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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气流纺纱系统的原理和特点,对新疆现有几种纺纱系统下的纺纱性能进行了比较,发现气流纺纱在条

干不匀、长毛羽和捻度等方面都有所改善。对新疆气流纺纱技术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供新疆相关棉纺织企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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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纺纱设备的发展是我国棉纺织发展的主要方

向之一,气流纺因其独特的特点在国内外棉纺织行业

占有重要地位。
根据文献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所拥有的气流纺

机已超过800万头,比1980年的360万头增长了1.2
倍,尤其是欧美国家,如美国目前各种短纤纱的市场占

有率中气流纺纱为35%,环锭纺纱为34%,喷气纺纱

为18%,摩擦纺纱为8%,包缠纺纱为5%,气流纺纱已

超过传统的环锭纺纱处于第一位[1]。据2008年底的

统计,我国转杯纺纱机为220万头,纺纱特数多为29~
97tex,近年来,我国在开拓中细特纱产品领域也做了

不少工作。
新疆作为棉花生产量很大的地区,拥有丰富的资

源优势,并且地处西部边陲与多国接壤,有很好的地域

优势。但近几年棉纺织企业的发展并不是很理想,这
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应该从根源上从每一个点,一步一

步地探索和改变。本研究主要从棉纺纱技术方面入

手,探讨新疆棉纺纱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方向,并主要针

对气流纺纱技术来分析和比较。

1 气流纺纱系统的原理及特点

气流纺也叫转杯纺,属于自由端纺纱,是从1950
年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纺纱方法。转杯纺纱线称

为气流纱或OE纱,纺纱时,由气流输送纤维,通过转

杯高速转动,形成负压,使须条加捻成纱[3]。
传统的转杯纺一般用低等级棉花生产支数较低的

纱线,虽然纺纱成本比较低廉,但纱线等级也较低,只
能加工成手感比较粗糙的低端织物,经济价值相对也

较低。但从国外文献报道中发现,转杯纺在针织品上

的应用较多,占部分国家市场份额的42%左右,其中美

国可达60%左右[2]。可见气流纺织技术还是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只是国内的技术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突破。

2 新疆棉纺厂几种不同纺纱系统下纱线的性

能比较

  新疆是国内的产棉大区,纺织厂也多以棉纺企业

为主,这些棉纺企业的纺纱系统随着纺纱技术的发展

也有所改善和不同,主要包括环锭纺纱、气流纺纱和紧

密纺纱系统,还有少数紧密赛络纺等。根据近几年新

疆部分纺纱企业不同纺纱系统,对纯棉纱线的性能比

较,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气流纺普梳纱与环锭纺普梳纱

相比,在条干不匀率和长毛羽数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

善,尤其对长毛羽数,并且捻度也有明显下降,其余指

标相差并不是很大。

3 气流纺纱技术在新疆棉纺织厂应用中面临

的问题和挑战

  近年来,随着纺织行业的波动和不稳定性,气流纺

纱技术在新疆纺织厂应用中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

战,以至于不少棉纺织企业对气流纺技术产生了担忧。
分析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设备陈旧。新疆的棉纺厂大多主要是七八十年代

发展起来的,厂房和设备都比较落后和陈旧,改造需要投

入的资金比较大。进入21世纪以来,先后有引进全自动

和半自动转杯纺机,但车头数较少,规模也不大。原有的

转杯纺机多为自排风式和抽气式,已远远落后于国内外先

进技术,自然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9·     2016年第10期            进展与述评




表1 不同纺纱系统下的纯棉纱性能比较

指 标
环锭纺 紧密纺(精梳)

普梳纱 精梳纱 卡摩纱 倚丽纱
OE纱(普梳) 紧密赛络纺

(精梳)

对比值 强力/% 100 110 131 40~135 80~90 150~180
强力不匀率/% 100 90~96 75~80 82~85 115~125 60
捻度/% 100 95 85~90 85~92 80 反向捻(股线结构)
捻度不匀率/% 100 92~95 50~60 60~70 60~70
条干不匀率/% 100 82~92 70 78~82 80~90 65
断裂伸长/% 100 103 130 110 110~140 165
长毛羽数(3mm以上)/% 100 51 20 20~30 30~50 10~20
短毛羽数(3mm以下)/% 100 95 70~80 80~85 120~150 50

 注:各指标随原料配比的不同而有变化,数据仅供参考。

  (2)自主研发能力弱,纺纱档次低。传统的转杯纺

一般用低等级棉花生产线密度为36.0~58.3tex的

纱,随着转杯转速的提高,可纺细度已经发展到14.5~
29tex的针织和机织用纱,但新疆纺织厂仍然存在气

流纺“吃下脚料,生产低档纱”的状况,并且设备又比较

陈旧,所以纺纱的档次比较低,进而影响了其经济效益

的提高。同时,新疆的各纺纱技术多以引进国内外技

术为主,自主研发能力较差,这不利于运用新疆优势扬

长避短,会产生生搬硬套的效应。
(3)纺织专业人才集聚少,管理不到位。人才问题

一直是国内比较重视的问题之一,新疆的纺织专业人

才紧缺也是纺织行业发展缓慢的一大问题。新疆地处

祖国的西部边陲,人才集聚相对内地本来就不占优势,
再加上近几年新疆纺织行业不够景气和稳定,纺织专

业人才就越显短缺。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不良循环,对
纺织企业的管理和生产以及技术研发等一系列环节都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市场销路窄。由于生产的规模和品种、档次的

不同,新疆的气流纺纱线销路比较窄,市场占有份额和

比重较低,多以低中档纱为主,只能定额销售,没有扩

大的前景,这无疑会影响气流纺纱的生产和投入,打击

投资商的积极性。

4 结语

转杯纺技术的进步将为转杯纺纱线品种的多样

性、市场的高端性和适应性开辟更广阔更有利的发展

前景和空间。新疆作为全国产棉大区,应当根据市场

需要和发展前景,加紧步伐,从设备技术更新和自主创

新、引进人才、拓展销路等方面入手,将新疆的纺织行

业发展得更好,这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和造福百姓的一

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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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principlesandcharacteristicsofrotorspinningsystem wereintroduced.Theyarnperformancesamongtheyarn
spinningsystemsinXinjiangwerecompar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unevenness,hairinessandtwistwereallimproved.The

problemsinXinjiangtextilemills'rotorspinningsystemwereanalyzedtoprovideareferenceforthecottontextileenterprisesinXin-
jiang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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