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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了解传统和赛络纺锦纶长丝包芯纱的差异 以便更好地组织生产 对现有细纱机进行了改造 分别生

产了传统和赛络纺同品种的锦纶长丝包芯纱 并对成纱质量进行了测试 ∀对这 种包芯纱的纺纱机构 !成纱质量

和纺纱工艺进行了比较 指出传统包芯纱可在加装了芯丝喂入机构和预牵伸机构的细纱机上生产 赛络纺包芯纱

可在加装了赛络纺装置和包芯纱装置的细纱机上纺制 赛络纺包芯纱的质量性能明显优于传统包芯纱 尤其在包

覆效果 !毛羽和条干均匀度方面 二者的粗纱牵伸倍数 !芯丝预牵伸倍数 !罗拉隔距 !罗拉加压相似 但赛络纺包芯

纱所采用的粗纱喂入隔距应小些 赛络纺包芯纱的捻系数比传统的低 而锭速可大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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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蓉   女 高级讲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纺纱新产品 !新工艺 !新技术等 ∀

  织造高强耐用 !免烫 !尺寸稳定又抗起球 !吸湿

透气 !美观舒适的纺织品 包芯纱比一般的纯纺纱和

混纺纱更能满足其要求 ∀但传统的包芯纱包覆效果

欠佳 降低了包芯纱的附加值 限制了包芯纱的应

用≈ ∀为了能经济地生产出质量优良 !符合客户要

求的包芯纱 需要对传统和赛络纺锦纶长丝包芯纱

的生产设备 !成纱性能和纺纱工艺进行比较 找出最

佳的纺纱工艺 ∀

1  设备改造

111  传统纺包芯纱的设备改装

  传统包芯纱可在改装过的普通细纱机上生产 ∀

图 为改装后的设备示意图 ∀

首先在普通细纱机上加装芯丝喂入机构和预牵

伸机构 ∀然后改装粗纱架 ∀由于所用锦纶长丝筒子



 ) 导纱杆  ) 粗纱  ) 后罗拉  ) 中罗拉  ) 前罗拉 

 ) 长丝  ) 导丝轮  ) 导丝罗拉  ) 下导丝杆

图 1  传统纺包芯纱的设备改造示意图
 

的外形尺寸大于  ≅    台粗纱架由

列单层吊锭 改为  列单层吊锭 锭距由原来的

 改为  ∀芯丝喂入装置位于粗纱架上

方 因而粗纱架下降  以便留出空间加装长丝

立柱 !托架和长丝锭子 ∀考虑到可操作性 只在立柱

上加装 排长丝托架和锭子 利用粗纱前的空间加

装 排长丝托架和锭子 见图  ∀

 ) 机头箱  ) 粗纱  ) 长丝托架和锭子 

 ) 下导丝杆  ) 原吊锭支架  ) 长丝 

 ) 上导丝杆  ) 加装的立柱 !长丝托架和锭子

图 2  传统纺包芯纱的粗纱架改造示意图
 

112  赛络纺包芯纱的设备改装

  赛络包芯纱可在加装了赛络纺装置和包芯纱装

置的细纱机上纺制 ∀图 为设备改造示意图 ∀改装

粗纱架 在原吊锭粗纱架上加长横杆支架 !粗纱托架

等使吊锭粗纱架升高加宽 吊锭中心距离由 !

 ! 分别改为 ! !  导纱杆中心

距离由 ! 分别改为 !  距离车面

的高 度由   !  !   分别 改为   !

 !  粗纱架由 升高到 ∀从而

增加双倍的粗纱容量 使原来只能容纳 支粗纱

的粗纱架可增容至 支 还能减少粗纱条意外牵

伸 ∀在立柱上加装 排长丝托架和锭子 长丝锭子

中心距离为  距离车面   利用粗纱前

的空间 加装 排长丝托架和锭子 长丝锭子中心距

离为  距离车面 ∀加装断头自停装置

和粗纱喂入分隔器 ∀

 ) 粗纱  ) 粗纱  ) 上导丝杆  ) 下导丝杆 

 ) 后罗拉  ) 中罗拉  ) 前罗拉

图 3  赛络纺包芯纱的设备改造示意图

2  成纱性能

  用  的精梳棉和  的 混纺粗纱作包

覆纱 用1¬的锦纶丝作芯纱 分别在上述改装过

的 ƒ ≥型细纱机上生产了 ¬的传统包芯

纱和赛络包芯纱 ∀种细纱机采用的纺纱工艺是 

后区牵伸倍数为  前后区罗拉隔距分别为

 和  前 !中 !后罗拉加压分别为  ! !

