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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 ×Π≤经纱选用 种浆液配方 测试浆液和浆纱性能的 项质量指标 运用浓缩映射法和功能评价值法对实验

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浆纱成本 优选出最佳的浆液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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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浆纱工序是织造生产中关键的一道工序 ∀而要

获得好的浆纱效果 浆液配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文中就如何优化混合浆液配方作了深入的探讨 以

种方案在小样浆纱机上对  ¬ ×Π≤经纱进

行上浆 测试浆液和浆纱性能的 项质量指标 运

用浓缩映射法和功能评价值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分

析浆纱成本 并优选出最佳浆液配方 ∀

1  实  验

111  浆料的选用

浆料选用以纤维种类 !纱线号数和原纱性能为

依据 ∀涤棉纱内棉纤维大分子中含有较多的羟基 

涤纶纤维大分子中含有酯基 运用结构相似相容原

理 故应选择与涤棉纱分子结构基团相似的浆料 ∀

11  °∂   其浆膜坚韧 耐磨性好 分子链

上存在大量羟基 对棉纱 !粘胶纤维等亲水性纤维具

有很好的粘附性 ∀但内聚力大 干燥时分纱困难 浆

液易结皮而形成浆斑 对环境有污染 被视为/不洁

浆料0 ∀有的国家已禁止使用 ∀

11  酸解木薯淀粉  粘度低 流动性好 与亲水

性纤维有较高的粘附力 成膜性能好 但浆膜脆硬 ∀

当与 °∂  混合使用时 可改善分纱性能和浆膜完

整性 ∀

11  °≠≥× ) ×组合浆料  这是美国西达

公司专门为高速喷气织机织造高密纯棉 !涤棉 !涤粘

织物生产的专用浆料 是合成高分子聚合物与天然

高分子物质聚合的混合物 经纱上浆后有良好的柔

韧性 !平滑性 !抗磨性 !退浆容易 ∀

11  °≠≥× ) °聚酯浆料  它是美国西达

公司近年研究生产的又一种新型聚酯浆料 具有良

好的成膜性和较高的伸张强力 柔韧耐磨 对疏水性

纤维具有卓越的粘附性 专门用于取代 °∂  适用于

化纤 !纯棉 !涤棉经纱上浆 还可作为 °∂ 与淀粉混

合浆溶解和稳定的助剂 犹如一种保护的胶质 在浓

度较低时 可增加其乳化性 ∀

11  ⁄浆料  它是无色透明粘稠的丙烯酸

类聚合物 含固量在  左右 易溶于水 对棉 !化

纤具有较好的粘附性 耐磨性好 具有一定的吸湿

性 与淀粉混用可完全取代 °∂  也可与 °∂ 共用 

上浆效果良好 ∀

11  ° 浆料  由于大分子中酰胺基作用 易与

涤棉纤维大分子产生氢键缔合 浆膜机械强度大 但

弹性 !柔软性 !耐磨性较差 ∀

11  ≤ ≤ 浆料  是纤维素衍生物浆料 含有

) ≤极性基团 ∀它的亲水性 !乳化性和分散性

都好 在调浆中极易与其它粘着剂和助剂相溶 ∀

≤≤一般不作为主粘着剂 常作辅助粘着剂与其它

粘着剂混用 ∀ ≤≤还是一种强乳化剂 对油和蜡均

有乳化能力 ∀

11  2ƒ 浆料  具有良好的成膜性 浆膜柔软

光滑 在高温 !高压等条件下不回粘 混溶性好 可促

进 °∂ 与淀粉的相溶 含固率 1  值为 1 ∀

11  °×浆料  美国生产的白色或黄色固体粉末

状的聚丙烯酸类线性聚合物 ∀有效成份为   ∀

它可增进 °∂ 和淀粉的混溶性 !流动性及纱线的粘

附性 适用于纯棉 !涤棉等混纺纱的上浆 ∀它的少量

使用可部分取代 °∂ 和全部取代酰胺 !甲酯及 


浆料等 ∀

11  ≥2高效平滑剂  多种表面活性剂乳化

而成 具有良好的乳化性 !平滑性 !柔软性 !保湿性及

抗静电性 ∀

11  ≥≤2⁄  蜡质润滑剂及柔软剂 ∀有效成

分可达   具有乳化 !均匀分散浆液的作用 ∀可

降低浆纱摩擦系数 提高浆纱柔韧性 ∀

112  浆液配方

本实验针对  ¬ ×Π≤经纱共设计出 种

浆液配方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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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浆液配方 

浆  料
配方序号

    

°∂      

酸解木薯淀粉    

× 

° 

⁄ 

° 

≤ ≤   

2ƒ  

°× 

≥2   

≥≤2⁄  

2  实验结果

实验对 种浆液配方的浆液 !浆纱性能的 项

质量指标进行了测试 结果见表  ∀
表 2  浆液 !浆纱主要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配方序号

    

