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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捻纱的退维工艺是织制无捻纱织物的关键工艺 退维过程的控制一直是困扰水溶性维纶伴纺与混纺产

品开发的难点 ∀为准确测试无捻纱退维的时间 采用纱线强力测试法和称重法对无捻纱的退维时间进行验证测试 

种测试方法基本相符  左右合股纱线上的维纶能够全部溶解 为实际生产中无捻纱织物退维时间的确定提供了可

靠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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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庆福 )  男 讲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无捻纱与织物 !新型纱线的研究与开发等 ∀ ∞2∏   ∀

  无捻纱的生产原理是用相同线密度 !捻度和捻

向的棉纱与水溶性维纶纱合股后逆向加相同的捻回

数即单纱退捻过程 然后成纱≈ ∀退维是无捻纱

织物成功与否的关键技术 通过退维工艺 水溶性维

纶会被完全溶去 ∀如果退维不彻底 则残留的维纶

会使纱线发硬 若退维时间过长 则会影响纱线品

质≈
为此 需要通过各种方法寻找并验证合适的退

维时间 ∀本文采用纱线强力测试法和称重法对无捻

纱的退维时间加以验证 ∀

1  退维机制

无捻纱的退维实际上就是一定温度条件下水溶

性维纶溶于水的过程 ∀水溶性维纶的溶解过程是先

溶胀 再溶解 ∀首先是水分子进入纤维内部 使其体

积增大 然后维纶分子转入水溶液中 但对于纱线中

的水溶性维纶来说 由于水分子的渗入是由表及里

的 所以纱线表层的维纶先溶胀 再向内部扩展 ∀而

且表层的维纶溶胀后 会形成一层薄膜覆盖表面 阻

碍水分子继续向内部的渗入 须等表层维纶分子转

入水溶液中 内层水溶性维纶才能再溶胀 !溶解 因

此 整个溶解过程是由表及里进行的 ∀

由于维纶分子的化学结构中含有裸露的羟基 

而羟基较强的化学反应性极易使其受到破坏 在硬

水中 钙 !镁等离子会与羟基发生反应形成碳酸钙 !

氢氧化镁等难溶物 影响退维 所以退维过程最好用



软化水 并且其硬度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 ∀另外退

维之前也不能进行漂白 因为一些强氧化剂的存在

也会破坏羟基形成难溶物 如双氧水等≈ ∀

在生产过程中 退维过程的控制一直是困扰维

纶伴纺与混纺产品开发的难点 ∀若此工序得不到有

效控制 将会出现退维不匀 直接影响成品的各项物

理指标及光泽 !手感等 ∀

2  验证方法

试样采用的原料是四川维尼纶厂生产的水溶性

维纶短纤维 溶解温度 ε ∀用捻度均为捻Π !

捻向为 捻的 ¬棉单纱和维纶单纱合股进行反

向加捻 合股纱的捻度为 捻Π !捻向为 ≥捻 ∀

211  纱线强力测试法

纱线强力测试验证方法有 种 一种是将合股

纱线均匀缠绕在铁框上再放在水中进行退维 此方

法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不能有效地控制纱线的张力

与铁框接触处纱线受力较大 实验过程中纱线不

能在沸水中保持原有的形态 不能在纱线强力仪上

准确地反映出其强力变化 另一种方法是把纱线缠

绕在均匀的圆木棍上然后放入水中退维 这样能使

每段纱线在沸水中所受的作用力基本相同 有效地

避免纱线晾干之后纱线张力不匀的问题 ∀本文采用

第 种方法来测量维纶在水中完全溶解的程度及其

所需时间 ∀

2 .111  实验方法

将纺得的股线截成 根 长线段 均匀缠绕

在 个小圆木棍上 ∀煮锅内倒上水 加热至 ε

左右时 将 个小圆木棍放入锅内退维 继续加热

至沸腾 记下时间 ∀然后每隔 捞出 个小圆木

棍观察 ∀

211 .2  实验步骤

 ε 时放入圆木棍 记下时间Β 之后每隔

 取出 个圆木棍 顺序依次为 
 ! ! ! !


