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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织物纬密不匀的成因及解决措施

高卫东 陈怀清

(纺工系 )

吴震世

一
、

引 言

纬纱在织物中的排列状况是影响织物品质的基本因素之一
。

目前
,

纬密不匀类织疵 (如
:

稀密路
,

云织
,

开车横挡等 ) 仍然是织造工艺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

对于稀薄织物尤为严

重
。

据国家涤棉布质量标准改革小组的调查
,

国外产品百米横挡条数为 0
.

2 ,

而 我国多达 3

条
。

为此
,

纺织 工业部在 1 9 8 5~ 1 9 8 7的三年规划中
,

己把解决织物纬密不匀问题列为国产有

梭织机的主攻项 目
。

鉴于织物纬密不匀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
,

本文将探讨形成纬密不匀的原因
,

找出其共同

特点
,

从而采取针对性措施
,
补偿纬纱间距的变化

,
使织物的纬密均匀性有所提高

。

二
、

纬密不匀的成因及共同点

纬密不匀是 由于局部纬纱间距相当大的变化而在布面上呈现的稀密横挡
。

实际生产中造

成纬密不 匀的原因按来源可分为 1) 机构设计上的缺陷
,

如送经机构送经量和张力在设计上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送经不匀 , 2) 工艺条件不良
,

如吊综不良等 , 3) 机械零部件工作状况不良
,

如刺毛辊等轴的偏心
、

弯曲
,

齿轮严重磨损及飞花硬结造成的啮合不 良等 , 4) 布机挡车工操

作上的失误
,

如织 口位置调节不 当等
。

从表面上看
,

纬密不匀的形成原因有多种
,

但实际上它们造成纬密不匀时都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
,

这就是打纬开始的时间 (对应于一定的曲轴转角 )发生 了变动
。

打纬的开始时间一般

认为以钢拓推动织口
,

打纬力急剧增加为标志
。

若打纬提早
,

打纬功随之增加
。

新纬纱则会

更靠近前一纬
,

使纬纱间距减小
,

持续几纬的话
,

织物上便出现密路 , 若打纬推迟
,

打纬功

也相应减小
,

新纬距前一纬的间距增大
,

持续几纬的话
,

则会出现稀路
。

打纬开始时间变化的原因有两类
,

一类是钢箱本身动程的变化
,

这类变化主要是因机构

松动和间隙及织机车速变化而引起的 , 另一类是打纬开始时织 口位置的变动
,

它是形成稀密

不匀的主要原因
。

关车后 由于织物和经纱的蠕变与松弛特性
,

再行开车时织口偏移了其在正

常条件下的位置
,

若织口位置向机前移动
,

则打纬推迟而形成稀路
,

反之织口向机后移动
,

则打纬提前而形成密路 , 当送经或卷取运动出现不匀时
,

作为经纱和织物分界点的织 口前后

波动
,

也会造成纬密不匀
。

对于第一类打纬时间变动
,

可通过提高零部件的精度
,

加强保养维修
,

以及采用电子护

经装置
,

改游箱为定箱
,

缩短起制动时间来确保钢箱动程恒定加以解决
。

本文 1 9 8` 年 1 1 月 2 1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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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类打纬时间的变动
,

由于纺织材料的粘弹性及织造过程本身的特点
,

对织物纬

密的均匀性有严重的不良影响
,

有待进一步解决
。

为了解决因织 口位置偏移而造成的纬密不匀
,

可从两个方面考虑
,

首先应使织 口稳定在

其正常位置
,

减小其波动程度 , 其次是在相同的织口波动量的情况下
,

将纬纱间距的变化减

小
,

虽然挡车工开车时对织 口位置调整是行之有效的
,

但人工调整过多或过少仍会出现稀密

路
,

而且动态织造时人工调整织口的偏移是不可能的
,

因此
,

需从附加装置方面加以研究
。

三
、

原上机弹性系统对纬纱间距影响的分析

在织机上
,

经纱和织物构成上机弹性系统
,

如图
.

1 所示
。

织物相当于弹簧 S
, ,

其刚度系

数为 K : ,

经纱相当于弹簧 S , ,

其刚度系数为 K
, ,

S , 和 sf 的连接点为织口位置 F
。

考虑到因

经纱和织物的变形量 以及外界引起的织口偏移量很小
,

故假定经纱和织物的变形在弹性范围

内
,

设 K
, 、

K ,
为常量

。

图 1

1) 打纬开始时
,

由诸力平衡关系得

K , x , = K fx f

式中
x , 、 x ,

— 分别为经纱和织物的伸长量

2) 打纬过程中
,

打纬力 P 与织 口移动量 (打纬区 ) Z 的关系为

P = Z ( K
, + K r

)

3) 若送经量变化 △ I L ,

所引起的织口移动量 f l
为

f
: = △l : .

