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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细纱机械波种类、成因及消除 

刘志华，徐 美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公司 榆次分公司，山西 晋中 030601) 

摘要：详细分析环锭纺细纱机因机械缺陷造成的罗拉类、齿轮类和胶辊类机械波的成因，并针对 

性地提 出相应的减缓或消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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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衣着面料需求档次的提高和国内外 

纱线市场的激烈竞争，越来越多的纺织企业将攻克 

细纱机牵伸机械波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1 机械波分类 

细纱机纺纱机械波是因为机械缺陷造成纺纱牵 

伸周期变化，同时引起纱条不匀、呈规律变化的一种 

现象。一般认为，机械波分为罗拉类、胶辊类和齿轮 

类 。 

2 机械波的计算与识别 

2．1 罗拉类机械波 

由于罗拉的缺陷造成的周期波称罗拉类机械 

波，其波长公式为： 

l= ·d ·E 

式中： 

．— — 有缺陷的罗拉形成的周期波波长／cm； 
— —

有缺陷的罗拉直径／cm； 

E——缺陷部件至输出件之间的牵伸倍数。 

严格地讲，不仅是前罗拉才产生机械波，中、后 

罗拉也会产生机械波。FA502、FA506系列细纱机 

多采用 425 mm或 427 mm的罗拉，前罗拉 d=25 

mm，E=1， 值介于7 cm～8 cm之间，所以7 cm～ 

8 cm之间如果出现有烟囱状的柱线，则一般判定是 

前罗拉缺陷造成的机械波，如图 1所示。 

2．2 齿轮类机械波 

牵伸齿轮缺陷形成的周期波称齿轮类机械波， 

如图2所示。波长公式为： 

， = i·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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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罗拉类机械 波示意 

式中： 

：— — 有缺陷的牵伸齿轮形成的周期波波长／ 

cm ； 

— — 有缺陷的齿轮至它所传动的罗拉的传动 

比： 

E——有缺陷的齿轮所传动的罗拉至输出件之 

间的牵伸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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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齿轮类机械波示意 

2．3 胶辊类机械波 

与罗拉产生机械波的周期波波长公式相似，胶 

辊周期波长为： 

3= ·d ·E 

鉴于国产细纱机均采用 SL6819铁芯，前胶辊 

外径一般为 28mm～30mm，所以周期波长应为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0】 ·404· 纺织器材 T
ext．1e Accessories 

