯

紡、噴氣紡等方法加工，目前已有竹纖維純紡產品和各種混

紡產品。主要應用在服裝、衛生材料、洗浴用品、製造不織布、

製作床上用品等。市面上由再生竹纖維製造的面料具有綠色

環保、涼爽透氣、恢復性好、可機器洗、免熨燙、纖維染色

性好、保健功能等特性。竹纖維與棉、天絲、Modal、麻、絲
等纖維進行不同配比的混紡，可發揮纖維各自特點，彌補純

紡製品的缺陷和不足，提高產品的等級，迎合消費者的新理

念。開發竹纖維與羊毛混紡新產品，可以豐富毛紡面料品種，

提高面料的等級和附加價值。

十、大陸竹纖維發展趨勢

10.1 統一標準、規範市場

大陸是紡織用竹纖維生產大國，負有制訂科學合理的統

一標準、命名和檢驗方法，作為往後升級成國際標準的基礎。

積極研究竹纖維的產品定性和行業定位。加強市場監督

和管理，對不符合標準規定的產品及時通報和制裁。加強政

府引導的行業協作，培育龍頭企業，同時需要國家的政策和

資金上予以扶持。強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意識、樹立品牌、

申請相應的生產專利。加大竹纖維的宣傳力度，爭取佔據國

際市場的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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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改進和完善製造工藝

加快創建生產技術體系，研究或引進專用的紡織用竹纖

維生產技術和設備。竹漿黏膠纖維工藝雖然已經產業化，但在

濕強度性能方面還有待提高和改進；天然竹纖維和竹 Lyocell
纖維的開發，目前正處於小試和中試階段，需要加快產業化

進度，實現真正的工業化生產。

10.3 建立示範項目及產業鏈

紡織用竹纖維真正的市場化，牽涉纖維製取、紡紗、織

布、染整及成衣製造等多個環節，需要各個環節的技術保證，

需要爭取國家投入資金，整合科研院所、高校以及企業聯合開

發，建立示範項目，形成上、中、下游協調的產業創新聯合體，

通過熟化產業鏈各個環節的整套工藝技術，便於產業化推進。

10.4 環境保護

竹材用於加工紡織纖維的生產過程中，需使用大量的化

學原料，這些化學物質對環境會造成一定的汙染，因此必須

加大力度開發成本適中的三廢處理技術，建立環境認證體系，

對生產過程進行監督。

10.5 發揮各種紡織竹纖維產品的優勢

大陸竹子資源豐富，雖然在紡織領域竹纖維的產品尚屬

於起步的階段，但發展非常迅速，其技術水平和工業化進程

已處於世界前列，而且竹纖維具有生物可降解的特性，是一

個可永續利用的綠色產品，利於環境保護。各種竹纖維紡織

產品各有優勢，可作為大陸的特色產業，並在國際上取得巨

大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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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目前纖維一部開發情況

因竹漿生產週期短，僅 3-4年即可成竹採收，又具有中
空網狀、吸濕排汗、抗紫外線、天然抑菌之特色，並且兼顧

環保取向，故本部也已經投入開發行列中。目前本部已開發

出高強力竹纖嫘縈棉，並以能量產 (如下表 11-1)，品質明顯
優於大陸一般竹纖維嫘縈棉，顯示出本部於竹纖維嫘縈棉的

製備技術上，遠遠領先同業，而『上海中紡』雖然有申請中

國專利─『高濕模量竹漿黏膠纖維生產方法』，宣稱其竹纖

維乾強度達 3.2-3.8 cN/dtex，但在市場上並無真正的有成品出
現。高強力竹漿棉可與棉、天絲、Formotex棉、Modal棉、麻、
絲等各種纖維依照不同機能性質，進行面料開發。而高強力

竹漿棉的吸濕性、透氣性及抗菌性，特別適合製作夏季服裝、

運動服、男女貼身內衣、毛巾、寢具用品等與各人肌膚親密

接觸的織品，是新一代綠色環保纖維。經下游廠商反應，使

用本部高強力竹漿嫘縈棉情形，紗線富光澤度，面料柔順，

且有絲綢般的手感，反應良好。未來本部更會針對品質、強

度相關方向著手，進步改善，持續站在同業領先的地位。

表 11-1高強力竹漿棉與一般竹纖維嫘縈棉的強度比較

類  別 乾強度 (g/D) 備  註

高強力竹漿嫘縈棉 3.2 ~ 3.6
本部已成功開發且已於 100年
度量產 500噸

一般竹纖維嫘縈棉 2.42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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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結論

隨著人口的快數增長，糧食的供應會日益緊張，種植棉

花等天然纖維所佔用的土地要逐步讓位於糧食的種植，使天

然纖維的產量下降，故為了符合不繼續擴大佔用糧田、不以

糧食為基礎原料、不汙染環境及可生物降解的原則。在東南

亞一些國家及地區竹材大量用於製作建築材料、食物及飼料，

更可製備成家事用具、傢具、樂器等，又因其生長期短，可

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因此，竹纖維集合眾多優

良性及其紡織品良好的發展趨勢，得到國際上之重視與關注，

本部也將持續開發品質更加良好的竹纖維嫘縈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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