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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跑道单面机花色衬垫

组织的设计与编织

陈振洲

(纺织工程 系 )

摘要 根据四跑道单 面针织圆纬机的结构特
.

点
,

提 出 了在该机上设计花色衬垫组

织的方法
。

对凹 凸花纹和提花衬垫组织进行 了花型设计和上机工艺设计
,

并对有关

编织工艺作 简单论述
。

这对挖掘该机潜能具有实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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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目前国内已较普遍使用了四跑道单面圆纬机
,

大多数厂家用它来生产平纹 (素色或彩横

条 )
、

斜纹
、

珠地网眼等组织
,

有 的生产厂在该机上通过三角和织针的适当排列
,

生产出素色

两线衬垫织物
。

为了充分挖掘潜力
,

达到一机多用途
、

一机多品种的 目的
,

可在四跑道单面机

上设计编织花色衬垫组织
,

以增加织物的花色效应
。

1 花色衬垫组织的设计

花色衬垫组织的设计方法很多 lj[
。

可以采

用各种颜色的纱线作 为衬垫纱 以形 成色彩花

纹
;
可以通过各种不同垫纱比例的组合

,

使衬垫

纱 的浮线组成各种形状的几何图案
;
可以利用

集圈
、

提花等花色组织作为地组织从而形成具

有花色地组织的衬垫组织
;
此外

,

尚可改变衬垫

纱线的垫纱须序和衬垫纱线的根数以获得各种

结构花纹
。

由于是在四跑道单面机上进行衬垫
·

编织
,

因此必须考虑到该种机型花纹形成的可

能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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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凹凸花纹衬垫组织的设计

凹凸花纹衬垫组织的设计原理是衬垫纱的垫纱比例在各个横列上是不同的
,

因而浮线

长度不完全相等
,

通过各种不同垫纱 比例的组合
,

就能在织物的工艺反面获得各种不同图案

的具有凹凸效应的结构花纹
。

图 1 是人字形花纹设计图
。

这种组织衬垫纱的垫纱 比例是 1 : 2
,

1 : 3 和 1 : 4 的组合
。

为了能在四跑道单面机上编

织
,

一个完全组织中不同花纹的纵行数只能四个
。

把这四个不同花纹纵行作为基础花纹纵

行
,

然后将基础花纹纵行按一定的顺序组合
,

从而获得人字形的花纹图案
。

图 1是这种组织

的意匠图
,

一个完全组织花宽 B 一 1 6 ;花高 H 一 4
.

八路为一个编织循环
,

每两路编织一个线

圈横列
,

其中奇数路进地纱
,

偶数路进衬垫纱
。

这种组织的织针排列和三角配置见图 2 和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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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针蹿排列图 图 3
.

三角配置图

肉于组织中某些地方的垫纱 比例是 1 : 4
,

该处衬垫纱的浮线长度达到了四个针距
,

致

使坯布勾丝性提高
,

延伸性和衬垫纱的固结牢度降低
,

如果在编织时适当增大组织的密度
,

会使这种现象有所改善
。

此外由于衬垫纱不参与成圈
,

可使用较粗纱线
,

以增加花纹的凹凸

效应
。

1
.

