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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研究了不同梳棉机产量下锡林齿深对涤纶纱质量的影响问题.分别采用两种齿深的锡林针布,

各自在梳棉机两种出条速度条件下进行梳理对比试验,并采用同样的后序工艺纺制成纱,对纱线条干、强力和

毛羽指标分别进行检测.结果表明,锡林针布齿深对纱线质量是有影响的,总体上认为０．４mm 齿深更加有

利于纱线条干和强力指标的改善,而浅齿(０．３mm)对毛羽指标比较有利;器材的选配对成纱各方面指标的影

响可能会有差异,这时需要结合产量、加工原料及具体的客户需求进行优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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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设备确定以后,纺纱器材的选配便是提升纺

纱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纺纱企业重点关注的内容

之一.选好用好纺纱器材是提升纱线品质、开发纱

线品种所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１Ｇ３].锡林作为梳棉

机的主要分梳件之一,在梳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锡林针布齿形的变化及有关参数的选择,

都会对梳理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成纱

质量[４Ｇ５].锡林针布的主要参数包括锡林的针齿高

度、工作角、齿深、齿形、基部厚度、纵向齿距等多个

参数,针布在确定齿深时,不仅要考虑到加工纤维的

特性,还要兼顾纺纱工艺的要求及针布其他参数间

的相互关系,纺棉型化纤时,锡林齿深以中等为好,
在高产梳棉机上也可采用浅齿、小角度针布[６Ｇ７].许

鉴良等[８Ｇ９]和冯喜奎等[１０]系统分析了金属针布前

角、齿尖角、后角、背尖角、齿密、齿距、基部宽等的设

计原理及其与梳理度的关系.董志强等[１１Ｇ１２]在探讨

纺纯棉国产清梳联改纺涤纶的技术改造及工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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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出,根据涤纶纤维的特性,锡林道夫针布一般选

取齿密较稀、前角较小的针布,在满足分梳效果的基

础上减少绕花的几率.实际上纺棉改为纺涤纶过程

中梳棉针布变化不大.文献[１３]指出,通过选用良

好的分梳元件,如锡林针布采用“大角度”、“浅齿”、
“弧背”的锡林针齿,有利于化纤由锡林向道夫转移.
道夫与锡林针布配套使用,以提高化纤转移率.但锡

林齿深与产量及梳理质量之间的关系很少有提及.
近年来,随着针布生产技术的提升,锡林针布有

向更矮、更浅方向的发展趋势,在高产锡林针布中,
齿深已经降至０．４~０．３mm.本实验基于以往的

研究基础,采用两种齿深的锡林针布,在两种出条速

度下分别纺制纯涤纱,探讨锡林针齿深度、产量对涤

纶纱质量的影响机理.

１　试　验

１．１　试验原料

原料１００％涤纶,长度３８mm,细度１．６７dtex,
纺纱品种４０tex.

１．２　试验条件

试验用梳棉机机型为FA２０３C型.梳棉机锡林

速度３６０r/min,刺棍速度７９０r/min,出条速度采用

１２０m/min和１４５m/min两档.试验在相同工艺

条件下,分别采用两种锡林针布进行对比试验.锡

林针布型号分别为 AC２０３０×０１５５０ＧS(以下简称Ⅰ
型)和 AC２０３０×０１５５０型(以下简称Ⅱ型),二者只

有齿深区别,分别为０．３mm 和０．４mm,每种规格

的齿深分别在两种产量下进行梳理试验,在同样的

并条、粗纱和细纱工艺条件下进行纺制成纱,对涤纶

纱分别进行条干、强力和毛羽指标的检测.

２　结果与讨论

每个实验方案下纺１０个纱管４０tex涤纶纱,
分 别 使 用 USTER ME１００、USTER ZWEIGLE
HL４００和 YG０６３T测试仪对纱线的条干、强力和毛

羽指标进行检测,实验结果取１０个纱管的平均值.

４种不同试验条件下涤纶纱条干指标检测结果见表

１,强力和毛羽指标检测结果见表２、表３.

