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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集聚纺细纱机上使用压力棒隔距块,与普通隔距块的成纱质量进行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在集聚纺细纱机上

使用压力棒隔距块成纱质量有所提升。在CJ15.3tex和CJ14.6tex品种上进行实践,结果表明纱线成纱条干CV值、千

米粗节、千米细节、千米棉结等指标都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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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纺纱技术中,集聚纺纱已经很普遍,而提高集

聚纺纱的成纱质量仍然是技术工作的重中之重。对集

聚纺细纱机上牵伸部分进行了压力棒隔距块的使用,
研究其对成纱质量的影响情况。其原理主要是,在细

纱前区加装压力棒以后,压力棒与被牵伸的纤维束接

触,并迫使纤维束的通道成为曲线。由于压力棒的下

压,须条在压力棒表面形成包围弧,在前牵伸区增加了

一个新的摩擦力界,加强了对浮游纤维的控制作用,使
纤维的变速点集中而稳定地靠近前钳口,有利于改善

条干均匀度,减少细节、粗节和棉结,达到改善成纱条

干均匀度的目的[1-6]。

1 工艺流程

F1012型往复抓棉机→FA103B重物分离器→
FA103型双轴 流 开 棉 机→F1026型 多 仓 混 棉 机+
F1124C型 梳 针 式 开 棉 机→FA151型 除 微 尘 机 →
F1206A型梳棉机→F1310型并条机→F1383型条卷

机→F1278型精梳机→FA319型并条机→F1458型粗

纱机→F1569型细纱机[7]。

2 试验方案

2.1 试验条件

纺制品种:CJ15.3tex、CJ14.6tex;罗拉隔距:18
×31mm;各种规格普通隔距块(2.2、2.5、3.0mm)和
压力棒隔距块(2.2、2.5、3.0mm),其他纺纱条件与常

规相同。

2.2 测试条件

测试仪器:USTER TESTER5条干均匀度测

试仪、USTER TENSOJET4强力测试仪。
测试速度:400m/min;测试时间:1min。

3 结果与分析

3.1 普通隔距块筛选试验

对普通隔距块在CJ15.3tex、CJ14.6tex上的选

用进行了筛选。普通隔距块的型号分别有2.2、2.5、

3.0mm。分别对3种型号下的纱线进行10次测试,
取平均值,得到表1不同规格普通隔距块下的成纱质

量。
表1 不同规格普通隔距块下的成纱质量

纱线品种
/tex

隔距
块规格
/mm

CV值
/%

细节

-30%
/km

粗节35%
/km

棉结200%
/km

毛羽 H

CJ15.3 2.2 11.62 785 120 10 3.88
2.5 11.71 788 125 14 3.93
3.0 12.58 802 145 8 3.99

CJ14.6 2.2 12.22 1022 188 25 3.55
2.5 12.45 1103 197 32 3.65
3.0 12.76 1182 211 37 3.62

  根据表1数据可知,对于CJ15.3tex、CJ14.6tex
采用不同的普通隔距块,成纱质量均有所不同。对比

条干 CV 值,细节-30%/km,粗节35%/km,棉 结

200%/km,毛羽 H,选用2.2mm的钳口隔距规格的

成纱质量较好。

3.2 压力棒隔距块筛选试验

对压力棒隔距块在CJ15.3tex、CJ14.6tex上的

选用进行了筛选。压力棒隔距块的型号分别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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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0mm。分别对3种型号下的纱线进行10次测