K ,
八 K , + K :

)

若卷取量变化 △儿
,

所引起的织口移动量 f
:

为

f
: == △1

2 一

K ,
/ ( K

, + K .
)

4) 送经量与卷取量变化后对应的打纬力分别为 尸 , 、

凡
,

此时

P : = ( Z 一 f
l ) ( K

, + K : )

打纬力较正常情形变化了

△P , 二 P 一 P : 二 f
l
( K

, + K `
)

打纬力的变化率为

Z
矛
/直.昌

护宁̀
宁

一一

K一凡+一+K一K
丈月一Z

一一

P一
,
妇一尸

== △l
: .

K ,
/〔Z ( K

, +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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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得过量卷取时
,

打纬力的下降率为

△P
Z

P
= f

Z

/ Z

= △12 ·

K :

/ 〔Z ( K
, + K , ) 〕

5) 纬纱间距的变化 根据资料 〔 1〕
,

打纬力和纬纱间距的关系可近似表达成反比关系

P 二
k/ ( D 一 d) ( 1 )

式中

k

— 织造阻力系数

D

— 纬纱间距

d

— 理论最小纬纱间距

对 ( l) 式微分
,

可得
`

~ k △P
凸上 J = 一 一下万一

. - , 石

厂 厂
( 2 )

对于特定的织物
,

k/ 尸为常量
。

因此
,

式 ( 2) 表明
,

纬纱间距的变化量与打纬力的变化率成正

比
,

即织造过程中纬密有变化主要是打纬力有变化
,

式中负号说明纬纱间距与打纬力的变化

方向相反
。

由此可见
,

要减少纬纱间距的变化
,

必须控制打纬力的变化
,

因打纬力的变化率为织 口

偏移量与打纬区的比 ( f/ z )
,

所以减少打纬力的变化率也可以增强上 机弹性系统的抗扰动能

力
,

使得扰动量 (卷取
、

送经不匀或歇梭造成 的 )相同时
,

f (织口偏移量 )减小
。

适 当 增大正

常织造时的打纬区宽度 Z
,

使得织口偏移量相同时
,

打纬力的变化减小
,

从而减少纬密 不匀

的出现
。

四
、

串联弹性元件后上机弹性系统对纬纱间距影响的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
,

我们采用在织机上机弹性系统中串联弹性元件 (弹簧 )的方法
,

以实现对

纬纱间距变化的补偿
。

现在对几种装置的原理加 以分析
。

1
.

加装弹簧于后梁的弹簧性系统

在后梁一端加装拉簧等部件
,

使后梁在经纱变形方向上具有一定的弹性
,

对应的弹性系

统如图 2 所示
。

图 2

分析采用原上机弹性系统相同的方法
,

2
.

加装弹性导布辊的弹性系统分析

在胸梁和刺毛辊之间加装一根导布辊
,

结果见表

由于弹簧作用
,

使之在织物变形方向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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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

对应的弹性系统如图 3所示
。

分析结果见表

l卿

图 3

3
.

同时加装弹簧于后梁和弹性导布辊的装置 (组合型补偿装置 )

若将弹簧加装于后梁并加装弹性导布辊到一台织机上
,

即构成组合型补偿装置
,

对应的

弹性系统如图 4 所示
。

分析结果见表 1
。

表 1 几种上机弹性系统的性能分析

扩扩
式式 原 机 构构 加 后 梁弹 簧簧 加弹性导布辊辊

能能
、

\
、、、、、

打打 纬 区区 PPP PPP PPP

宽宽 度度 K
, + K rrr K

_
K

`̀̀̀̀̀̀̀̀̀̀̀̀̀̀̀̀̀八八八八 , + 一布
一二

~

索二二 K
;

K
。。

八八八八 甘 十 八 hhh 人 甘 +
~

大产友友

送送送 织移移 △l
--- △Zrrr △1111

经经经 口量量 K
;;;;;;;;;;;;;;;;;;;;;;;;;;;;;;;;;;;;;;;;;;;;;;;;;;;;;;;

量量量 偏偏 1 +
~

下沂
--- , .

K s ( K , + K h
))) K , K

。。

扰扰扰扰 瓜 ,,,,,,,,,,,,,,,,,,,,,,,,,,,,动动动动动 K
,
K hhh 土 ’

兀
,

(K
f + K

。
)))

△△l ---------------------------------------------------------------------------弓弓!!! 打变变 △l
: _ ___

△1 r o K 、、 △ 1
1 _ ,,

起起起 纬化化 一 认一二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几`二八 ,,

力力力率率 厂
... 一 ~

产
- 几 ,

K 、 + K
,, 厂

,,

△△△△△△△△1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卷卷卷 织移移 K ___ 么1
222 △1222

取取取 口量量 1 十 一护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量量量 偏偏 八 fff , , _

西J
、、 , ,

K
,
( K : + K

q

)))

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扰
动动动动动

1 ’
K f ( K

, + K 、 ))) K ￡K
qqq

△△ l
:::::::::::::::::::::::::::::::::::::::::::::::::::::::::::::::::::::::::::弓弓lll 打变变 △ l

。 _ ___

△ l
。 _ ___

△ l
, , ,

K
aaa

起起起 纬化化
一

.

