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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无捻纱的纺纱工艺流程与关键工艺 测定了纱线的捻度与强力 由纱线的性能对比证明了用此工

艺可以制得无捻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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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庆福   男 汉族 讲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无捻纱与织物 !新型纱线等 ∀

  无捻纱及其织物的出现 适应了广大消费者的

需求 对开发新型的毛巾织物 !体育用品 !医疗保健

用品提供了方向 无捻纱的纺制方法对开发高吸湿 !

高蓬松 !良好透气性织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无捻纱的纺纱工艺流程与工艺

111  原  料

根据无捻纱的性能要求 选用粗梳棉粗纱和粗

梳 °∂ 纤维的粗纱作为原料 设计纺制的棉粗纱定

量为 1 Π  °∂ 粗纱定量为 1 Π ∀

112  加工中应注意的问题

11  并  线  根据水溶性维纶线密度小 !弹性伸

长大 而相对的 1¬棉纱较粗 !弹性伸长小的特

点 在生产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工艺参数的控制 尽量

减小意外伸长 尽可能使棉纱及水溶性维纶纱的伸

长保持一致 以提高成纱质量 ∀为此 应采取以下措

施 适当降低卷绕速度 由  Π 降至

 Π尽可能使两者弹性伸长保持一致 水

溶性维纶长丝张力选择 1 的张力片 棉纱的张

力片选择要尽可能使两纱线的弹性伸长保持一致 

机器运行过程中尽量减少停顿和断头 否则不仅

会影响捻度 还会导致单股纱的出现 控制实验室

的湿度 防止由于纤维抱合不紧而引起纱线断头 ∀

11  反向加捻  反向加捻工序是加工无捻纱最

关键的工序 工艺参数是否合理 直接影响到成纱质

量 ∀为了减少在退捻过程中的断头 减少棉纱结辫

现象 采取下列措施 合股线的反向加捻数要等于

所纺得的棉细纱和 °∂ 纱的捻度 采用适当的小

锭速 气圈高度过低 会造成气圈张力过小 使气

圈与纱管 !钢领摩擦增大 易形成断头 气圈过高 张

力过大 也易产生断头 所以气圈高度要适宜 适

当增加室内湿度 增大维纶抱合力 减少断头 通

过调整并线张力 !退捻的退绕张力来解决结辫现象 ∀

113  退  维

退维过程是纺制无捻纱乃至无捻纱织物成功与

否的关键 ∀水溶性维纶溶解过程是先溶胀 再溶解 ∀

随着水分子进入纤维内部 维纶纤维的体积先增大 

然后维纶分子转入水溶液中 ∀但由于水分子的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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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碍水向内部的渗入 须等表层维纶分子转

入水溶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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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准备工作  制作 个矩形小铁框 规格为

  ≅  将备用的合股线缠绕在小铁框上 如

图 所示 ∀



图 1  铁框缠纱图

    退  维  煮锅

内倒 上 水 加 热 至

 ε 左右 将 个小

铁框放入锅内 继续加

热至沸腾 记下时间 ∀

此后每隔  捞出一小铁框看其上的 °∂  是否

退净 ∀实验过程记录如下  ε 时放入纱架 加

热至沸腾 记下时间  后 捞出一铁框 发现

°∂ 有少半已经退去 还有大部分残留  

后 捞出一铁框 发现大部分 °∂ 已经退去 只有少

量残余  后 捞出一铁框发现 °∂  已经完

全退净 而且纱线中有几根已煮断 ∀此时将余下的

铁框一起取出 上边缠绕的就是要制取的无捻纱 ∀

将上述方法制得的纱线放入温水进行冲洗后 

放在室内自然晾干  得到的纱线可称为水溶性

无捻纱线 ∀

2  无捻纱线的性能分析

对所纺的棉细纱 !°∂ 细纱进行线密度 !捻度的

相关测试 以确保二者的线密度相同 捻向相反 这

是获得无捻纱的前提和基础 ∀

211  纱线线密度

首先 分别将棉细纱和 °∂ 细纱在缕纱仪上各

测出 个  圈 在精密的物理实验天平上

称重求得平均值 然后计算纱线的线密度 见表  ∀
表 1  线密度测量

品种 长度Π 质量Π 线密度Π¬

棉细纱     

°∂ 细纱     

  由表 看出 种纱线的线密度基本相同 因为

种纱线的设计线密度相同 ∀

212  纱线捻度

捻度测试是在 ≠型捻度机上完成的 可确

定棉 !°∂ 细纱是否与实际捻度吻合 同时测出股线

逆向所加 ≥捻回数是否与 种纱线的 向捻回数相

等 ∀值得注意的是 测单纱时 试样长度为 预

加张力为  取样 次 ∀测合股线时 其试样长度

为  预加张力为 1 取样 次 ∀测棉纱时

利用退捻加捻法 而测股线时用直接退捻计数法 ∀

然后对所测的数据进行处理 最后得到所测的纱线

捻回数如表 所示 ∀

  由表 可以看出 忽略实验仪器本身所具有的

误差 种纱线的捻回数基本一致 只是与实际捻回

数稍有误差 合股线的 ≥向捻回数与 种纱线的 

向捻回数可认为是相同的 ∀

表 2  纱线捻度测量 捻#  

序号 棉细纱 °∂ 细纱 合股纱 序号 棉细纱 °∂ 细纱 合股纱

             

             

             

             

             

             

             

             

213  棉纱与无捻纱线的强力比较

    有捻棉纱的强力  采用 ≠ƒ 型电子单

纱强力仪测试 所得数据如表 所示 ∀
表 3  棉纱的强力测试

序号
断裂强力

Π

强度

Π#¬

伸长

Π

伸长率

Π

断裂时间

Π

        

         

         

         

         

         

         

         

         

         

         

         

         

         

         

平均          

注 纱线线密度 ¬间隔 次 隔距   定速 Π∀

11  无捻纱的强力  经过退维工艺处理的纱线 

在相同的条件下测试其强力 由于无捻纱的强力太

小 根本无法测出 ∀所以 可以肯定地说 所得到的

纱线就是无捻纱线 用上述装置 !方法可以得到无捻

纱线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

3  结  论

  综上所述 用棉纱和 °∂ 纤维纱线分别制成相

同线密度 !相同捻度捻 !然后合股进行反向加捻

≥捻 且捻回数相同 用这种方法可以获得水溶性

无捻纱 ∀在此基础上用合股后的纱线织成织物再进

行退维工艺 就可以获得水溶性无捻纱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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