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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普通织机开发花式纱罗产品

张国辉
南通职业大学 江苏 南通  

摘  要  介绍了利用普通织机生产花式纱罗织物的方法 包括制作安装第 只织轴 设计产品工艺参数 制作专用

钢筘和绞经张力控制系统 纱线的选用 上机图的合理绘制 经纱上浆 准备和织造生产中需要注意的要点等 ∀花

式纱罗织物生产中最重要的是控制好基综提起时 张力调节杆向前运动的量 使其释放出相应长度的绞经纱 满足

开清梭口的需要 其次还要选用合适的浆料 并保证浆纱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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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式纱罗织物属高档装饰或服饰面料 织物外

观新颖悦目 ∀它与普通织物形成原理不同 普通织

物的经纱互相都是平行的 而纱罗织物经纱分为绞

经和地经 个系统 绞经在地经左右来回运动 构成

花纹 ∀这类产品销路好 国内外的订单较多 产品利

润高 每米织物的产品附加值比使用相同原料的其

它产品高  ∗ 元 ∀然而纱罗织物技术含量较高 生

产难度大 一般需用专用织机才能生产 ∀本文介绍

了用改装后的普通织机开发花式纱罗织物的方法 ∀

1  机器设备改装

  对普通织机改装时 不同方案的改装结果对织

造效率和产品质量影响很大 ∀

1 .1  制作安装第 2只织轴轴架

第 只织轴一般采用消极式送经 以摩擦片的

摩擦力控制绞经纱的退绕张力 ∀其轴架的安装位置

有 种 在第 只织轴的后方地面上固定织轴轴

架 两轴的外侧距离约几厘米 第 只织轴的回转方

向与第 只织轴相反 尽量减少对车后弄交通的影

响 ∀将第 只织轴安装在织机墙板后上方 织轴

边盘的后边沿与第 只织轴后边沿基本对齐 ∀织轴

边盘的下方轮廓线应高于后梁的最高位置几厘米 

两者之间应留下安装张力调节杆的位置 ∀用这种方

法时 第 只织轴从织机右侧看是顺时针回转 ∀

1 .2  安装绞综综框

一副绞综包括 个基综和一个半综 挂在第 

页综上的基综称作基综  挂在第 页综上的基综

称作基综  半综跨在两个基综的槽内 ∀目前绞综

有钢丝综和钢片综 种 其长度 !形状等规格各异 

根据实际需要选用 每页综的综丝不宜过多 ∀生产

中通常使用下半综 绞经改变左右位置时从地经的

下方通过 ∀地综 !后综综框一般采用普通综框 绞综

采用特殊综框 绞综综框的高度应大于地综 !后综综

框 其综框的动程也应大些 以保证绞经的实际开口



高度与其它经纱一致 织机开口时可获得较清晰的