 Π双锭 捻系数为  前罗拉转速为 Π !

锭子转速为  Π芯丝预牵伸倍数为 1 

传统包芯纱的喂入粗纱定量为  Π  赛络包芯

纱的喂入粗纱定量为  Π  两粗纱的间距为

 ∀表 为 种包芯纱的性能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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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和赛络纺包芯纱的性能比较

纱类
线密度Π

¬

断裂强度Π

#¬

断裂伸

长率Π

条干不

匀率Π

重量不

匀率Π

棉结    Π

个#

细节    Π

个#

粗节    Π

个#

包覆率Π



毛羽   Π

根#   

传统包芯纱                 

赛络包芯纱                 

211  强  力

  赛络纺纱的同向同步同幅加捻 使股纱结构紧

密 抱合力增加 ∀此外 单纱条初加捻时产生部分的

内外纤维转移 在结合点加捻时两纱条中的纤维会

因为卷捻再次发生内外转移 使内应力均衡 受拉伸

时纤维强力利用率高≈ ∀因此包芯纱的断裂强力和

断裂伸长率比传统包芯纱的高 ∀

在显微镜下可清楚地看到这 种包芯纱的纵横

向结构状态 传统包芯纱的外包纤维以单纤维呈螺

旋线地包绕着芯丝 且进行着内外转移 赛络纺包芯

纱的外包纤维分成两束 分别以弱捻聚结 再合并强

捻包覆 弱捻单纱纤维的内外转移少 股纱强卷捻

时 两弱捻纱的外层纤维再次转移 单纱和纤维的螺

旋线更明显 ∀传统包芯纱中芯丝周围外包纤维的分

布比较均匀密集 截面呈圆形 在赛络纺包芯纱中 

外包纤维分为明显的两个密集区 纤维间的抱合力

更加紧密 强力和包覆效果明显比传统包芯

纱好≈ ∀    

212  包覆效果

  纤维的内外转移是纺纱张力和纤维几何位置共

存的结果 ∀相同纱支的加捻三角区的面积大 则须

条厚度小 纤维转移时受到的阻力小 外包纤维转移

到芯丝周围的几率大 有利于提高包芯纱的包覆效

果 ∀传统包芯纺纱中前罗拉所输出的须条宽度较

小 且须条中间纤维多 两边纤维少 参与转移的纤

维数量较少 为了使 根平行喂入的粗纱条在牵伸

前区较好地相互转移抱合 赛络纺的 根粗纱近距

离平行喂入 芯丝从两纱条夹角中部喂入 加捻时两

纱条张力的向心分力相互抵消 即使导丝轮跑偏 两

股弱捻单纱也不会完全混合 芯丝易保持在股纱的

中心 包覆效果好于传统包芯纱 ∀

213  条  干

  在环锭纺纱中 精 !并 !粗 !细都是由罗拉牵伸 ∀

传统包芯纱自末并起 都是单根喂入 每道工序都会

产生附加的牵伸不匀 此不匀率随着工序的增加而

趋于恶化 赛络包芯纱采用双粗纱喂入 双根粗纱的

并合作用 加上两粗纱间距远小于  ∗   单纱

条相互包绕时产生的张力牵伸小 须条中的纤维不

会有大的滑移 使得赛络纺包芯纱的条干较好 ∀

214  毛  羽

  赛络纱的单纱条含有少量捻度 由于两次加捻 

从前罗拉输出的纤维没有受到突强的扭转力 纤维

两端不致于突出≈
合股时两纱条绕芯丝呈螺旋线

排列 许多纤维两端被相邻的单纱条带入纱条内部 

表面纤维受到一定程度的圈结 赛络纺包芯纱的毛

羽比传统包芯纱的相对少些 ∀

3  纺纱工艺

  表 是 种包芯纱实际纺纱工艺参数的比较 ∀
表 2  传统和赛络纺包芯纱纺纱工艺参数

纱类
预牵

伸倍数

后区牵

伸倍数

罗拉隔距Π



罗拉加压Π

#双锭  

粗纱

捻系数

粗纱定量Π

#  

芯丝含

量Π

细纱

捻系数

钢丝圈

号数

细纱前罗拉

速度Π#

细纱锭子

速度Π#

传统包芯纱 ∗  ∗  ≅  ≅ ≅  ∗  ∗   ∗  Π∗ Π ∗   ∗  

