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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针工艺对带子纱拉伸延展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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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带子纱是由小针筒机纺制的最常见的花式纱线,属于特种花式纱线种类,除了特殊的外观肌理外,更重要的

是其沿着纱线长度方向具有一定的拉伸延展性,可以为织物提供一定的纵向拉伸弹性。为了定性定量分析带子纱的拉伸

延展性,重点研究纺纱中的选针工艺,即纺纱针数对带子纱拉伸延展性的影响。用棉纱在内转式小针筒花式纺纱机上分

别选取不同针数工艺纺制出具有不同网眼的带子纱,测试分析带子纱的断裂伸长率,探讨不同选针工艺对带子纱拉伸延

展性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纺纱时小针筒针数越多,纺出的带子纱横截面上网眼越多,带子纱的断裂伸长率越大,带子

纱长度方向拉伸延展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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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花式纱线及其织物正向多元化、全方位的方

向发展,逐渐成为装饰、服装用织物消费市场的中坚力

量[1]。花式纱线在国内外纺织品市场上已成为一种崭

新的时尚潮流趋势,含有花式纱线的产品种类繁多。
带子纱是由小针筒机纺制的最常见的花式纱线,

其生产流程较短且产量高。用带子纱做成的面料纹理

清晰、厚实而饱满,手感柔软,悬垂性优良,在花式纱线

产品市场上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2]。
通过研究单针、双针、3针纺制的棉带子纱的断裂

伸长率,得出由不同选针工艺纺制的棉带子纱的拉伸

延展性的具体情况。从喂入原纱到带子纱卷绕成形的

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退绕张力和卷绕张力作用,
卷绕张力要适中,过大或过小都会造成纺纱困难。从

不同针数纺成的棉带子纱的拉伸延展性,研究如何将

小针筒花捻机中的导纱勾、钩针调节至最优位置,以及

小针筒花捻机中张力装置的合理调节方式。

1 原料与设备

试验采用的原料为38tex新疆棉单纱,新疆棉的

色泽、细度、弹性、纤维长度等都优于普通棉花。
试验原料测试数据见表1。

表1 试验原料测试数据

原料
线密度
/tex

断裂强力
/cN

断裂伸长
/mm

断裂伸长率
/%

新疆棉 38 357.5 31.1 5.2

  采用的设备是苏州华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HN43-02-12内转式小针筒。内转式小针筒结构示意

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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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纱钩;2—钩针;3—针筒;4—外壳;5、6、7—螺母;8—龙带

        图1 内转式小针筒

小针筒有2种规格,分别为内转式和外转式。该

研究使用内转式小针筒,内转式小针筒装置由下到上

主要由卷绕装置、卷曲罗拉、龙带、针筒、导纱钩、张力

装置、纱架等部件组成。小针筒织带机属于纬编机,其
作用原理和织袜机相似,针筒很小,而且整个针筒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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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针槽[3]。

2 试验方案设计

选定线密度为38tex的棉单纱原料进行试验,采
取单一变量性原则的试验方案,即棉纱的喂入状态相

同而小针筒的选针数不同的试验思路。
棉纱依次按照单纱、双并线、双合股的状态喂入,

小针筒的选针数为单针、双针、3针依次调整进行纺

纱,通过试验得到的带子纱依次进行对比,得出由单

纱、双并线、双合股喂入,小针筒各针数纺出的带子纱

的拉伸延展性的结果。

3 纺纱工艺与结果分析

3.1 纺纱工艺

纺纱过程中导纱钩固定不动,小针筒由皮带带动,
纱线通过导纱钩进入针筒进行编织。在编织过程中,
通过针筒回转,针筒内部的凸轮带动钩针上下移动并

把纱线钩入到针钩中[4]。在针筒转动时,在针舌下方

的线圈将针舌向上推动,从而将针封闭,形成一个新的

线圈,如此反复旋转,构成具有针织风格的带子纱[5]。

3.2 结果与分析

利用YG020A型电子强力仪进行测试,加持长度

为50cm,测试10组数据,取平均值后计算断裂伸长

率。
断裂伸长率=(ΔL/L0)×100%

式中:L0—隔距长度,mm;ΔL —预张力夹持试样时

的断裂伸长,mm。
采用不同选针工艺和喂入状态的内转式针筒所纺

带子纱的断裂伸长率测试数据散点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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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选针工艺下4种带子纱断裂伸长率散点图

对图2中各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不同选针工艺

和喂入状态的内转式针筒所纺带子纱的断裂伸长率平

均值,见表3。
表3 不同选针工艺和喂入状态的带子纱断裂伸长率平均值

针数 单纱 双并线
双合股/

(175捻·m-1)
双合股/

(350捻·m-1)

