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4  °2≤ƒ的 ≥∞ 照片

图 3  ≤ƒ对不同浓度染料的吸附率与吸附时间曲线

图 2  吸附时间与溶液浓度曲线

理 而比较适合深度处理 ∀

214  扫描电镜(ΣΕΜ)分析

图 是一组 °2≤ƒ 的 ≥∞ 照片 ∀从图中可

以看出 °在炭化 !活化过程中 因  !等逸出及

微晶间烧损 在纤维表面形成极丰富的微孔 有的纤

维芯部在炭化 !活化过程中被熔融而呈中空状 因

   

此 使 °2≤ƒ具有优异的吸附性能 ∀有的微孔由

于活化剂的扩张作用从而进一步变为孔径较大的中

孔或大孔 图中所看到的孔洞即为中孔或大孔 而呈

主要分布且起主要吸附作用的微孔则需在更大倍数

的显微镜下才可以看到 ∀

3  结  论

1∂2≤ƒ的亚甲基蓝吸附值高达 1 Π

酸性红 吸附值高达 1 Π均远远高于颗粒

活性炭的指标 ∀

1≤ƒ对不同的水溶性染料的吸附能力大小顺

序为 碱性染料 酸性染料 直接染料 活性染料 ∀

1≤ƒ对染料的吸附有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 

吸附能力和 ≤ƒ 比表面积 !微孔结构 !表面官能团

及染料分子量大小 !分子结构 !分子尺寸及染料分子

官能团有关 ∀

参 考 文 献

  李永贵等 活性碳纤维处理印染工业废水展望 产业用纺织品 

  ∗  

  陈东生等 活性碳纤维制品及应用 产业用纺织品   

  岛田将庆 活性炭素 维 冬树社    

  朱 瑶 界面化学基础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曾汉民等 活性碳纤维 ≤ƒ吸附特性的研究 合成纤维工业 

  ∗  

  俞志明主编 中国化工商品大全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贾卡提花织物的电脑辅助设计

邓中民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陈明珍  吕红梅

武汉科技学院

摘  要 在传统贾卡提花工艺的基础上 应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开发出一套简便 !适用的工艺设计 ≤⁄系统 ∀它不仅适用于 系列

贾卡提花经编机 也适用于  ≥• • 系列贾卡经编机 ∀

关键词 经编织物  贾卡提花  计算机辅助设计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本贾卡提花织物的 ≤⁄系统采用目前流行的

∂ ≤   1进行程序开发 ∀本系统具有良好的人机

操作界面 让设计人员通过各种工艺参数如组织 !

密度 !颜色等的选择或输入 系统进行一定的处理

和计算 可在显示屏上模拟出织物的外观效果 并可

打印输出 同时可对各种参数进行修改 直到获得满

意的织物外观 ∀

1  贾卡提花 ΧΑ∆系统设计模块规划

根据 ∂ ≤ 的特点和贾卡织物编织的要求 本

≤⁄系统既要具备图形处理的特点 又要具有工艺

处理的功能 ∀它的基本功能包括文件处理 !工艺参

数处理 !意匠 !布面模拟 !绘制小样 !编辑 !小样及布

面变换等几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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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文件处理

贾卡提花 ≤⁄系统可以新建 !打开 !存储和关

闭位图文件 在文件操作时非常方便 同时支持打

印 !预览布面 ∀

112  工艺参数及意匠功能

输入工艺 !存储工艺 !显示工艺 !选取工艺 

工艺参数输入 小样输入或调用 意匠绘制及处

理 纹板轧制 布面模拟 线圈结构图模拟 ∀

113  小样绘制

支持常用的画图工具方法包括 自由线 !直线 !

曲线 !矩形空心 !实心矩形 圆角矩形 !椭圆 !区域

填充 !文字 !屏幕取色 !橡皮擦 !刷子 ∀对不同的画图

工具 应能设置画图的属性 包括 画笔的颜色 !填充

实心的颜色 !画笔的宽度 !线形 !字体 文字的对齐

方式 ∀

114  编辑功能

编辑功能是重要的小样辅助手段 能大大减轻

小样修改的工作量 ∀编辑功能包括 选样 拷贝样 !