表１　不同试验方案条件下涤纶纱条干指标

锡林

型号

锡林齿深

/mm

出条速度/

(mmin－１)
CV/

％
－４０％细节/

(个km－１)
－５０％细节/

(个km－１)
＋３５％粗节/

(个km－１)
＋５０％粗节/

(个km－１)
＋１４０％棉结/

(个km－１)
＋２００％棉结/

(个km－１)

Ⅰ ０．３
１２０ １１．９７ ６６．３ ２．０ ９１．８ ３．５ ２．５ ０．５
１４５ １２．０２ ６９．０ ４．８ ９５．０ １．０ １．８ ０

Ⅱ ０．４
１２０ １１．３０ ３３．８ １．３ ５９．３ ２．０ ３．５ １．８
１４５ １１．４６ ４３．０ １．７ ５１．４ １．１ ０．６ ０．６

表２　不同试验方案条件下涤纶纱强力指标

锡林

型号

锡林齿

深/mm

出条速

度/(m
min－１)

断裂强

力/cN

断裂强

力CV/

％

断裂强

度/(cN
tex－１)

断裂强

度CV/

％

断裂伸

长率/％

断裂伸

长率CV/

％

断裂时

间/s

断裂时

间CV/

％

断裂功/
(Nm)

断裂功

CV/％

Ⅰ ０．３
１２０ ８４３．８ １１．１４ ２８．１２ １１．１４ ２４．４０ ８．７２ １４．７１ ８．７０ ０．５２５ １４．９２
１４５ ８４０．１ １０．３５ ２８．００ １０．３６ ２４．３９ ７．７４ １４．７０ ７．６８ ０．５２３ １３．８７

Ⅱ ０．４
１２０ ９０８．６ ９．９２ ３０．２８ ９．９３ ２４．８８ ６．９５ １５．００ ６．９３ ０．５６９ １２．９３
１４５ ８７７．７ ９．７１ ２９．２５ ９．７２ ２４．５２ ７．５０ １４．７８ ７．４４ ０．５４４ １２．７７

表３　不同试验方案条件下涤纶纱毛羽指标

锡林型号
锡林齿深/

mm

出条速度/

(mmin－１)
S３/

(根１００m－１)

Ⅰ ０．３
１２０ ３７３
１４５ ３８０

Ⅱ ０．４
１２０ ４０８
１４５ ３８４

２．１　齿深变化对涤纶纱条干指标的影响

由表１可知,当出条速度为１２０m/min时,Ⅰ
型条件下的条干CV 为１１．９７％,而Ⅱ型条件下的条

干CV 为１１．３０％,相比之下降低５．６％;当出条速

度为 １４５ m/min 时,Ⅰ 型 条 件 下 的 条 干 CV 为

１２．０２％,而Ⅱ型条件下的条干为１１．４６％,相比之

下降低４．７％.可见,锡林齿深的变化对条干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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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很明显的,无论是低产量还是相对高产量情况

下,都显示Ⅱ型要优于Ⅰ型方案.
对于－４０％、－５０％细节指标,当出条速度为

１２０m/min时,Ⅰ型条件下其含量分别为６６．３个/km、

２．０个/km,Ⅱ型条件下分别降低为３３．８个/km、１．３
个/km,Ⅱ型与Ⅰ型方案相比,降低幅度分别为４９．０％
和３５．０％;当出条速度为１４５m/min时,Ⅰ型条件下其

含量分别为６９个/km、４．８个/km,Ⅱ型条件下分别降

低为４３．０个/km、１．７个/km,Ⅱ型与Ⅰ型方案相比,降
低幅度分别为３７．７％和６４．６％.根据以上分析看,
在细节指标上,两种产量条件下,Ⅱ型都比Ⅰ型有绝对

优势,对纱线细节的改善十分明显.
对于＋３５％、＋５０％粗节指标,当出条速度为

１２０m/min时,Ⅰ型条件下其含量分别为９１．８个/

km、３．５个/km,Ⅱ型条件下分别降低为５９．３个/

km、２．０个/km,Ⅱ型与Ⅰ型方案相比,降低幅度分

别为３５．４％和４２．９％;当出条速度为１４５m/min
时,Ⅰ型条件下其含量分别为９５个/km、１．０个/

km,Ⅱ型条件下分别降低为５１．４个/km、１．１个/

km,Ⅱ型与Ⅰ型方案相比,－４０％细节含量下降了

４５．９％,－５０％细节没有降低,而是略有增加.可见

在粗节指标上,总体上也显示Ⅱ型方案好于Ⅰ型.
对 于 ＋１４０％ 棉 结 指 标,当 出 条 速 度 为

１２０m/min时,Ⅰ型条件下其含量为２．５个/km,而
Ⅱ型条件下其含量为３．５个/km,含量没有降低,反
而有所增加,增加了４０％;当出条速度为１４５m/

min时,Ⅰ型条件下其含量为１．８个/km,而Ⅱ型条

件下其含量为０．６个/km,含量降低了６６．７％.对

于＋２００％棉结指标,当出条速度为１２０m/min时,

Ⅰ型条件下其含量为０．５个/km,而Ⅱ型条件下其

含量为１．８个/km,含量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增加;
当出条速度为１４５m/min时,Ⅰ型条件下其含量为

０个/km,而Ⅱ型条件下其含量为０．６个/km,含量

也有所增加.可见,在棉结指标上看,总体上显示Ⅰ
型要优于Ⅱ型方案,只有在高产量时,＋１４０％棉结

上显示Ⅱ型优于Ⅰ型.