粘度Π°#        

粘着力Π#          

浆纱断裂强力Π          

浆纱断裂伸长Π          

增强率Π          

减伸率Π          

增磨率Π          

毛羽减少率Π          

浸透率Π          

被覆率Π          

浆膜完整率Π          

强力不匀率Π          

伸长不匀率Π         1

表 中的浆液粘度测试温度为  ε 测试仪器

为 ⁄2型旋转式粘度计 粘着力测试采用织物条

样法 纱线断裂强力采用 ≠2型单纱强力机 纱

线耐磨性采用 ƒ≠2型纱线耐磨仪 毛羽测试采用

≠  型毛羽仪 测得   以上长度的毛羽

根数 ∀

3  浆液配方的综合分析

运用浓缩映射法和功能评价值法对实验数据进

行处理 优选出最佳浆液配方的方案 ∀

311  功能映射值的计算

从表 可见 测得的 种浆液配方各自的 项

指标功能不存在某一项绝对好或绝对坏的临界值 

所以不能采用数学中的 或 值 而需采用浓缩映

射法 使指标中相对的最差值对应为  最优值对应

为  各项功能的映射值 Αιϕ用下式计算 

当实验值越大越好时 Αιϕ   αιϕ  ξιΠ δι  ξι

  当实验值越小越好时 Αιϕ   δι  αιϕΠ δι  ξι

  ∀其中 Αιϕ为第 ι项指标第ϕ个方案的功能映射

值 αιϕ为第 ι项指标第 ϕ个方案的实验值 ξι 为第 ι

项指标各方案中最小值 δι 为第 ι项指标各方案中

最大值 ∀而 ι   ∗  ϕ  ∗  ∀

由上述两式可以得出不同浆液配方各项指标功

能的映射值 如表 所示 ∀
表 3  不同浆液配方各项指标功能映射值

功能指标
配方序号

    

粘度Π°# 1  1  1

粘着力Π# 1   1 1

≤增强率Π 1  1 1 

⁄减伸率Π 1 1 1  

∞增磨率Π 1 1   1

ƒ毛羽减少率Π   1 1 1

浸透率Π 1 1  1 

被覆率Π 1 1  1 

浆膜完整率Π   1 1 1

强力不匀率Π  1 1 1 

伸长不匀率Π 1 1 1  

312  功能评价值的建立

为了易于比较各方案中功能综合指标值之间的

差异 现采用优于线性连加的方法来求功能评价

值 Σϕ 

Σϕ  Φ


ι  

Αιϕ
κ
ι

式中 κι为第ι项指标权重 κι  Ε


ι  

κιϕ κιϕ为各项指

标间相互制约的经验值 ∀对各项指标的评价采用一

对一强制确定性 把相对重要的定为 1分 相对不

重要的定为 1分 统计各项指标权重见表  计算

出的功能评价值列入表  ∀
表 4  各项指标的权重

指标   ≤ ⁄ ∞ ƒ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1 1 1

ƒ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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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功能评价值 σϕ

项目
配方序号

    

σϕ 1 1 1 1 1

由表 可知 对于不同浆液配方 浆液 !浆纱性

能功能评价值相差很大 ∀不同浆液配方的功能评价

值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为      ∀

313  成本分析

在评价分析不同浆液配方的浆液 !浆纱性能的

功能指标的基础上 还要力争使浆纱效果与浆纱成

本构成比较理想的组合 即用较低的浆纱成本来获

得较好的浆纱效果 ∀各浆液配方的成本见表  ∀
表 6  不同浆液配方成本对照表

项目
配方序号

    

成本Π元# 1 1 1 1 1

从表  !表 看出 配方 上浆成本较配方   

高出 1  1  1  但配方 的功能评价值

分别是配方   的 1 1 1倍 因此 

综合分析得出对  ¬ ×Π≤经纱上浆的最佳浆

液配方为配方  ∀

4  结  论

1浓缩映射法可把不同量纲 !不同优劣趋势的

实验数据统一规格化 充分显示出实验数据中的绝

对差异及同一方案中不同指标的优劣性 ∀用连乘法

求功能评价值能扩大相互差异性 以利于分析对比 

使所得结论更为可靠 ∀

1综合分析得出配方  最佳 主要是由于

≥≤2⁄!°×发挥作用 可见 助剂在配方中的作用

也相当重要 ∀

1小样浆纱机上浆与上大车生产有具体的区

别 但在相同的工艺条件下 不同方案小样浆纱的实

验结果具有可比性 所得结论对实际生产有着一定

的指导作用及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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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苎麻纤维的化学及机械物理性能 阐述了浆料配方的依据 提出了苎麻纱的上浆要求及上浆工艺路线 ∀

关键词 苎麻纱  浆料  浆纱  工艺路线  探讨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麻类织物是 世纪理想的天然绿色环保精品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由于苎麻纱上浆质量的好

坏 直接影响到苎麻织物的织机效率和产品质量 目

前国内苎麻织物的织机效率仅达   ∗   严重

影响了生产效率 因此 讨论苎麻上浆问题十分

必要 ∀

1  苎麻纤维的理化性能及上浆要求

苎麻纤维大分子结构是由 Β2⁄葡萄糖缩合而成

的纤维素 ∀基本组成单位为 ≤   ∀纤维素大分

子的基本链节是 Β2葡萄糖剩基 ∀相邻的葡萄糖剩基

转过 β彼此以  甙键相结合而形成大分子 ∀

葡萄糖剩基的氧六环不在一个平面上而形成椅

式结构 ∀每个葡萄糖剩基上有三个羟基 )  ∀羟

基和甙键是纤维素大分子的官能团 它们决定了纤

维素纤维比较耐碱而不耐酸 具有较好的吸湿能力

等性质 ∀

苎麻的机械物理性能主要表现为细度 !强度 !断

裂伸长率及弹性 !吸湿性等指标参数 ∀苎麻纤维与

棉 !毛 !丝等天然纤维相比 主要有以下特点 纤维

细度较粗 且细度不匀较大 麻纤维伸长小 纵向

呈带状 无自然卷曲 纤维之间抱合力差 苎麻纤

维半制品回潮变化大 会造成麻长片段不匀 纱线粗

细不匀 布面条影明显 故形成麻织物独特的风格 

麻纤维分子结构排列整齐 结晶度 !取向度均高于

棉纤维 所以麻纤维断裂强度高 断裂伸长小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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