粘贴样 !剪切Π删除样 !样移动 !样合并 将剪贴板中

内容直接粘贴为一个新文化 将选定的样直接存储

到文件中 撤消误操作 重复已撤消的操作 ∀

115  小样及布面变换

裁剪 水平镜像 垂直镜像 旋转 缩放 ∀

116  布面颜色处理

可以满足对不同布面颜色效果的要求 它支持

的颜色处理方法有 颜色位数的转化 主要是增减布

面的颜色数目 颜色图像的灰度化 颜色的调整 支

持不同颜色模型的分量调整 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

调整 ∀

2  提花经编织物的提花效应

提花经编织物的提花效应是根据提花导纱针端

部的变位动作 使提花纱线在地组织上作横向联系

产生变化而形成的 ∀每把提花梳栉可以形成稀薄 !

网孔 !厚实三种提花效应 ∀这三种组织 单位面积内

的衬纬密度不同 透光程度各异 呈现出不同的提花

效应 ∀

3  数学模型

311  意匠图(花纹)

由于意匠图中不同颜色表示织物不同的提花效

应 可在计算机的图形模式下 用色号来对花纹予以

区别 故意匠图工艺可由一矩阵表示 ∀矩阵中各元

素为相应纵行和横列交汇处的不同效应的颜色值 ∀

如下所示 

δ , δ Ν

σ σ

δΜ , δΜΝ

  δΙ    , Κ Κ为织物提花效应对应的颜色值 

Ι Ι   , Μ表示意匠横格 ϑΙ   , Ν表示意匠纵格 ∀

312  提花组织与花纹的关系

由于每一种提花效应与其组织有一种对应关

系 故只要对照这种关系即可将一幅完整的花纹意

匠图转换为其对应的组织纹板 ∀以 ƒ组织为例 

其对应关系如表  据此可对纹板进行轧制 ∀
表 1  组织与花纹对应关系表

意匠格颜色值 提花效应 横列号 移位针位置 纹板信息

绿 稀薄




高

高

轧孔

轧孔

红 厚实




高

低

轧孔

不轧孔

白 网孔




低

高

不轧孔

轧孔

4  系统结构

该 ≤⁄系统采用 ∂ ≤模块化程序设计 借助 ∂ ≤

方便 !快捷的数据传送功能 使程序可读性强 系统

运行可靠 ∀系统结构如图 所示 ∀系统运行环境 

•ΠΠ×Π÷° 平台支持 ∂∏ ≤   1

软件编程 ∀

图 1  工艺设计模块

5  工艺参数子系统

机型 经编工艺设计都与具体的机器型号有关 

各项工艺参数也相应地有一定的范围和制约 ∀花纹

宽 通常一个花纹完全组织的宽度纵行数应为 的

整数倍 并修整为机号与吊数之积的公约数 ∀花纹

高 一个花纹完全组织的高度应能被组织的横列数

除尽 否则花纹与地组织之间的关系将不易协调 ∀

原料 提花经编机使用的原料主要是化纤长丝 其中

以涤纶长丝为主 某些机种和织物还可使用纯棉纱 !

丙纶丝等 ∀织物密度为 1 ∗ 1横列Π根据

使用提花纱线的原料及织物用途的不同 密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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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异 ∀