梭口 ∀半综依靠基综而提起 半综的下端穿在 根

综丝铁条中 综丝铁条要坚韧平直 !光滑 ∀半综的回

综需要另外的回综弹簧 回综弹簧弹力要合适 使半

综回复轻快 ∀回综力过小半综不能及时落下 回综

力过大绞综容易损坏 调节两端的回综力时应尽可

能均匀一致 以保持综框运动平稳 ∀

1 .3  设计和制作绞经张力控制系统

绞经张力控制系统也叫绞经张力调节杆 ∀纱罗

织物的开口有 种情况 只有地经纱提起 基综 

和基综 均不提起 形成的梭口是普通梭口 基综

和后综提起 绞经织到纬纱的上方 绞经和地经并

不改变位置 形成的梭口是开放梭口 只有基综 

提起 地综和基综 均不提起 绞经运动到地经的另

一侧并提起 形成的梭口是绞转梭口≈ ∀绞转梭口

绞经纱的伸长较多 绞经纱的张力以及绞经纱与地

经纱的摩擦力也很大 容易导致绞经纱与地经纱的

断头 ∀此时应送出相应长度的绞经纱以减少绞经的

张力 绞经张力调节杆就是起这个作用 ∀在基综 

提起时 同时使绞经张力调节杆向前运动 释放出相

应长度的绞经纱 在基综 落下时 让绞经张力调节

杆向后运动 收回刚才释放出的部分绞经纱 ∀绞经

张力调节杆的形式很简单 两侧的双臂杆用销子安

装在墙板上 左右侧双臂杆的一端之间以长连杆相

连 从第 只织轴退出的绞经纱绕过连杆转向机前 

双臂杆的另一端用弹簧连接到左右侧织机墙板上 

以平衡绞经纱的张力 ∀多臂龙头控制基综 的提综

杆 用细钢丝绳与张力杆相连 在起绞时放松绞经

纱 ∀也可另外单独用控制最后一页综框的提综杆与

张力调节杆相连 ∀张力调节杆的安装位置随第二只

织轴轴架的位置不同而异 但绕过张力调节杆的绞

经高度均应高于后梁握纱点的最高位置 ∀

1 .4  钢筘的制作

花式纱罗织物每一组绞经和地经必须穿入同一

个筘齿内 便于绞经在地经左右扭绞 当一组绞经和

地经数量为多根时 花式纱罗织物需要特制的花筘 

即拔去部分普通钢筘的筘齿 如图 所示 ∀

图 1  拔去部分筘齿的花筘

  为了突出纱罗效应 必要时相邻 绞组之间可

空一筘齿 ∀花筘的计算如下 

全幅筘齿数 每花筘齿数包括拔去的筘齿 ≅

全幅花数 头筘齿数 边纱筘齿数

筘号  全幅筘齿数Π筘幅 ≅ 

2  产品工艺设计

2 .1  原料的选用

花式纱罗织物的特点是轻薄凉爽 透气性好 ∀

由于织造时经纱之间摩擦严重 经纱的强度和耐磨

性能要好 ∀绞经比地经纱受到更多的摩擦和屈曲 

应选择优质 !强力好 !耐磨的纱线 纱线的条干要均

匀 杂质少 ∀原料选择时应考虑到以上各点 ∀地经

纱可选择  ∗  ¬的纯棉或涤棉单纱 绞经纱一

般以根股纱或 根粗特的单纱为 组 也有用多

根单纱为一组的 便于绞经花纹突出 富于立体感 ∀

2 .2  上机图的绘制

花式纱罗织物的上机图与普通织物不同 绞

组经纱中绞经不论多少根 都按照一根绞经绘制组

织图 另以文字说明这根绞经实际代表的绞经颜色 !