２．２　齿深变化对涤纶纱强力指标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当出条速度为１２０m/min时,Ⅰ
型条件下涤纶纱的断裂强力、断裂强度、断裂伸长

率、断 裂 时 间 和 断 裂 功 指 标 分 别 为 ８４３．８cN、

２８．１２cN/tex、２４．４０％、１４．７１s、０．５２５Nm,对应

Ⅱ型指标分别为９０８．６cN、３０．２８cN/tex、２４．８８％、

１５．００s、０．５６９Nm,相比较可以看出Ⅱ型比Ⅰ型

生产的纱线在断裂强力等５项指标上显示不同程度

的增加;而且上述强力的５项指标对应的CV 值都

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可见,锡林齿深的变化对强力

所有指标的影响是一致的,均显示Ⅱ型优于Ⅰ型.
分析出条速度为１４５m/min时两种齿深方案的对

比,可以得出上述同样的结论,不再赘述.

２．３　齿深变化对涤纶纱毛羽S３指标的影响

由表３可看出,当出条速度为１２０m/min时,

Ⅰ型条件下３mm 以上毛羽含量为３７３根/１００m,
对应Ⅱ型指标为４０８根/１００m,相比较可以看出Ⅱ
型比Ⅰ型生产的纱线毛羽含量上有所增加;当出条

速度为１４５m/min时,Ⅰ型条件下３mm 以上毛羽

含量为 ３８０ 根/１００ m,对应 Ⅱ 型指标为 ３８４ 根/

１００m,相比较可以看出Ⅱ型比Ⅰ型生产的纱线毛

羽上相差甚微,略有增加.总体上看,毛羽指标显示

Ⅰ型好于Ⅱ型,这与条干和强力指标的影响规律是

相反的.
综上所述,三类指标中条干和毛羽指标显示Ⅱ

型要优于Ⅰ型,这说明深齿条件下对改善纱线条干

和强力指标是有利的,但在棉结方面显示Ⅰ型优于

Ⅱ型;在毛羽指标也显示Ⅰ型优于Ⅱ型.一般来讲,
随着产量的增加,锡林针齿的齿高和齿深均有向矮

向浅的方向发展,目前０．３mm 已经是最浅的锡林

齿深,通常浅齿有利于纤维浮于针齿表面,而深齿会

增加容纤量,如果产量较高时为降低针齿深度,强化

梳理时也会造成纤维的过度损伤,即使在生条指标

上没有显现,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潜在损伤,而在后

序的纺纱中有所体现,进而带来成纱指标的恶化.
从原料角度讲,棉和化纤相比,棉纤维与金属的摩擦

系数比化纤与金属的摩擦系数小,梳理时不易绕锡

林,可选用前角略大、齿略深、齿密较大的针布[１４].
纺化纤时,由于纤维比较蓬松,针齿太浅可能会导致

锡林表面的纤维层过厚,反而不利于对纤维的梳理,
这一点从条干和强力的指标可以得到证明.

３　结　论

a)锡林针布齿深会对纱线的质量带来影响,总
体上认为０．４mm齿深更加有利于纱线条干和强力

指标的改善,而浅齿(０．３ mm)对毛羽指标比较

有利.

b)锡林针布齿深对所有强力指标的影响是完

全一致的,均显示０．４mm 齿深优于０．３mm 齿深

方案;条干指标中条干 CV、粗节和细节也显示与强

力指标同样的规律,但棉结指标恰恰是相反的,毛羽

指标也显示浅齿深方案要好一些,但是在相对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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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深齿和浅齿方案毛羽含量相差很小.

c)器材的选配对成纱各方面指标的影响可能

会有差异,这时需要结合具体的客户需求优化选择.
同时还要结合产量和加工原料等因素进行优化

选择,处理好加强分梳与保护纤维之间的矛盾关系

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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