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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牛仔布的传统生产过程,阐述了不同新型整理技术特点及工艺流程,重点介绍了绿色环保的新型整理

技术,归纳总结了新型整理技术在不同材料混纺牛仔布面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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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什么档次牛仔布都需要经过一个关键的过

程———后整理,牛仔布的后整理是通过化学或物理的

双重方法改善它的外在风格、内在质量和服用功能,达
到锦上添花的效果。牛仔布的整理已经在传统工艺的

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传统的简单漂洗、石磨,已
经发展到赋予牛仔布色彩效果、形态效果、功能化实用

效果,包括不透水、定型、免烫、保健抗菌、阻燃等。

1 牛仔布的传统整理

牛仔布的传统整理为烧毛、退浆、拉斜、丝光、预
缩、烘干、检验包装等工艺流程,主要是针对纯棉常规

的牛仔布品种,基本达到服用性能的要求,实现了布料

表面整洁,消除织物的内应力,避免了服装成衣严重变

形和掉色,消除了影响成衣质量的一些基本因素。
牛仔布的整理技术因成品的要求,基本工艺流程

大致分为2种:烧毛和预缩分开、烧毛和预缩联合。
工艺流程:坯布→烧毛→上薄浆→拉斜→预烘干

→给湿→预缩→烘干→成品。经过整理后,布面手感

厚实柔顺,经纬向缩水率低于3%,纬向歪斜应力基本

消除,成品达到一般要求[1]。

2 牛仔布的新型后整理技术

随着工艺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

高,健康环保的新型助剂得到开发和应用,使牛仔布后

整理加工得到较大发展,牛仔服装的品质及档次向多

功能、高附加值转变,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率。

现阶段,后整理的工艺不断采用新技术,如纤维素

酶石磨整理、雪花整理、高科技喷射砂洗、激光技术整

理和蜡洗等。这些新技术新工艺都比传统工艺复杂,
成本高,操作要求严谨规范,但为了保护环境,促进社

会经济效率,已逐步在各工艺流程中引进和完善技术,
进行产品开发。

2.1 纤维素酶整理

传统工艺对牛仔服装的石磨整理,是利用浮石的

缺口快速转动,在一定浓度漂水的作用下,与布料发生

碰撞研磨作用,从而得到斑痕和质地柔软的效果,同时

服装局部边角和缝接处在浮石磨擦撞击下产生磨白破

损现象,从而使面料具有立体感效应。水磨整理工艺

与石磨整理工艺基本相同,不同处是不加浮石。石磨

的工艺流程:在60℃的水中放入干净的浮石,加入次

氯酸钠漂白水和工业皂,放入牛仔服装,启动设备,甩
干,烘燥。

纤维素酶用于织物整理有利于环境保护,纤维强

力损伤小,织物纹路更加清晰,因此必然取代传统的石

磨整理技术。纤维素酶工艺技术可分为2种,即纤维

素酶退浆和酶素石洗工艺。

2.1.1 纤维素酶退浆工艺

纤维素酶作用于浆料的淀粉部分,使长链和不溶

性的淀粉分子降解成小链段达到溶解而被去除。纤维

素酶退浆的一般工艺条件:中性纤维素酶T-N8000浓

度1~2g/L,pH值6~7,温度55~65℃,时间10~15
min,浴比是1∶10以上,并可使水洗机的翻滚速度降

低,有利于减少机械摩擦和条痕疵点的产生。

2.1.2 纤维素酶石洗工艺

纤维素生物酶作用于棉纱线,让纱线表面纤维水

解,从而使表面靛蓝染色层变松,然后在机械摩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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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容易被去除,达到用浮石磨洗的效果。中性酶石洗

工艺:纤维素酶用量为每千克服装3~10g,浮石用量

为每千克服装20~30g,pH值应控制在5.5~7.0,温

度45~55 ℃,浴 比 是1∶10左 右,时 间60~90
min[2]。

2.2 雪花整理

雪花整理是利用化学试剂与浮石相结合对牛仔服

进行整理。通过雪花整理,除了获得与石磨水洗类似

的效果外,布面上会呈现蓝底白斑状的不规则云纹,有
一种“蓝天白云”般的自然美效应。把服装普洗、退浆、
脱水后,但不烘干,按下列方法操作:

先将晒干的浮石用5%~10%高锰酸钾溶液浸透

1~2h,捞起沥干,放入石磨机内与衣服干磨约20
min,雪花效果对板,取出衣服在洗水机内用清水洗干

净石尘,用草酸中和锰氧化物,再水洗,加增白剂和柔

软剂,脱水,烘烫包装。

2.3 金刚砂技术

牛仔布的金刚砂洗又称打砂,利用强气压喷射出

金刚砂微粒,对织物进行磨砂处理,会使牛仔服部分褪

色,并在牛仔服表面布满柔和的茸毛或产生局部磨损,
赋予其柔软、细腻的手感,也可以使牛仔布产生褶皱、
猫须等时尚外观效果。

金刚砂主要是圆形、菱形、多角形3种不同形态的

结晶矿砂。砂洗过程中,除砂洗剂外还应加入膨化剂、
柔软剂等助剂,以提高砂洗效果。牛仔布的膨化剂采

用碱性膨化剂如纯碱来加以膨化处理。砂洗设备一般

采用工业水洗机来进行。这种工艺不仅可以取代传统

的石磨工艺,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金刚砂也

可以继续反复使用。

2.4 激光技术

采用激光技术和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对牛仔面料

进行艺术整理,其特征生产步骤是将设计好的图案输

入电脑→织物放置激光束下→织物经激光扫描后显示

其原型[3]。激光器工作参数:激光重复频率60~80
kHz,打标面积300mm×300mm,最小激光线宽0.22
mm,最小形成文字0.5mm×0.5mm,标刻速度1000
mm,标刻深度4mm,最大扫描速度10000mm/s。激