原料 !根数 !线密度等情况 ∀绞组经纱中地经纱有

多少根 在组织图中就占几个纵行 绞经不论多少

根 在组织图中都只占地经纱左右各一行 ∀起始时

当绞经安排在地经右侧 从机前看绞经纱从基综 

的右侧和基综 的左侧之间穿过 当绞经安排在地

经左侧 从机前看绞经纱从基综 的右侧和基综 

的左侧之间穿过 ∀绞经除穿过半综外还要穿过后

综 地经在 个基综之间通过后穿入地综 ∀基综与

后综之间应间隔 页以上的综框≈ ∀图 是经纬纱

线密度为 ¬   ¬ ≅  ≅  ¬经纬密为

1 !根Π 花式纱罗织物的上机图 ∀

图 2  花式纱罗上机图

  花式纱罗织物组织图的起始位置很重要 一个

纬纱循环中当绞经在地经某一侧需要开口的次数多

时 起始时该绞经就安排在地经的这一侧 这样织造

时需要形成绞转梭口的次数少 绞组内经纱的摩擦

减少 经纱断头率下降 织造容易进行 布面质量也

好 ∀图 是错误的纬纱起始位置图 该起始位置会

造成绞组经纱的断头率增加 ∀

2 .3  准备工序

    络  筒  络筒没有特殊要求 为避免产生过

多的静电 涤棉纱的线速度不宜过快 纱线通道表面

年  第 期 纺织学报 =  >



图 3  错误的纬纱起始位置

要光洁 张力应均匀而偏小 ∀采用电子清纱 接头用

捻结或自紧结较好 ∀

    整  经  经纱如只有一种颜色可用分批整

经 否则只能用分条整经 ∀因花式纱罗织物绞经的

织缩率达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与地经的织缩率相

差很大 绞经与地经必须分别整经 绕到不同的轴

上 ∀如果花式纱罗织物中含有锻纹或经起花等组

织 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织缩率相近的经纱绕在同一

个轴上 ∀

    浆  纱  纱罗织物绞经 !地经之间摩擦严

重 所以对浆纱的要求很高 被覆和浸透的比例要合

适 浆料应有较好的亲和力和成膜性 ∀推荐使用以

°∂  !°∂ 2 !磷酸酯淀粉等为主的浆料≈ ∀

°∂ 的浆膜强度 !耐磨性很好 对棉纤维的粘附

性也好 °∂ 2 !磷酸酯淀粉对涤纶 !棉纤维和

其它许多纤维的粘附性都较好 浆液的粘度低 ∀各

成分的混合比例和浆液浓度可根据纱线的品种 !线

密度调整 ∀上浆时以中等偏上的浆液浓度配以中等

的压浆力为好 浆纱速度不宜过快 花式纱罗织物上

浆率应大于普通织物 地经和绞经可分别上浆 这样

上浆效果比较好 ∀

    穿  经  穿经根据上机图 绞组以外的地经

纱安排在绞综综框与后综之间 穿综同普通织物 ∀

地综与后综尽可能靠近并偏向机后 基综尽可能偏

向机前 减少绞经的相对伸长 其它组织的综框放在

它们的中间 ∀对绞组内经纱而言 首先地经穿入地

综 根据地经 !绞经的相对位置从两基综之间穿过 ∀

然后绞经穿入后综 并从半综的综眼之间穿过 ∀绞

经纱不多时 只需前 页综框安装绞综 绞经纱数量

多时 需要前 页综框安装绞综 相邻的绞经纱不应

穿入相同的综框内 以减少绞组经纱的摩擦 如图 

所示 ∀

2 .4  织造工序

    松纱运动  当形成绞转梭口时 绞经要运动

到地经的另一侧 绞经纱的张力很大 ∀此时张力杆

图 4  绞经纱密度大时上机图

   

应及时向梭口送出部分经纱 以减少绞经的张力 避

免绞经的断头和绞经 !地经之间的过度摩擦 ∀形成

绞转梭口时张力杆应同时前移  ∗   基综 

复位的同时张力杆也复位 改变钢丝绳在提综杆的

位置可控制张力杆前移的距离 ∀只有形成绞转梭口

时才需要松纱运动 ∀张力杆的复位依靠双臂连杆的

另一端与机架相连的弹簧的弹力 ∀

    织造工艺参数和上轴操作  为便于梭口开

清后再引纬 织机的车速不宜快 取 ∗  Π∀

绞经的上机张力应小于地经 为减少上下层经纱张

力差异 后梁位置低于胸梁   ∀开口时间以早

为宜 ∀由于使用下半综起绞 地综综框的吊综位置

应略高些 以加大地经高于绞经的距离 便于绞经从

地经下方顺利通过起绞 ∀

3  结束语

  用普通织机进行花式纱罗产品开发 需要对织

机进行改造 如制作安装第 只织轴轴架 设计 !制

作绞经张力控制系统等 ∀花式纱罗产品生产难度较

大 主要是绞经与地经在形成绞转梭口时 张力难以

一致 造成梭口不清 因此张力杆应及时向梭口送出

适当长度的经纱 经纱送出量对梭口清晰度影响很

大 在试织时需不断调整 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生产

效率 ∀另外绞经与绞组内地经的摩擦较大 造成经

纱断头率高 应选用合适的浆料 保证浆纱的质量 

提高浆纱强力和耐磨性 使织造能顺利进行 ∀花式

纱罗新产品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企业经济效

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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