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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别采用普通计算公式和经验计算公式对机织工艺设计中的筘号计算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用

经验公式计算筘号,虽然方法简便,但是结果有误差;入筘数越大,偏差结果越明显,其具体数据只能参考,实际运用时还

要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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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筘的筘号是用来描述筘齿稀密程度的。公制筘

号是指10cm内的筘齿数,英制筘号则是指2英寸内

的筘齿数。在机织工艺设计中,选择合理的钢筘筘号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筘号过大,筘齿排列过密,经

纱容易因摩擦较大而断裂,特别是在布边处;筘号过

小,筘齿排列过稀,织物成形后,筘痕明显。所以筘号

的选择关乎织物的外观效果和风格特征。

在教学过程中,用普通公式计算筘号是最常见的,

也是最准确的。为方便学生自行设计新品种,也会介

绍经验公式计算筘号。由于经验公式计算筘号不需要

纬缩率,很多同学图简单,无论是否知道纬缩率,一律

选用经验公式计算。本文选择了2种织物规格,分别

用普通和经验公式计算筘号,并验算该筘号下的准确

性和实用性,引导学生对2种算法的准确掌握。

1 研究对象[1]

样品 A 为纯棉纱卡其本色布,成品规格为:180

cm,29×29tex,425×228根/10cm,3/1↗,经纱织缩

率aj =9.20%,aw =3.70%,采用常规整理。

样品B为纯棉细纺色织物,成品规格为:180cm,

14.5×14.5tex,314.5×275.5根/10cm,1/1,经纬

纱织缩率aj =6.5%,aw =5.9%,采用常规整理。

2 分析与讨论

2.1 计算公式选择及参数确定

常用筘号计算用公式(1)[2],是最常用的普通公

式。在该公式中,织物经密、纬纱织造缩率和地径每筘

穿入数必须为已知条件,否则不能够用该公式直接算

出。

公 制 筘 号 =
织物经密(根/10cm)×(1-纬织缩率)

地经纱每筘穿入数
(1)

对于织物经密,来样加工可从样品中直接测量,自

行设计新产品则可以根据所要达到的织物风格参考类

似品种,后期再加以调节。

每筘穿入数是织物工艺设计中的一个基本参数。

即钢筘每筘眼穿入的经纱根数,也叫入筘数,简称入

数。为方便起见,一般情况下每筘穿入数最好等于经

纱组织循环数或者其约数,或者其倍数。但并非一成

不变,可采用2入、3入、4入,特殊风格织物也可用5
入或6入。经纱较粗时,为减少摩擦宜适当减少入筘

数。一般平纹织物采用2入,高经密府绸平纹也可采

用3入或4入,2/1斜纹通常3入,2/2斜纹通常2入

或4入,也有3入的,贡缎织物采用3入或5入较多。

为实现某些组织特殊效果,对穿入数有特殊要求。

例如,透空组织要求将每经纱循环数的经纱穿入同一

筘齿,如要透孔效果更加明显,则间隔一筘齿再循环穿

入;经二重、双层、表里换层等组织应使同一组的表、里

经穿入同一筘齿。入筘数不影响织物纹路,但对织物

的经密、手感和风格等有影响。在确定筘号和入筘数

时坚持“在织造正常情况下,入筘数越小越好”的原则。

减少因摩擦过大而断头,严格控制断头率在一定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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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纱织造缩率,来样加工也可以从样品中直接测

量再加以修正,自行设计产品可以参考类似品种。但

是如果确实没有参考品种的,就不能够用公式(1)计

算,需要考虑用经验公式(2)、公式(3)[3]试行。

当织物经密不足393.5根/10cm(府绸除外),则:

公制筘号=(经密-4)×
0.95

地经每筘穿入数
(2)

府绸及经密超过393.5根/10cm 的其他织物,

则:

公制筘号=[(经密-4)×
0.95

地经每筘穿入数
]+4

(3)

2.2 不同公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对样品A,分别采用普通公式(1)和经验公式进行

对比计算,经密大于393.5根/10cm,经验公式选择公

式(3),织物组织为3/1↗,地经穿入数一般选择2入或

者4入,其计算结果经小数修约后见表1(公制筘号修

正值应为整数)。
表1 不同公式和穿入数对A织物筘号计算结果的影响

入筘数
公式(1)

/齿·(10cm)-1
公式(3)

/齿·(10cm)-1
经验公式计算
经密偏差/%

2入 205 204 -0.49
4入 102 104 1.96

  而样品B,分别采用普通公式(1)和经验公式进行

对比计算,经密小于393.5根/10cm,经验公式选择公

式(2),组织为平纹,地经穿入数一般也可选择2入或

者4入。其计算结果经小数修约后见表2。
表2 不同公式和穿入数对B织物筘号计算结果的影响

入筘数
公式(1)