 ! ! ! ! ! ∀将以上圆木棍放入室温水

中进行 次漂洗后 放在室内自然晾干 ∀

2 .1 .3  实验结果

在 
 ! ! ! 圆木棍上的纱线定型良好 


 ! !圆木棍上的纱线开始松动脱落 纱线已开

始溶解 纱线上可以看出棉纱无捻的状态 
 ! !


圆木棍上的纱线已完全松散 基本成为无捻纱 ∀

股线取出顺序与对应的取出温度 !时间如表 所示 ∀

纱线退维后的强力见表  ∀
表 1  实验数据

Ταβ .1  Εξπεριµεντ δατα

木棍取出顺序 取出温度Πε 取出时刻

   

   

   

   

   

   

   

   

   

   

表 2  木棍上股线退维后的强力

Ταβ .2  Στρενγτη οφ τηε πλψ ψαρν ωραππινγ ον τηε

χραβστιχκ αφτερ δισσολϖινγ 

序号
强力

       平均

         

         

         

         

         

         

         

         

        

      

股线         

  从表  的数据可清楚地看出 在水温没达到

 ε 前 也就是 
 ! ! !圆木棍取出时 股线

的强力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而实验所用水溶性维纶

纤维的溶解点在  ε 左右 其次 在维纶开始溶解

之后 随着时间的增加 从 
开始 纱线的强力在逐

渐降低 ∀这说明股线中的维纶成分正在逐步完全的

溶解 最后的 
 和 

 纱竟然不能测出 组数据 ∀

事实上 
纱出现大部分无捻的现象 

的强力不

降反升 可能是测量误差或者纱线不匀引起的 并不

能反应整个水溶性纤维强力降低的趋势 ∀从整个过

程和得出的结果看 数据还是比较准确的 基本能确

定退维时间在 左右 ∀

从整体上讲 用均匀木棍的实验明显优于用铁

框的 不但测出了比较准确的数据 在实验过程中也

显示出了比较好的效果 ∀比如铁框纱线由于受热不

匀导致张力不匀 这不仅导致了纱线测量结果的不

准确 而且也因为纱线的松散脱落导致煮完后的纱

线无法用流动的水漂洗 进而由于维纶浆液没有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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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干净导致纱线强力不匀 ∀另外 用铁框更容易把

纱线煮脱落 导致纱线无法测量 ∀

212  称重法
纱线强力测试法验证退维时间时 由于棉纱线

条干不匀 所以到水沸腾后 左右 维纶虽还没

有完全退去 但此时由于纱线的条干不匀 所测的数

据已经反映纱线接近无捻了 为了更准确地验证退

维效果 采用称重法来验证维纶完全溶解所需要的

时间 ∀

212 .1  实验方法

称取 个长为 股线试样的质量在股线被

烘干的情况下 ∀煮锅内倒上水 加热至 ε 左右

时 将 个试样同时放入煮锅 每隔 取出个

纱样 直至 后取出所有纱线 ∀将纱线烘干后

分别称重 ∀

用 ≥型电子天平称重 实验结果见表  ∀
表 3  称重法实验数据

Ταβ .3  Εξπεριµεντ δατα βψ ωειγητ µετηοδ

编号

质量Π

空瓶

质量

烘干总重

退维前

纱的

质量

烘干总重

退维后

烘干后质

量差异

溶解百分

率Π

            

            

            

            

            

            

            

            

            

            

            

212 .2  数据分析

纱样的取出顺序依次为 
 ! ! ! !


 ! ! ! ! ! !

分别称重 ∀从质

量差异看 时间越长维纶溶解得越多 并且在到达


 纱样时水溶性维纶基本上已经溶完了 历时

 这与纱线强力法验证的时间基本相符 ∀

213  其它测试法
除了上述 种方法外 还可以用化学试剂法 !纤

维镜法等进行退维验证 ∀化学试剂法应用的原理是

利用 种原料股线的不同性能 对不同的化学试剂

有着不同显色反应 可以作为判断水溶性维纶是否

溶净的标准 ∀而显微镜观察法也是利用不同原料的

截面形态来观察维纶水溶后纱线的溶解程度 ∀当

然 化学试剂法仅是一个构思 还没有发现特别明显

的区分这 种原料的试剂 需进一步进行研究≈ ∀

3  结  语

利用纱线强力测试法和称重法可以很好地验证

无捻纱的退维时间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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