试,取平均值,得到表2不同规格压力棒隔距块下的成

纱质量。
表2 不同规格压力棒隔距块下的成纱质量

纱线品种
/tex

隔距
块规格
/mm

CV值
/%

细节

-30%
/km

粗节35%
/km

棉结200%
/km

毛羽 H

CJ15.3 2.2 11.58 762 163 13 3.46
2.5 11.67 764 158 14 3.55
3.0 11.87 776 169 18 3.61

CJ14.6 2.2 11.86 786 163 21 3.39
2.5 11.96 795 173 28 3.44
3.0 12.13 805 183 44 3.49

  根据表2数据可知,CJ15.3tex、CJ14.6tex采用

不同的压力棒隔距块,成纱质量均有所不同。对于

CJ14.6tex纱线,对比条干CV值,细节-30%/km,粗
节35%/km,棉结200%/km,毛羽H,选用2.2mm的

压力棒隔距规格的成纱质量最好。而对于CJ15.3tex
纱线,虽然选用规格为2.2mm的压力棒隔距块,成纱

的条干CV值比2.5mm的压力棒隔距块好,但是在

实际生产中,由于隔距较小,容易出现梳理不开,导致

“硬头”较多,大大降低纱线品质,也会给挡车工带来困

难。故实际生产中,纺制 CJ15.3tex纱线,选用2.5
mm的压力棒隔距块比较合适[8-9]。

3.3 普通隔距块与压力棒隔距块对比分析

试验是在3.1,3.2章节试验的基础上,选用优选的普

通隔距块和压力棒隔距块进行二次对比试验,以期在优中

选优。分别对普通隔距块(CJ15.3tex、CJ14.6tex均选用

2.2mm隔距块)和压力棒隔距块(CJ15.3tex选用2.5
mm压力棒隔距块,CJ14.6tex选用2.2mm压力棒隔距

块)下的纱线进行10次测试,取平均值,得到优化普通隔

距块与压力棒隔距块进行对比试验,见表3。
表3 优化普通隔距块与压力棒隔距块对比试验

纱线品种
/tex

隔距
块规格
/mm

CV值
/%

细节

-30%
/km

粗节35%
/km

棉结200%
/km

毛羽 H

CJ15.3 2.2 11.63 768 164 13 3.43
2.5 11.47 754 156 12 3.31

CJ14.6 2.2 12.32 1010 179 23 3.56
2.2 11.82 779 161 20 3.40

  根据表3数据可知,CJ15.3tex、CJ14.6tex均采

用压力棒隔距块,成纱质量明显提高。其中,CJ15.3
tex使用压力棒隔距块,条干CV值降低约1.38个百

分点;千米细节约减少1.82个百分点;千米粗节约减

少4.88个百分点;千米棉结和毛羽也均有所降低。

CJ14.6tex使用压力棒隔距块,条干 CV 值降低约

4.06个百分点;千米细节约减少22.87个百分点;千米

粗节约减少10.06个百分点;千米棉结和毛羽也均有

所降低。

4 结论

对于不同号数的集聚纺精梳纱,在细纱机上使用

压力棒隔距块可以一定程度提高成纱质量,尤其在改

善纱线条干CV值、千米细节、千米粗节上有明显作

用。但是对于压力棒隔距的推广使用,还需要注意以

下几个问题:
(1)不同号数的纱线,使用压力棒隔距块达到的效

果不一样,且由于对纱线的附加摩擦力界增强,容易出

现“硬头”,必须进行优化和对比试验,不可盲目使用。
(2)由于压力棒隔距块不同于普通隔距块,容易出

现位移现象,需要加强监控和管理。
(3)市面上不同厂家的压力棒隔距较多,不同厂家

的同型号压力棒隔距块实际规格有可能不同,材质也

有差别,需要进行试验分析。
(4)细纱机对纱线的控制好坏决定了纱线的成纱

质量,压力棒隔距块可与其他附加元件一起使用提高

纱线质量,有待进一步研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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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更密集。

3.2 设计的完善

(1)面料产品改进:由于弹性面料的织物是经向罗

纹结构,纬向易脱散,经向弹力较小,所以可以对织物

结构进行改善,改为双面罗纹组织,使其强力和弹性及

易脱散性都得以改进,织物内部应加入高弹丝,保证弹

性,回复性;对面料进行防臭、抗菌后整理。
(2)蝶网面料改进:给织物加入8%氨纶,提高织物

弹性,加大织物密度,增加强力与弹力面料适配;对织

物进行后整理,提高网眼织物的保型性。
(3)缝纫线应进行测试,对其进行耐磨性、弹性的

测试,确保与面料的配伍。推荐使用涤纶加高弹丝的

包芯纱线,与服装面料弹性相配伍。
(4)缝纫手段,仍选用三线包缝,加大针迹密度为5

针/cm;对面料进行经向拼接,使其强度较大,不宜脱散。

4 结语

面料是成就一款服装设计的关键,因此面料的选

择是重中之重。文中设计的是春秋季功能性运动套

装,先把它的目标面料定位在方便运动的高弹面料,然
后再根据人体运动时穿着情况,选择蝶网面料为配料

进行性能测试。通过对该面料一系列的性能测试,发

现涤氨弹力面料的透气性很好,保温系数、克罗值比

较小,硬挺度小,面料柔软,比较适合做运动服面料。
而在对织物进行强力测试得出其拉伸断裂强力不是很

好,容易变形,为了改善这些问题,提出了面料改进的

设计方法,进而完成了该款服装完整的设计。从面辅

料配伍选择、制作实现等后续工作,为服装提供了科学

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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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andDesignofFunctionalSportswearFabrics
LIANGYing-chun1,DUANJin2

(1.ShaanxiFashionEngineeringUniversity,Xianyang712046,China;

2.YanglingVocational&TechnicalCollege,Yangling712100,China)

  Abstract:Combiningclothingergonomics,clothingstructureandmaterialscience,asetoffunctionalsportswearwasdesigned.

Thesportswearfabricswereselectedandrelatedwearabilitywastested.Theimprovementforfunctionalsportswearinfabricsselec-

tionwasanalyzed,sothatthefabriccouldbewellintegratedwithclothingstructure,craftandotheraspects.Itcouldprovidescientif-

icideasfortheselectionofclothing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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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EffectofPressureBarSpacer
onYarnQualityinCompactSpinningFrame

HUIJing
(XinjiangAppliedVocationalTechnicalCollege,Kuitun833200,China)

  Abstract:Comparativetestontheeffectofpressurebarspacerandplainspaceronyarnqulalitywasconductedincompactspin-

ningframe.Theresultsshowedthattheyarnqualitywasimprovedbyusingpressurebarspaceroncompactspinningframe.Practice

onCJ15.3texandCJ14.6texproductswerecarriedout.TheresultsshowedthatyarnevennessCVvalue,thickplacesperkilometer,

thinplacesperkilometerandnepsperkilometerwereimproved.

Keywords:compactspinning;pressurebarspacer;plainspacer;yarn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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