/齿·(10cm)-1
公式(2)

/齿·(10cm)-1
经验公式计算
经密偏差/%

2入 148 146 -0.63
4入 74 74 0

  根据GB/T406-2008标准[4]规定,本色棉布优

等品经密下偏差为-1.2%。虽然标准只规定了下偏

差,根据实际情况,工厂在加工过程中不会触及上偏

差。根据表1、表2计算结果,用经验公式算出筘号带

入公式(1)进行反向验算,以公式(1)计算结果为参考。

A织物地组织2入时,经密偏小约1根/10cm,经密偏

差只有-0.49%;地组织4入时,经密偏高达2根/10

cm,经密偏差1.96%,触及上偏差,经密明显偏大,相

同幅宽会增加经纱用量,成本会上升,这是工厂不允许

的,这种情况完全不合适。

而对于色织物B,FZ/T13007-2016标准[5]规

定,棉色织布优等品经密下偏差为-2.0%。用经验公

式算出筘号带入公式(1)进行反向验算,以公式(1)计

算结果为参考。地组织2入时,经密偏小约2根/10

cm,经密仅偏差-0.63%;地组织4入时,经密基本无

偏差,但工厂一般也会趋向于负偏差,所以这种情况也

不合适。

从表1、表2计算结果,地经2入时,采用经验公式

计算结果均在负偏差以内;但是地经4入时,采用经验

公式计算结果均不在负偏差以内。对于其他品种织

物,当穿入数增大,也有类似规律存在,说明地经穿入

数越大,用经验公式计算的筘号与实际选用的筘号偏

差就越大。

3 结语

在已知或来样加工能测试出纬缩率的织物,用普

通公式计算筘号最准确。试织后,再对计算出来的数

据加以调整,以符合来样要求及风格,不宜用经验公式

简单计算。

自行设计新款织物,在工艺计算中没有任何相似

织物可以参考的情况下,可以用经验公式计算筘号,结

合工厂实际成本后试织,再核查是否符合设计初衷。

经验公式计算筘号,是有一定误差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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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也不是针织面料,所以拟合值结果相对较差。

PPR模型的相对误差较为稳定,误差较小。PPR模型

预测结果的相对误差小于 BP神经网络模型,说明

PPR模型较优,但仍需通过训练来提高精确度。

4 结语

研究了家居服常用面料的服用性能,对服用性能

参数进行测试,从所研究的13项服用性能指标中选取

了对保暖性影响最为密切的5项用于建立保暖性网络

模型,利用BP人工神经网络和投影寻踪回归对家居服

常用面料的保暖性进行预测。在此网络模型建立的基

础上方便业内人士对保暖性进行研究。此网络模型可

代替YG606E型纺织品热(湿)阻测试仪进行织物保暖

性的粗略测量。
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深化,试验选取的试样

不能完全代表家居服常用面料,有一定的局限性,样本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同时,利用BP人工神经网络和投

影寻踪回归建立保暖性网络模型用于预测虽具有可行

性,但样本数量有限,要提高准确性,还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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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WearabilityofCommonFabrics
forHomeWearandPredictionofWarmthRetention

FANYu-ting
(CollegeofClothingArtsandEngineering,Beijing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Beijing100000,China)

  Abstract:10differenthomeclothingfabricsonthemarketwereselected.Themechanicalproperties,comfort,shapepreservation

andotherwearpropertiesofthefabricweretested.BPneuralnetworkandprojectiontrackingmodelwereestablishedtopredictand

analyzethethermalinsulationperformanceofthefabricbasedonthefactorsaffectingthethermalinsulationperformance,whichhad

certainreferencesignificanceforthesubsequentselectionandpredictionofthermalinsulationperformanceofthiskindof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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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AnalysisofEmpiricalFormulaforCalculatingReedNumber
HUANGLong-quan

(DepartmentofTextile,GuangdongPolytechnic,Foshan528041,China)

  Abstract:Thecommoncalculationformulaandempiricalcalculationformulawereusedtocompareandanalyzethecalculationdata

ofreednumberinweavingprocessdesign.Theresultsshowedthat:althoughtheempiricalformulawassimple,theresulthaderror.

Thedeviationresultwasmoreobviouswiththeincreaseofreednumber.Thespecificdatacouldonlybeusedforreference,andthe

datashouldbecorrectedinpracticalapplication.

Keywords:reednumber;processdesign;empiricalcalculationformula;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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