赛络包芯纱 ∗  ∗  ≅  ≅ ≅  ∗  ∗   ∗  Π∗ Π ∗   ∗  

  粗纱牵伸倍数 !芯丝预牵伸倍数 !罗拉隔距 !罗

拉加压等参数对传统和赛络纺锦纶长丝包芯纱的影

响程度近似 ∀粗纱间隔距 !捻系数及锭子速度等参

数对包芯纱的影响较大 ∀

311  粗纱间隔距

  在赛络纺纱中 由于相互瞬时的包绕 其中一根

须条要输出长些 因而单纱条纺纱张力相对较大 产

生瞬时张力牵伸 使单纱条中滑移纤维数量增加 须

条中的纤维产生较大滑移 滑移量小时则出现纱条

细节 滑移量大时则会导致须条断裂 ∀因此 两粗纱

间距不宜太大 否则 断头增加≈ ∀根粗纱间距过

小 加捻三角区弱捻须条长 捻度低 易产生意外牵

伸 影响纱线条干和纺纱断头 ∀可见 改变两粗纱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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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 可以调节加捻三角形 使同时喂入的 根须

条在牵伸前区汇合 实现纤维之间的相互转移抱合 

优化成纱条干 减少纱线毛羽 !粗细节 !横档等

缺陷≈ ∀

为了提高成纱的包覆效果 两粗纱间的隔距应

为  ∗   能容纳 根芯丝 ∀芯丝从两纱条夹角

的中间喂入 加捻时芯丝始终处于股纱中心 使赛络

包芯纱具有良好的包覆效果 ∀

312  成纱捻系数

  加捻作用使纱线中纤维间产生向心压力 纤维

进行内外转移 纤维间的摩擦力增大 外包纤维对芯

丝包缠得更加紧密牢固 包芯纱的抗剥离性能增强 ∀

但捻度过大 纤维强度的轴向分力减小 外层纤维比

内层的更容易断裂 外包纤维断裂的不一致性增加 

成纱强力反而下降 且纱线的毛羽增加 ∀

赛络纺 根粗纱有一定的间距 单纱条表面纤

维会圈结到股纱中 使股纱毛羽减少 耐磨性能变

好 ∀传统纺纱通过加捻和纤维转移来获得强力 而

赛络纺纱主要通过单纱间的相互缠绕来获得强力 

两单纱的相互缠绕使纤维的内外转移只是传统纺纱

的一半 纤维与纱线轴之间的倾斜角较小 当纱线受

到拉伸时 纤维强力利用率较高≈ ∀赛络纺包芯纱

喂入较细的粗纱 纤维须条较窄 使表面纤维有效地

束缚在芯纱上 成纱抗剥离强度增加 ∀因此 同样用

途的纱线 赛络纺包芯纱的捻系数可比同类传统包

芯纱的低些 ∀

313  锭子速度

  锭速增加 纱线离心力增大 会把纤维甩出纱线

表面 ∀钢丝圈加速 刮擦作用增强 纱线毛羽增多 

包芯纱受到的张力变大 断裂伸长能力小的外包纤

维分担较多的拉伸力 ∀当弹性小的外包纤维变形到

断裂点而断裂时 即使芯丝未断 也会被拉长 出现

一段裸丝 络纱时必须去除 ∀赛络纺包芯纱的强伸

性能较好 为了提高单产 赛络包芯纱的锭速可比传

统包芯纱的高些 ∀

4  结  语

  传统包芯纱是在加装了包芯纱装置的细纱机上

纺制的 而赛络纺包芯纱是在加装了包芯纱装置和

赛络纺装置的细纱机上纺制 ∀传统包芯纱的外包纤

维密集度比较均匀 外表有毛羽 ∀赛络纺包芯纱的

外包纤维有 个密集区 芯丝始终位于股纱中心 成

纱外表光洁 单纱条和纤维的螺旋线明显 纤维的抱

合力高 成纱断裂强度增加 伸长度增大 其条干均

匀度也优于传统包芯纱 纱线手感柔软 毛羽少 耐

磨性能好 改善了传统包芯纱的包覆效果 ∀然而 在

纺纱过程中 若芯丝 !两粗纱之一出现断头 但断头

自停装置不能及时切断其它粗纱或长丝 会出现空

芯 !包覆不良和细节等成纱缺陷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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