2 提花衬垫组织的设计

衬垫组织的地组织若用两种色纱按两色提花组织进行编织
,

衬垫纱仍按一定的垫纱比

例进行垫放
,

那末在织物的正面可获得具有色彩效应的花纹
,

在织物的反面仍显露衬垫纱的

圈弧与浮线
。

下面是在四跑道单面机上编织的具有菱形花纹效应的衬垫组织设计图
。

图 4 为这种组织的花纹意匠图
。

设计成红
、

白相间的小菱形

花纹
。

一个完全组织的花宽 B 一 4 ;
花高 H 一 4

。

设计的不同花纹纵

行数为四个
,

因此能在四跑道单面机上编织
。

这种组织 的上机图如图 5 所示
,

它包括上抓意匠图 5一 1
,

针踵

排列图 5一 2
,

和三角配置图 5
一

3 三部分
。

编织时每三路形成一个完整的线圈横列
。

第 1
,

2两路分别进

红
、

白两种颜色的地纱
,

第 3 路进衬垫纱
,

按 1 : 3 的垫纱 比例垫

放
。

1
,

2
,

3 三路编织意匠图中的第一横列
。

第 4
,

5 , 6 三路编织意匠

图中第二横列
。

似此类推
,

经过 12 路完成一个尧全组织高度的编

织
。

从意匠图中看出
,

第 7 路所有的织针吃红色地纱
,

而第 8 路所

有的织针退出工作
,

在上机时将此路三角全部关闭
,

相应的导纱器

中不穿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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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提花衬垫组织

花纹意匠图

口

—
白色地组织线 圈

因

— 红色地组织线圈

这种组织在织物的工艺反面
,

除了有衬垫纱的悬弧与三针距的浮线外
,

尚有地纱 的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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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

住
。

由于衬垫纱位于织物反面的表面
,

且衬垫纱又 比较粗
,

所以能把地组织的有色浮线复盖

在织 物的工艺正 面
,

衬 垫纱与地 组织

的沉降弧交叉处
,

衬垫纱显露在 织物 的正

面
。

这样就有
“

露底
”

的感觉
,

干扰了正面的

花纹效应
,

影响了花纹的清晰度
。

但是
,

对于

某些散花花纹或小花型
,

通过花纹 的巧妙设

计
,

不 同色纱的精心选择与协调搭配
,

能使

这种
“

露底
”

不但不会破坏织物的外观
,

反而

起到
“

红花
”

与
“

绿叶
”
的互相映衬作用

,

使花

纹更显优雅
,

别具风格
。

提花衬垫组织由于有较多的浮线
,

织物

较为厚实
,

横向延伸性小
。

经拉绒整理后
,

绒

面均匀
、

丰满
。

该织物既有良好的保暖性
,

又

能获得美观大方的花色效应
,

是理想的秋冬

季外衣面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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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花色衬垫组织的编织

在四跑道单面机上编织 花色衬垫组织

不 同于普通织物的编织
,

上机工艺参数要作

适当调整
。

现以上面设计的人字形花纹为例

说明花色衬垫组织的编织要点
。

( 3 )

图 5 提花衬垫组织上机图

因

— 红色地纱成圈

圈

— 白色地纱成圈

日

— 衬垫纱集圈

口

— 衬垫纱集圈

2
.

1 机器规格

机型 S G E 2 4 o l 型四跑道单面圆纬机

针筒直径 30 英寸

机号 24 针 /英寸

总路数 90 路

总针数 2 2 5 6 针

给纱方式 条带式积极输线系统

2
.

2 使用原料

地纱和衬垫纱都使用纯棉纱
。

考虑到增强花纹的凹凸效应
,

选择衬垫纱的号数为地纱号

数的两倍
,

并且衬垫纱捻度较低
,

便于起绒整理
。

根据机器的机号
,

选择纱线的号数为
:

地纱 1 8 t e x

衬垫纱 3 6 t e x

2
.

3 给纱速度

从图 1 人字形花纹意匠图中看 出
,

地纱与衬垫纱 由于编织的组织结构不同
,

两者具有不

同的吃纱量
,

必须有其相应 的输线速度给纱
,

分别用两条条带积极输线
。

每条条带有一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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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变速器来控制条带速度
。

地纱的给纱速度由下层无级变速器控制 ;衬垫纱的给纱速度由上

层无级变速器控制
。

通过改变无级变速器的传动直径从而改变输线速度
。

在正常编织时
,

给纱速度应等于针筒 的每个成圈系统的吃纱速度
。

根据这个关系能推导

出无级变速器的传动直径与线圈长度之间的关系一式
,

即

D 、 l 。

D 地 l拖

式中

二
{

D 衬

— 上无级变速器的传动直径 ( m m )

