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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赛络纺纱中单纱的捻度低于成纱股线捻度,而纱线的结构呈现内松外紧这一特点,对比水溶维纶与棉纤

维的不同混纺比、不同捻系数及赛络纺纱时不同喂入粗纱隔距等参数,分析纺制高支无捻纱的可能性,探讨一种能够直接

纺制高支无捻纱的较为简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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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棉无捻纱,作为高端柔软型棉纱,广泛用于高档

毛浴巾及婴幼儿用品。传统纯棉无捻纱由纯棉纱与水

溶性维纶(以下简称:PVA)生产的9.7tex纱并合后,
在捻线机上加以与纯棉单纱相反的捻度数,即进行股

线加捻而单纱退捻合并而成,在成品中溶去水溶性维

纶纤维后可得到无捻纱织物。该工艺为无捻纱生产中

普遍使用的工艺,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难点。一是生

产工艺复杂,需要生产2种不同的单纱(纯棉纱、水溶

性维纶)并合股,并在捻线机上用与单纱反向的特别捻

度退去纯棉纱捻度而成;其次,只能生产低支(27.6tex
以下)纱,当生产高支(C9.72tex)棉纱时,因其较高捻

度,反向加捻时,不但不能退捻成无捻纱,反而会成为

标准的股线而不是无捻纱。
根据资料[1-2],赛洛纱线的单纱捻度数低于成纱

股线的捻度数,并且其单纱结构呈现外紧内松结构。
用水溶性维纶与棉纤维直接混纺制成赛络纺纱,使所

纺纱线具有可织造性,在整理时溶去水溶性维纶,使得

纱线的特数降低,直接降低了纱线的一部分捻系数,同
时破坏赛络纺纱的结构,使所得纱线更为松散,从而得

到所需要的高支(C9.72tex)无捻纱。

1 工艺参数

1.1 纯棉高支无捻纱纺纱生产工艺流程

棉纤维与水溶性维纶的混合方式选用条混,混合

后所纺纱中棉纤维的定量必须是固定的C9.7tex,混
纺比由水溶性维纶的改变来调节。生产工艺流程为:

棉:FA002C抓棉机→A035C混棉机→FAl06锯

齿开棉机→A092双棉箱给棉机→A076C。

PVA:FA002C抓棉机→A035A混棉机→FAl06
梳针开棉机→A092双棉箱给棉机→A076C。

成卷机→FA231梳棉机

成卷机→FA231梳棉机

ù

û

ú
ú→FA306并条机(混并)

→FA306并 条 机(二 道 并 条)→FA4423粗 纱 机→
FA506细纱机(赛络纺)→AU338自动络筒机。

根据赛络纺纱的生产特性只对细纱工序中与无捻

纱生产有影响的参数进行讨论,其他各工序按常规生

产工艺进行即可。

1.2 工艺参数选择

为了使赛洛纺生产的纯棉无捻纱达到产品要求,
对纺纱生产过程的三个方面的技术问题进行探讨:棉
纤维和PVA纤维混纺比的确定、赛络纺纱时喂入时2
根粗纱隔距的确定、所纺纱捻系数的选用。测试对比

所纺纱线的相关性能指标(成纱单强、溶去水溶性维纶

后所得纱线),从中优选出适合生产纯棉高支无捻纱的

工艺参数。
参数设定:PVA纤维/棉纤维混纺比:35/65、50/

50、65/35;纺纱捻系数参数:280、310、340;赛络纺纱时

粗纱喂入隔距:4、7、10mm。
根据参数设置,在满足C9.22tex纱的情况下,不

同混纺比实际所需混纺纱的支数与不同捻系数时对应

的捻度数见表1。
根据所选择参数,选用L9(34)正交试验方法[3]作

试验,其因子与水平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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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C9.72tex与PVA在不同混纺比及捻系数时对应的

混纺纱支数与捻度数

PVA/C9.7tex
混纺比

实际号数
/tex

不同捻系数对应捻度/捻·(10cm)-1

280 310 340
35/65 14.9 72.5 80.3 88
50/50 19.5 63.4 70.2 77
65/35 27.8 53.1 58.8 64.5

表2 各参数因子水平取值表

水 平 A
PVA/C混纺比

B
捻 系 数

C
粗纱喂入隔距
/mm

1 35/65 280 4mm
2 50/50 310 7mm
3 65/35 340 10mm

2 试验及分析

2.1 试验部分

根据所选择参数,选用L9(34)正交试验方法安排

试验顺序以及试验产品,相关数据测试结果见表3。
表3 正交试验表

序 号 ABC
123

试验所纺纱测试结果

断裂单强(K)
/cN

断裂伸长(L)
/mm

1 1 1 1 13.51 38.48
2 1 2 2 13.91 38.52
3 1 3 3 14.01 39.15
4 2 1 2 15.34 51.5
5 2 2 3 15.61 57.72
6 2 3 1 15.81 56.76
7 3 1 3 20.98 60.98
8 3 2 1 21.79 68.80
9 3 3 2 21.95 71.54
K1和 41.43 49.83 51.11
K2和 46.76 51.31 51.2
K3和 64.72 51.77 50.6
K1平 13.81 16.61 17.04
K2平 15.59 17.1 17.07
K3平 21.57 17.26 16.87
L1和 115.15 150.96 164.04
L2和 165.98 165.04 161.63
L3和 201.32 167.45 157.85
L1平 38.72 50.32 54.68
L2平 55.33 55.01 53.88
L3平 67.11 55.82 52.62