6  小样输入子系统

小样设计是意匠设计的前提 设计意匠图应充

分体现在小样中 ∀现根据 ∂ ≤ 的特点 有单独的小

样设计界面 可随时绘制 随时修改 可根据自己的

需要绘制 或者调用以前已经绘制好的小样 ∀

7  意匠处理子系统

在意匠图上 一个格子的纵向表示该格子内是

用几块纹板 即在正常垫纱情况下有几个横列 横向

表示一个针距 ∀纵向一个格子内衬进去提花纱线的

根数 决定了组织的稀密程度及网孔效应 可简明地

表示织物的提花效应 不同颜色代表移位针或移位

提花导纱针的高低位置 即织物的提花效应 ∀

该系统用中点扫描的方式扫描意匠图每个意匠

格中点的颜色 用此颜色填充整个对应意匠格 以达

到修改花纹边缘的目的 并可直接点绘意匠格 使意

匠图得到更好的图案效果 ∀从而最终完成意匠图的

制作 ∀

8  纹板的制作

811  纹板制作规则

根据意匠图的各色特点 对纹板进行轧孔 ∀在

轧制时 有一定的规则 现根据机型的不同特征和使

用技术分叙如下 ∀

11  一把提花梳栉使用标准提花导纱针  两纹

板系统的每个意匠格 由两块纹板参加编织 每一横

列用一块纹板 编织第一横列的称为  纹板 编织

第二横列的称为 纹板 ∀

11  两把提花梳栉使用标准导纱针  一套  !

纹板的左右两侧分别控制第一把提花梳栉和第二把

提花梳栉各导纱针相对应的移位针 ∀

11  使用偏置提花导纱针  当 Π ƒ 

Πƒ机使用偏置提花导纱针时 纹板制作的规

则有些差别 ∀

Π和 ƒ 使用偏置提花导纱针 编织

和 ƒ偏移组织时 在意匠图上一个方格代表

两个纹板孔眼对应的两枚移位针的位置 纹板的奇

数孔位控制第一条横移工作线的导纱针 偶数孔位

控制第二横移工作线的导纱针 ∀Πƒ机使用

偏置提花导纱针 编织 ƒ偏移组织时 一套 

纹板左侧的 Π控制 两条横移工作线导纱针相

对应的移位针 纹板右侧的 Π控制 导纱针相

对应的移位针 ∀

11  采用三纹板系统及组成  一个意匠格中  

≤三块纹板 按照 及 排列 由  两种

纹板组成 ∀

对于有两把提花梳栉的机器 纹板制作规则和

轧制顺序和一把提花梳栉一样 只是先轧第一 !二提

花梳栉的 纹板 再轧第一 !二梳栉的 纹板 ∀

11  采用/四针技术0  采用/四针技术0的纹板

制作规则与前面所述的不同 也比较困难 ∀

在轧制 纹板时 意匠格的颜色为红 !绿时 对

应的孔位应轧孔 但位于橘黄 !白色意匠格右侧的红

色 !绿色则不轧孔 对 纹板轧孔时 先将意匠图完

全组织最右边的两纵行横移到最左边 然后按照意

匠格的颜色为绿 !白 对应的孔位应轧孔 但位于白

色右边的任何颜色 其对应的孔位也按白色轧孔 意

匠格的颜色为红 !橘黄 对应的孔位则不轧孔 ∀

11   ≥• • 型机   ≥• • 的纹板制作规

则 与上述基本情况几乎完全不同 ∀

按照意匠图上每一横条的色泽对应纹板轧孔

时 意匠格为红色 对应的两个孔位均不轧孔 意匠

格为绿色 奇数孔位轧孔 偶数不轧孔 意匠格为蓝

色时 奇数孔位不轧孔 偶数孔位轧孔 意匠格为白

色时 对应的两个孔位均轧孔 ∀

812  纹板轧制

可单步轧 也可连续轧 旁边有记数 十分方便 !

简单 并可存储 ∀

9  地组织子系统

单独列举出各种地组织线圈图 供设计者判断 !