D 地

— 下无级变速器的传动直径 ( m m )

z衬

— 衬垫纱的平均线圈长度 ( m m )

l 地

—
地组织线圈长度 ( m m )

由此可见
,

上下无级变速器传动直径之 比等于衬垫纱与地组织的平均线圈长度之比
。

此

结论作为调整输线速度的理论依据
。

现以 1 8 et x / 3 6 et x
人字形纯棉绒为例

,

垫纱 比例为 1 : 2
,

1 : 3 和 1 : 4 组合
,

由衬垫织

物参数设计 (设计计算从略 )算得衬垫纱和地纱平均线圈长度分别是

l 衬 一 1
.

2 3m m l地 一 2
.

8 6m m

所以 D 衬 / D 地 一 1
.

2 3 / 2
.

8 6

即

D 衬 / D 地 一 1 / 2
.

3 2

首先调节下层无级变速器
,

使地纱的给纱速度满足编织要求
,

然后根据上述关系式决定

上层无级变速器的传动直径
,

即能获得所需要的衬垫纱的给纱速度
。

2
.

4 纱线张力

为了保证编织顺利进行
,

必须调节好纱线张力
。

各路纱线张力由各路弯纱三角高低位置

来调节
,

使织针能按照输线机构的给纱速度进行吃纱
,

衬垫纱的张力应略大一些
,

因为衬垫

纱在针钩上的垫纱范围比地纱的垫纱范围小得多
。

当张力较小时
,

衬垫纱很可能跳出针钩
,

适当加大衬垫纱的张力
,

使衬垫纱在垫纱时减小颤动
,

垫纱角较为稳定
,

保证可靠垫纱
。

经测

试
,

为保证正常编织
,

地纱的张力在 4一 59 之间
,

衬垫纱的张力在 7一 8 9 左右为宜
。

2
.

5 钢梭的安装和调整

垫入地纱的钢梭
,

其前后位置应使钢梭内侧与针平面 的间隙为 0
.

3 m m
.

高低位置使钢

梭底面与沉降片上平面的间隙在 l m m 左右
。

其左右位置应能有效地控制针舌
,

防止针舌的

反拨
。

在衬垫纱喂入系统中
,

部分织针在集圈三角作用下
,

仅上升至集圈高度
,

该工艺点位置

为针头 出筒 口 7 m m
,

在安装钢梭时应设法减小衬垫纱的垫纱纵角
,

保证衬垫纱安全可靠地

进入针构
。

3 结
.

论

普通的四跑道单面圆纬机除了能编织平纹
、

珠地 网眼等织物结构 以外
,

通过特殊设计
,

还能够编织不同类型的花色衬垫织物
。

在编织时需对机器的输线速度
、

纱线张力和垫纱位置

等工艺参数作相应的调整
。

由于该机具有高速
、

多路
、

生产效率高的特点
,

充分利用发挥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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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能
,

不断开发适销产品
,

对提高机器的使用率
、

提高企业 的经济效益无疑有着积极的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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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t t e r n d e s i g n a n d p r o e e s s d e s i g n f o r b l i s t e r d e s ig n a n d

ja e q u a r d l a y i n g 一 i n s t i t e h w e r e e a r r ie d o u t
.

T h e n t h e r e la t e d k n i t t i n g p r o e
es

s w a s d i s -

e u s s e d
.

T h e r e 15 a p r a e t i e a l v a l u e f o r t a p p i n g t h e p r o d u e t i o n p o t e n t i a l o f t h is m a e h i n e
.

K e y 一 w o r d , P a t t e r 。 l a y i n g 一 i。 。 t i t e h ; P r o d u e t。 d e s i g n ; 4
一

t r a e k。 , i六9 1。 。 i r e u l a r k n i t t i n g

m a e h i n e : K n i t t i n g t e e h n o l o g y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