2.2 数据对比分析

根据试验数据分析,当所纺纱中PVA比例增加

时,纱线单强(K平)和断裂伸长(L平)都在增加;当所

纺纱捻度增加时,纱线单强力(K平)和断裂伸长(L
平)都是增加;当赛络纺粗纱喂入隔距增加时,其所纺

纱单强力(K平)先增加,后又降低,而断裂伸长(L平)
却是在减少,通过试验测试,喂入粗纱间距以5mm时

强力较好。

由于需纺纱应为高支(9.72tex)无捻纱,现所纺纱

的强力都能达到下工序使用要求,是否达到了无捻纱

要求,根据相关资料[4]用5cm×10cm方框对所纺纱

进行煮练退维试验,结果表现为:试验顺序7所得纱

在煮练后,基本都断裂,难有成纱存在;试验顺序8所

得纱在煮练后,有少量成形纱出现,但这些纱在受到外

力时,出现纤维之间的滑脱断裂,而非纤维断裂;试验

顺序4、9所得纱在煮练后,基本是成形的,其受到外力

后,有时会出现纤维滑脱断裂,有时又会出现纤维断

裂;其他样纱经过煮练去水溶性维纶后,都可得到成形

纱,在受到外力时,也基本都是纤维断裂,而非滑脱。
从退去水溶性维纶结果来看,试验样纱7中PVA

纤维和棉纤维混纺比65/35,纺纱捻系数280,赛络纺

纱时粗纱喂入隔距10mm;试验样纱8中PVA纤维和

棉纤维混纺比65/35,纺纱捻系数310,赛络纺纱时粗

纱喂入隔距4mm,可以作为无捻纱使用。其他试验所

纺纱不能作为无捻纱使用。

3 结论

(1)经过对比分析工艺参数,可以确认,用赛络纺

是可以纺制高支(9.72tex)无捻纱。
(2)其纺纱方法比传统无捻纱纺纱方法简单,且流

程较短。
(3)在纺制无捻纱时的关键参数是PVA纤维和棉

纤维混纺比65/35,纺纱捻系数280、赛络纺纱时粗纱

喂入隔距5mm,最为合适,如果所纺无捻纱的强力能

适应后工序使用,其纺纱捻系数还可以适当降低。
(4)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退去水溶性维纶时,由于

赛络纺纱结构问题,很难完全去掉纱线内部的水溶性

维纶,因而在退维时,应加入适量的浸透剂,以保证退

维的可靠性。
(5)由于水溶维纶价格较高,且由于混纺比的原

因,水溶性维纶的用量较多,因而,此方法只适合纺制

高支无捻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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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荷包、针扎、碗袋和手帕袋

4 结语

在蒙古族服饰中,哈木尔纹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蒙古族人们通过多样的组合方式让哈木尔纹绽放着独

特的魅力,使它几乎能在服饰上的任何部位运用自如。
哈木尔纹是蒙古族的标志性符号,它与蒙古族的审美意

识一脉相承,传递着蒙古族人们的气质与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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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StructuralLawofHamuerPatterninMongolianClothing
LUOLing,LIANGZhao-hua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HamuerpatternofMongolianwasselectedasresearchobject.TakingtheoriginofHamuerpatternastheentrypoint,

thecompositionlawofHamuerpatternwasanalyzed.Thestructurefeatures,combinationrules,decorationpartsofHamuerpattern

usedinMongolianclothingwerestudied.ItcouldmakecontributetothedevelopmentandinheritanceofMongoliantraditionalpatterns
inthenewera.

Keywords:Hamurpattern;structuralcharacteristics;combinationlaw;decorative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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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SpinningTechnology
ofPureCottonHighCountUntwistedYarn

LIUguang-bin,LUOJian-hong,LIYi,LIUXiu-ying,TANQing-bao
(ChengduTextileCollege,Chengdu611731,China)

  Abstract:Accordingtothefactthatthetwistofsingleyarnwaslowerthanthatoffinishedyarninsirospinning,andthestruc-
tureofyarnshowedthecharacteristicsofinternalloosenessandexternaltightness,thepossibilityofspinninghighcountuntwisted

yarnwasanalyzedbycomparingtheparametersofdifferentblendingratioofwatersolublevinylonandcottonfiber,differenttwistco-
efficientanddifferentrovingspacingwhensirospinning.Asimplemethodfordirectlyspinninghighcountuntwistedyarnwasdis-
cussed.

Keywords:highcountuntwistedyarn;sirospinning;blendingratio;twist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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