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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重纬组织结构特点和设计要点,并以纬二重组织为例探讨了双面横条纹与双面小提花异效织物的设

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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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面异效织物是指正反面呈现不同色彩效果,且
能在素织机上制织的面料用织物[1]。由于重纬织物是

由一个系统经纱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的纬纱交织而

成的,两组纬纱在织物中呈现重叠结构,因此若配以相

应的色纬排列及组织结构,在设计中就可形成双面效

果。即在织物正反两面呈现出不同的图案色彩效果,
且纬重数越多,织物的组织层次和色彩变化就越多[2]。
本文主要以纬二重组织为例,探讨了重纬双面异效织

物的设计方法。

1 重纬组织结构

由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纬纱与一组经纱交织而成的

纬纱重叠组织,称为重纬组织。由于只有一组经纱,因
此表纬与经纱交织构成表组织,里纬与同一经纱交织

构成里组织。重纬组织的构成原则是表纬的浮长线必

须将里纬的纬组织点遮盖住[3]。
重纬组织的织物正反两面均显纬面效应,其基础

组织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但表面组织多是纬面组织,
反面组织也是纬面组织,因此里组织必是经面组织。

表里纬排列比的选择取决于表里纬纱的线密度和

基础组织的特性等。一般常用的排列比为1∶1、2∶1
或2∶2等。因织造时经纱受力大,所以可采用强力较

高的原料作经纱。

2 织物设计要点

2.1 正反面均为横条纹的重纬双面异效织物

该织物面料的设计思路是通过变换表里纬纱,配
合重叠的纬纱结构,形成重纬双面横条纹组织,其织物

面料可服用或装饰用。

2.1.1 组织设计

在选择表里组织时正反面基础组织可相同可不相

同,但应尽量做到呈现纬面组织。表组织的表纬浮长

线必须将里纬的纬组织点遮盖住,这使得里纬的短纬

浮配置在相邻两表纬浮长之间;而排列比的选择考虑

到经纬纱线线密度相同,选择排列比为1∶1,如图1所

示。

图1 横条纹重纬双面异效织物的上机图

2.1.2 工艺设计

配色设计在双面织物中要求较高,既要颜色纯度

低且有一定的对比度,配色要和谐,又要正反面织物的

条宽配置成倍数关系,便于上机操作。经纱只需一种

颜色,且最好是几种颜色纬纱中的一种;颜色要尽量相

似,使正反面横条纹效果不影响。织物的色纱排列与

工艺参数如表1-2所示。
表1 横条纹重纬双面异效织物的色纱排列

项 目 经 向
纬 向

表 纬 里 纬

颜 色 米白 米白 藏青 藏青 玫红

根 数/根 整幅 60 6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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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横条纹重纬双面异效织物的工艺参数

项 目   参数值

经 纱/tex 14.5×2
纬 纱/tex 14.5×2
成品外幅/cm 6.4
成品经密/根·(10cm)-1 481
成品纬密/根·(10cm)-1 328
筘 幅/cm 6.7
每筘穿入数/根 4
综框页数/页 12
穿综方法 顺穿法

边经根数/根 2
内经根数/根 308

  根据经纱线密度、织物组织及密度等因素,同时为

了呈现良好的重叠效果,需要加大经密采用4根一筘,
穿综为12片综顺穿。重纬一般采用单经轴织造,表里

纬严格按照色纱排列交替织入;两种不同颜色的纬纱

在组织中既可作表纬呈现于织物正面,又可作里纬衬

在表纬之下,不显露于织物正面而现于织物反面。该

织物的正反面效果如图2(a)、(b)所示。

(a)正面           (b)反面

图2 双面横条纹重纬织物的正反面图

2.2 重纬小提花双面异效纬起花织物

该织物是由简单的组织加上局部的重纬小提花组

织构成的。提花时一组纬纱的浮长线浮在织物表面构

成花纹,另一组在背面沉于织物反面。提花以外部位

为简单组织,仍由地纬与经纱交织而成。为了使纬起

花组织花纹明显,起花纬纱往往用显著的颜色。该织

物正反面效果如图3(a)、(b)所示。
2.2.1 组织设计

纬起花织物的地组织为简单组织,多采用平纹等

组织使地布平整,花纹突出。起花部位应根据要求,纬
浮长不宜过长[4]。如花型需要也可利用地经在织物正

面压抑花纬浮长,但经纬颜色须相近为好。本织物起

花部位为菱形起花,起花部分地组织则根据纬起花要

求填充简单组织,选用四枚经破与纬破斜。纱线花纬

选用线密度较大的毛线,使起花效果明显。图4是该

织物上机图。

(a)正面 (b)反面

图3 小提花重纬双面异效织物的正反面图

图4 纬起花异面重纬双面织物上机图

2.2.2 工艺设计

织物纱线配色要有对比性,配色要和谐,起花部位

与四围简单组织所形成的的条宽配置要成倍数关系,
以便于上机操作。通过不断换纬使起花部分的四围有

交替的色彩变换。该织物的色纱排列与工艺参数如表

3-4所示。
表3 小提花重纬双面异效织物的色纱排列

项 目 经 向
纬 向

表 纬 里 纬

颜 色 浅兰 藏青 黑 白 红 玫红 黄

根 数/根 16 16 2 14 32 16 16

表4 小提花重纬双面异效织物的工艺参数

项 目   参数值

经 纱/tex 14.5×2
纬 纱/tex 14.5×2
成品外幅/cm 8.1
成品经密/根·(10cm)-1 478
成品纬密/根·(10cm)-1 323
筘 幅/cm 8.4
每筘穿入数/根 4
综框页数/页 12
穿棕方法 照图穿法

边经根数/根 2
内经根数/根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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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退给棉时的分界纤维长度为24.85mm(计算条件与

计算重复梳理次数时相同)。由此可知,采用后退给棉

时比前进给棉精梳落棉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采用后退给棉比采用前进给棉精梳落棉率高4%~
8%。因此,采用后退给棉有利于提高梳理效果、降低

棉结杂质粒数、排除棉卷中的短绒及提高精梳条的条

干均匀度。

3 结语

高效精梳机的工艺性能与普通精梳机不同,一般

采用较重的棉卷和精梳条定量。在产品开发、产量、质
量的比较中具有明显的优势。高效能精梳机在能耗、

辅件、配件等方面均大有降低,故其经济效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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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样的表里纬排列比为1∶1,穿综方式根据设计

提花部分采用省综的山形穿法,采用每筘4根。

3 结语

双面异效重纬织物设计需充分考虑表里组织的选

择,最好正反面都呈现纬面效应。表纬浮长遮盖里纬

的短纬浮长,经纬纱线合理配置。纱线颜色和谐且有

一定的对比性,织物正反面条宽成合理的倍数关系。
小提花重纬织物设计为局部的纬二重起花,其起

花部分浮长线不宜过长,可通过显著的纱线颜色来凸

显起花部分。合理配置表里纬排列比,织物正反面的

条宽同样呈倍数关系,以便于上机操作。上机织造时

应严格按照设计思路进行换纬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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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structuralfeaturesanddesignpointsofdoubleweftweavewereanalyzed.Thedesignmethodsofdouble-sidedhori-

zontalstripedfabricanddouble-sideddobbywere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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