不二人 fff ~

下矛 人
`̀

一于子= 八 ` 弓 全尸 -刃 -万万下厂厂

区区区率率 厂厂 厂厂 厂
一

气八 f + 八切 )))

五
、

改进的弹性系统与原弹性系统的比较

1
.

在保持打纬力 P 不变的情况下
,

各系统打纬区大小的比较

对于组合型
,

打纬区宽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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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l/

P
一 [ K

o
K ,

/ ( K
。 + K , ) + K

,
K 、

/ ( K
, + K 、 ) ]

( 3 )

式中
,

K
。 、

K 、
同时趋于无穷大

,

则为原系统的情形 ; 若仅凡 趋于无穷大
,

则为加弹簧于后

梁的情形 , 若仅 K 、
趋于无穷大

,

则为加弹性导布辊的情形
。

因此
,

由式 ( 3) 可知
:
在相同的

打纬力 P 下
,

原机构的打纬区最小
,

组合型最大
,

其它两种介于它们之间
。

2
.

过量送经 △l ,
引起的织口偏移量的比较

对于组合型

子 , , _
_

_
丛_

_

_
、

, 上 一 「
_

K
; K

。

/ K
卜
K _ 1

. 1 + 一护二下吞一 / 一于井二丁 , 爵- - l
L 八 f 十 几 9 1 八卜 + 八 , J

( 4 )

由 ( 4) 式可知
,

只加弹簧于后梁的系统 ( K
。。 co ) 的织 口偏移最小

,

只加弹性导 布 辊 的 系 统

( K 、 * co )的织口偏移量最大
,

而原机构和组合型介于它们之间
。

3
.

过量卷取 △l : 引起的织口偏移量的比较

对于组合型
,

织口偏移为

,
_

, , _ _ _
_ 一咨互一 K _ K

卜
/

1 十
一

二 畏
~

云
一

I
几 , + 几 h l

K f一 K
q

K r + K
。

( 5 )

由 ( 5) 式可知
,

仅加弹性导布辊的系统 ( K
、 、 co ) 织口偏移最小

,

仅加弹簧于后梁的系统 ( K
。

、

co )织口偏移最大
,

而原机构和组合型介于它们之间
。

4
.

送经量变化 △11 引起的打纬力的变化率的比较

对于组合型
,

由过量送经 △11
引起的打纬力变化率为

么 P 、 , ,,

f
, ,,

么l 、
一

K
,

p 一 = 玄
,
犷 = 一

一

子
~

一
`

K 、

( K 、 + K
,
)

( 6 )

由式 ( 6) 可知
,

加弹簧于后梁的系统与组合型系统的打纬力变化率相等
,

均小于原系 统 和加

弹性导布辊的系统 (式中K ho co )
。

5
.

卷取量变化 △l
:

引起的打纬力的变化率的比较

对于组合型
,

打纬力变化率为

△尸2 , I’ △l
: ·

K f K
q

万
~ `

= p 一呱千大办

由 ( 7) 式可知
,

弹性导布辊系统与组合型系统的打纬力变化率相等
,

且均小于原系统和 加 弹

簧于后梁的系统 (式中K
。。 co )

。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
,

①织口偏移量相同时
,

组合型系统的打纬力变化最小
,

因而纬纱间

距变化最小
,

这对停车时织口的漂移有最好的补偿效果
。

②当卷取量和送经量非正常变化并

存时
,

以组合型补偿装置效果最好
,

既可补偿送经量变化也可补偿卷取量
,

均使打纬力变化

最小
,

对纬密均匀有利
。

六
、

组合型系统对纬纱间距变化的补偿效果分析

组合型补偿装置在织机上的工作简图如图 5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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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了说明组合型系统对均匀纬密的作用

,

将它与原系统作了对比试验
。

弹性导布粗

图 5

1
.

试验条件

①织机类型
:

②上机参数:

③织机速度
:

④试验织物
:

1 5 l l M型自动织机

后梁高度
: + 19 m m

上机张力
: 1 2 9

综平时间
:

2 8 5
。

1 9 o r

/m i n

45 45 涤棉细布
,

经密 96 根 /时

块 一Of韦1;上 一
原机沟

— —
.

— 组 台型

一 一 一 一 正常谊

`
厂

产
.