选择 ∀

10  地组织线圈结构图

略

11  工艺输出子系统

1111  布面模拟输出图

设计者绘制好小样 并经过处理后 就可以立即

进行布面模拟处理 布面模拟是根据不同的提花组

织可进行放缩 !旋转 !变暗变亮 !调换颜色处理等 效

果逼真 ∀这亦是本系统的另一特色 ∀

1112  贾卡工艺单调用

系统自动计算出相关的工艺参数 供设计者

参考 ∀

1113  意匠工艺单

系统自动计算出相关的工艺参数 供设计者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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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件管理子系统

文件管理功能强大 可随时新建 !保存和打印工

艺 可随时调用相应的工艺单 方便设计者使用和

管理 ∀

13  结束语

介绍贾卡提花系统 ≤⁄的模块规划 !原理 !结

构 !性能及实现 ∀本贾卡提花织物 ≤⁄系统具有友

好的人机操作界面 系统运行稳定 !效率较高 能方

便地绘制较为复杂的意匠图并对其进行相关的意匠

处理 能自动根据意匠设计 !处理和纹板轧制规则来

轧制纹板 能够独立保存工艺参数 可大大地减轻产

品开发人员的工作量 充分发挥他们的设计思想和

设计意念 并且在最后可以进行布面的模拟 供设计

者选择 !判断 使贾卡织物产品适应多变的市场需

求 ∀

参 考 文 献

  周字民 提花经编技术 北京 纺织工业出版社  

  杨  栋等 针织物组织与产品设计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美⁄√潘爱民等译 ∂∏ ≤   技术内幕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东华大学纤维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资助课题

阳离子可染涤纶纤维变色染色工艺探讨

高  洁  李青山
齐齐哈尔大学 齐齐哈尔 

 
李文刚  李  兰  黄象安

东华大学

摘  要 对阳离子染料可染涤纶纤维进行变色染色研究 探讨了光致变色的机理 以及主 !辅变色染料的配比关系 确定了染色的

最佳工艺条件 ∀结果表明 阳离子染料可染涤纶纤维可以进行变色染色 ∀

关键词 染色  阳离子染料  改性聚酯纤维  变色纤维  光致变色  探讨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阳离子染料可染涤纶即是在普通涤纶纤维分子

结构链段中引入   ) 间苯二甲酸二甲酯磺酸钠作

为第三单体 使磺酸基团作为阴离子染座 从而达到

阳离子可染的目的≈ ∀阳离子染料具有色谱齐全 

可在常温常压下染色的优点 并且其光致变色技术

已经日趋成熟和完善≈ ∀本文是把这种变色染色技

术应用在改性涤纶纤维上 经研究也可以得到很好

的变色效果 ∀

1  实验部分

111  实验材料

阳离子染料可染涤纶纤维 上海金山石化涤纶

厂生产 各类阳离子染料 上海轻化总公司生产 醋

酸 分析纯 齐齐哈尔化学试剂厂生产 醋酸钠 分析

纯 温州市化工试剂厂生产 无水硫酸钠 分析纯 天

津市塘沽鹏达化工厂生产 尿素 分析纯 沈阳市新

西试剂厂生产 ∀

112  实验仪器

≥2型电热恒温水浴锅 北京泰克仪器有

限公司生产 型分光光度计 山东高密分析仪器

厂生产 电光分析天平 上海天平仪器厂生产 2

型烘箱 上海实验仪器厂生产 ∀

113  测  试

11  上染率  用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在最大

吸收波长时染液的光密度 设染色原液的光密度为

Α 残液的光密度为 Α 则上染率    ΑΠΑ ≅

  ∀

11  皂洗牢度  按国家标准 Π×2

测定 ∀

2  实验机理

211  阳离子染料上染改性涤纶的染色机理

阳离子染料可染涤纶纤维 ≤⁄°和 ∞≤⁄°是用普

通聚酯和磺酸基团变性的一种共聚酯 ∀由于第三单

体酸性基团的引入 染色时改性涤纶 ≤⁄°上酸性基

团的解离使纤维带负电荷 解离式为 ≤⁄° ) ≥ 

≤⁄° ) ≥


  

≤⁄° ) 代表纤维主体 ∀利用

大分子上磺酸基团的存在 使纤维具有极性染色座

位 同时也扩大了非晶区 使得染料分子可以扩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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