光局部整理是利用激光雕刻机在牛仔布或服装的局

部,雕刻出各种图案,或在织物表面切割出具有镂空效

果的各种图案。利用电脑程序进行图案设计、合成、排
版,在电脑显现出效果图后,使激光机的激光束按指

令,在织物表面进行高温刻蚀,局部纱线被烧蚀,染料

被氧化,从而产生各种图案或其他洗水整理效果,通过

精心雕刻,使牛仔服装更加精致和富有创意。

2.5 蜡洗

蜡洗是将传统的蜡染工艺与现代的印染、洗水技

术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工艺新技术,通过设计,可生

产出不同类型的图案,如果用硬度较大的石蜡,还会形

成龟裂花纹,达到印染工艺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蜡洗所用的蜡一般为石蜡、蜂蜡、松香配制而成的

混合蜡,也有时用单独的石蜡来描图,再用毛笔将熔化

的蜡均匀涂抹在服饰图案上。再将服饰浸泡在高猛酸

钾溶液中,让服饰上的没有涂蜡的地方剥色,然后将浸

泡后的服饰放入洗衣机内,加入纯碱、洗涤剂,将多余

的蜡洗干净,最后用草酸、双氧水洗刷多余的高猛酸钾

和二氧化猛,这样就能达到美丽的图案[4]。
织物经蜡洗技术处理后,其缩水率变小,规格稳

定,质地紧密,厚实,色泽鲜艳,织纹清晰,适用于男女

式牛仔裤,牛仔上装,牛仔背心,牛仔裙,装饰物等。

3 混纺织物的新型后整理技术

牛仔布在生产过程中,虽然棉无可置疑最为重要,
但也有采用一系列的混纺织物,形成不同类型不同风

格的织物。如棉/聚酯(50/50)混纺织物,通过纤维素

酶石磨整理,可以改善手感、悬垂性、吸水性等性能,同
时可以减少环境的污染;棉与亚麻的混纺织物通过雪

花整理后,布面上会呈现蓝底白斑状的不规则云纹,有
一种自然美效应;棉与黄麻、羊毛纱线一起织造的织

物,通过激光技术整理实现自动化生产、降低能耗、减
少水和化学品的消耗。

4 结语

牛仔布装百年流行不衰,不同的牛仔风格深受广

大消费者的喜爱。采用新原料、新工艺、新技术,通过

合适的整理技术,牛仔布展现出各种风格及功能。牛

仔布多功能整理将成为牛仔服装发展的新趋势,具有

很好的发展前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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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撑及织物中央部位的稀密路疵点出现有所不同且差

别相当大时,减少补正量(送经和织口)设定值,调整拉

刀尺寸,后梁位置,送经量,开口时间、经纱张力等工艺

参数来减少稀密路疵点[2]。
实践证明,喷气织机采用“五步法”能有效减少织

物的稀密路疵点,提高织物质量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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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Motionmarkwasoneofthemostimportantweavingdefectsofwovenclothandhadagreaterimpactonfabricquality
andgrades.Itwasdifficulttoeradicate.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controllingmotionmarkonair-jetloom,motionmarkwas

reducedthroughthefivestepsmethod.Thequalityandgradeofthefabricwere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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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传千年的汉代蜀锦织造技艺在成都“复活”

  穿着汉服的织女,从容自如地一脚踩踏板,一手抛

梭引纬,梭过之后,居然花现,锦面上出现“世毋极锦宜

二亲传子孙”锦图案……失传千余年的汉代蜀锦织造

技艺在成都博物馆“复活”。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蜀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君

平介绍,织女使用的织锦技艺是自唐代中叶便已失传

的汉代蜀锦织造技艺,使用的织机是完全依据2013年

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的结构制作,
机上的图案是依照北方丝绸之路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

汉代蜀锦文物复制的,二者都是在我国先后出土的汉

代文物,现在都“活”了起来,生动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2013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了4台织机模

型,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此类织机的实物,被列为

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国内外权威专家评定

为世界考古史上发现最早的织锦机,代表了当时丝绸

织造提花技术的最高水平。201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

联合成都博物馆等单位,按照出土织机模型的适合比

例将汉代织机复原。
为了“复活”汉代织锦技艺,成都博物馆邀请王君

平带领他的团队,开展了进一步的修复调整和试验,成

功地织出了几组花纹,重现了两千多年的织锦场景。
蜀锦兴于春秋战国,繁盛于汉唐,因产于蜀地而得

名,在我国传统丝织工艺锦缎的生产中,历史最悠久,
影响最深远。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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