单针 6.80 10.80 8.72 8.50
双针 10.70 13.80 13.10 12.90
3针 12.60 18.80 18.10 17.90

  对表3进行分析,随着针数越多,纺出的带子纱的

断裂伸长率越大,间接证明带子纱的拉伸延展性越好。
不同选针工艺下4种带子纱(单纱、双并线、双合

股(175捻/m)、双合股(350捻/m))的断裂伸长率变化

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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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4种带子纱的断裂伸长率折线图

(1)纺纱原料为单纱时,双针、3针带子纱的断裂

伸长率比单针带子纱分别提高了3.9%和5.8%;3针

带子纱的断裂伸长率比双针带子纱提高了1.9%。
(2)纺纱原料为双并线时,双针、3针带子纱的断

裂伸长率比单针带子纱分别提高了2%和8%;3针带

子纱的断裂伸长率比双针带子纱高出5%。
(3)纺纱原料为双合股时,3针(175捻/m)带子纱

的断裂伸长率比单针、双针(175捻/m)带子纱分别提

高9.38%和5%;双针(175捻/m)、双针(350捻/m)带
子纱的断裂伸长率比单针带子纱的断裂伸长率分别提

高了4.38%和4.4%;3针(350捻/m)带子纱的断裂

伸长率比单针、双针(350捻/m)带子纱分别提高了

9.6%和5.2%。
产生该现象的原因为针数越多,编织出的网眼越

多,带子纱的断裂伸长率越大,带子纱的拉伸延展性越

好;随着纱线捻度的增加,带子纱的拉伸延展性会降

低。

3.3 带子纱网眼数

带子纱是否符合要求,网眼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以原单纱在其他条件相同但电机频率不同时,采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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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内转式小针筒所纺的带子纱进行比较,参数见表4。
表4 不同主副电机频率配合时带子纱的网眼数

主机频率/Hz 副机频率/Hz 网眼/(10cm)

26.30 6.88 34
20.10 5.23 34
15.10 4.78 29
12.10 3.84 27
10.10 3.54 25
10.10 3.34 26
10.10 3.14 28
10.10 2.94 29

  对表4进行分析可知,主副电机频率比例非线性

相关,主机频率越大,网眼越小,即同单位长度内网眼

数越多;主电机频率相同时,副电机频率越小,网眼越

大,即同单位长度内网眼数越少。故纺制带子纱时各

电机频率需要互相配合恰当,进而保证带子纱的质量。

4 结 论

(1)喂入形式相同而选针工艺不同,纺出带子纱的

拉伸延展性不同,选针数越多纺出带子纱的拉伸延展

性越好。
(2)喂入纱线的捻度对纺出带子纱的拉伸延展性

的影响较小。捻度增大,纺出带子纱的拉伸延展性轻

微减弱。

(3)纺带子纱时喂入原料的形态不同,带子纱的拉

伸延展性不同,单纱带子纱、双股线带子纱、双并线带

子纱的拉伸延展性依次增强。
(4)纺纱过程中,导纱钩的调节要确保织针在最高

位置能更顺利退圈,同时生产过程中纱线晃动最小。
(5)当针运动到最低位置时,若针钩与针舌上端距

离太远,则旧线圈不易形成新线圈,造成卡针现象,进
而导致舌针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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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InfluenceofNeedleSelectionProcess
ontheTensileDuctilityofTapeY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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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ribbonyarnisthemostcommonfancyyarnspunbythesmallcylindermachine,belongingtothespecialfancyyarn
type.Inadditiontothespecialappearancetexture,moreimportantly,ithasacertainstretchductilityalongtheyarnlengthdirection,

whichcouldprovideacertainlongitudinalstretchelasticityforthefabric.Inordertoqualitativelyandquantitativelyanalyzethestretch
ductilityofthetapeyarn,thefocuswasontheneedleselectionprocessinspinning,thatwastheinfluenceofthenumberofspinning
needlesonthestretchductilityofthetapeyarn.Theribbonyarnwithdifferentmeshwasspunbydifferentneedlenumberprocesses
ontheinnerrotatingsmallcylinderpatternspinningmachine,andthentheelongationatbreakoftheribbonyarnwastestedand
analyzed,whiletheinfluenceofdifferentneedleselectionprocessesonthetensileductilityoftheribbonyarnwasdiscussed.The
resultsshowedthatthehigherthenumberofsmallneedles,themorecross-sectionalmesh,thegreatertheelongationatbreak,the
bettertheelongationelongationofthey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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