/
’

一 \ 、

沐之
二尸

~
·

~
.

_

幻 1 2 3 4 5

丫

.12U喇缺蜘卿
。

6 7 a 9 1 0 1 1 12 13 4 15

逻芳
:一全尧

又
\ 之

2 3 边 5 6 7 8 9 10 1 1

夕
.

乡

1

娜口哪卿
。

二匕乡
.

- ` 二丁二丁
`

⑤测量仪器 :
纬纱间距测量装置 (自

制 )

S C一 16 光线示波器

2
.

试验方法

分别在同一机台上
,

用原弹性系统和

一
N
组合型弹性系统制织织物

,

在织造时
,

故

意停车缺纬
,

然后再开车织造
,

这相当于

生产中断纬关车或换梭不及时
,

且兼有织

机开关车对纬纱间趴的影响
,

即它模拟了

一
。

过量卷取
,

过量送经和开
、

关车造成的纬

密不 匀
。

`

将两种系统制织的织物放到纬纱间距
·

测量装置上
,

对横挡处的纬纱间距进行测

一
“
量

,

由 S C一 16 光线示波器记录
,

从记录
.

纸上得出每纬对应的纬纱间距值
。

、 二
: 3

.

分析结果

偏
, _

二 图 6 为 纬 密 6 0
.

5 根 /时 (纬 纱 间 距

一
N 0

.

4 2 m m )时
,

分别缺 2
、

4
、

6
、

8 和 1 0 纬

后纬纱间距变化的对 比情况
。

、
`

图 7 为纬密 72 根 /时 (纬纱间距 0
.

35

毫米 )时
,

分 别 缺 2
、

4
、

6
、

s 和 1 0 纬后

代少 纬纱间距变化的对比情况
。

对不同纬密时纬纱间距的变化进行比

八石

,甘Jq l
臼毖

;
`

叭0.0

0 1 2 3 t 5 6 了 8 9 1 0 1 1

二二 = 二 : ~ ~
、 匕升

一
.

、一
目

一
一

,
、

~
口州

·

晌哪圳

6 7 匕 9 1 0

二:
一

、 二二二之二 _ 盆
,

` 亡于石
.

1 ! 缸二

二厂
嗯

`
一一, ` 一一一一一

J L

1 t l 艺

阶
.

娜曰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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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

宜用纬纱间距变化率
(

= 纬纱间距变化值
正常的纬纱间距

义 1。。%
)
描述

,

表 2 歹。出两种弓单性系统不同

表 2 原机构和组合型在缺纬情况下的纬纱间距变化

正 常 纬 纱

间 距

( m m )

缺纬数

(根 )

一
-

星望i
构 … 组 合 型

最大间距
( m m )

增 加 量

( m m )

最大间距
( m m )

增 加 量
( m m )

变 化 率
( % )

化 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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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密时因缺纬造成的纬纱间距增量 (绝对量 )和纬纱间距的变化率 (相对量 )
。

图 8为两种纬密

下缺纬根数与纬纱间距变化之间的关系曲线
。

从图 6
、

图 7
、

图 8和表 2可以看出
:①缺纬根数相同时

,

纬密稀的织物具有较高的纬

纱间距变化率
,

则稀薄织物更易出现纬密不匀 , ②在纬密 6 0
.

5 根 /时
,

缺 2 纬的纬纱间距变

化率组合型较原机构低 0
.

66 倍
,

缺 10 纬组合型较原机构低 2
.

6 倍 , 纬密 72 根 /时时
,

缺 2

纬的纬纱间距变化率组合型较原机构低 3
.

3 倍
,

缺 10 纬时低 2
.

3倍
,

这表明补偿效果在纬

密较密时显著 , ③组合型弹性系统对纬纱间距的补偿可达 2 纬以上的效果
,

即歇 2 纬时使纬

纱间距不变化
,

歇 4 纬时纬纱间距的变化小于原弹性系统歇 2 纬的程度
。 ’

l门勺已交 l仁率 ( 夕̀ )

翎210180150

组 专型

组 乍塑
J“ó

月翎.J6030

i丁一一诀纬 放

图 8

七
、

结 束 语

形成纬密不匀的原因均由于打纬时间发生变化
,
为了减小纬密不匀

,

提高诸机构的工作

性能和制造精度
、

减少织物形成条件的波动和确保钢箱动程恒定是必须的
。

但是由于织造过

程极为复杂
,

加之纺织材料粘弹性性质使织口位置易于偏移
,

所以还必须增加补偿装置来抗

扰动
,

阻碍纬纱间距的变化
,

实现对纬纱间距的补偿
。

在现有上机弹性系统中串联合适的弹性元件 (拉簧或压簧 )
,

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措施
。

理

论分析和实验结果表明
,

组合型弹性系统对减少纬密不匀具有明显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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