第 33卷 第 5期 2006年 9月 
Vo1．33 No．5 Sep．2006 

8．8 cm～9．4 Cm，表现为9 cm～l0 cm之间有突起 

的烟囱状柱线，如图3所示。 

图 3 胶辊类机械波示意 

3 产生机械波的因素 

3．1 罗拉 

引起罗拉产生机械波的因素很多，因此，当在 7 

cm～8 cm的波谱图上产生机械波后不能笼统地认 

为这仅是罗拉的原因，影响它的因素有以下三点。 

3．1．1 细纱机平车状态 

平车状态及平车工水、 的I ’ 低对罗拉产生机械 

波的影响不同，把同样的 十 放IllIIlI_ 平车状态不同 

的罗拉轴承座上，当平车状态好时． 拉产生的机械 

波就少 ；反之 ，则多。 

3．1．2 罗拉的制造精度 

相比较而言，罗拉制造精度址诱发机械波的主 

要因素。我公司经过几年的努力，剖析了罗拉诱发 

机械波的因素，对罗拉的表面硬度、加工粗糙度、径 

向跳动量、齿的均匀一致性以及一列罗拉联接后同 

轴度、精度等提出了严格的控制指标。公司先后投 

资2 000万元引进多台制造罗拉的关键设备，建立 

了精品罗拉生产线。产品经多家纺织企业纺纱验 

证、检测，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消除 

了罗拉诱发“机械波”的因素。 

3．1．3 罗拉轴承 

罗拉轴承的端面垂直度、跳动等精度差，诱发 

“机械波”的几率就大。另一方面，轴承与罗拉导柱 

压配过紧而造成导柱弯曲变形，也是轴承产生机械 

波的因素之一。 

3．2 齿轮 

齿轮诱发机械波的因素可以归纳为：① 传动齿 

轮的制造精度差，齿顶宽不一致、齿深不一致等；② 

齿轮啮合不良；③ 齿轮过度磨损；④ 啮合轴线不平 

行 。 

后三个因素又极易造成罗拉扭振，导致产生隐 

波。 

3．3 胶辊 

胶辊诱发机械波的因素可以归纳为：① 丁腈胶 

辊制造不过关，内部有气孔；② 胶辊表面处理不均 

匀，存在纱线一边倒现象；③ 成套芯轴磨损、游隙变 

大，造成摇架加压后存在微晃动；④ 长时间的走纱 

造成胶辊表面凹槽。 

4 机械波的消除及预防 

4．1 罗拉类机械波 

4．1．1 选用单节高精度罗拉 

经纬公司为消除罗拉引发的机械波，对罗拉进 

行了全面的研究、分析、模拟试验。在材质、齿形设 

计、机械加工、热处理、表面处理等方面进行了改进， 

产品经用户厂家试用后获得良好口碑。 

4．1．2 选用高精度、优质罗拉轴承 

建议使用罗拉轴承孔和罗拉导柱为滑动配合的 

高精度、优质轴承，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由于过盈量过 

大而造成罗拉导柱弯曲变形 。 

4．1．3 合理安装调试 

细纱罗拉在安装调整中，必须调准罗拉座，使罗 

拉座的高低 、出进位置一致。在对联之前，应用软布 

擦干净导孔端面及罗拉轴承端面污物，采用头尾并 

紧的方式一一对联罗拉，并紧后要求前罗拉头二段 

跳动不大于 0．02 mm。之后做罗拉座敲空，敲空处 

采用调整罗拉座出进位置及垫纸方法解决。 

4．2 胶辊类机械波 

4．2．1 采用橡胶质量好的丁腈胶辊，减少由于橡胶 

因素诱发机械波几率。 

4．2．2 胶辊表面处理应均匀一致 ，特别防止胶辊一 

边硬一边软而导致纱线一边倒；纺织厂对胶辊回磨 

也要注意这些问题。 

4．2．3 采用质量好的芯轴，严格控制轴承的游隙； 

游隙大，产生隐患的可能性就大。 

4．2．4 长时间的走纱会使胶辊表面产生凹槽，因此 

要及时更换有凹槽的胶辊。 

4．3 齿轮类机械波 

4．3．1 提高牵伸齿轮制造水平。 

4．3．2 周期检查各齿轮与轴的连接键是否有松动 

现象。 

4．3．3 罗拉传动更新为三列罗拉并分别由变频调 

速电机传动，使电机转速完全按照工艺牵伸设计的 

要求回转，并采用计算机控制从两侧同时驱动罗拉， 

使转动同步。 

5 结束语 

机械波是各纺织厂提高产品质量的“大敌”，应 

认真对待、彻底消除。为此，一方面需要纺机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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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还需各纺织厂加强企业内 

部管理，做到抓质量、抓管理齐头并进，这样才能以 

优质产品取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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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Tentative View on the Mech—Wave as to the Varieties，Origin 

and W ay Removing It 

LIU Zhi—hua，XU Mei 
(Yuci Branch Jingwei Textile Machinery Corporation，Jinzhong 030601，China) 

Abstract：Detailed analysis is done to the mech wave caused by the mech—defection in rollers，gears and cots．M ea— 

sures are given accordingly SO as to reduce or remove it． 

Key Words：mech—waye；rollers；gears；cots 

论文摘要编写规则 

摘要是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提供文 

章内容梗概为目的，不要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 

切地记述文章重要内容的短文。其基本要素包括研 

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 

自明性，并拥有与文献同等量的主要信息，即不阅读 

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 

摘要一般分为报道性摘要、指示性摘要和报道 
一 指示性摘要。科技论文宜选用报道性摘要，而综 

述性、资料性或评论性文章可写成指示性或报道 一 

指示性摘要。报道性摘要以 300字左右为宜，英文 

摘要以 150～180个实词为宜。 

报道性摘要是指明一次文献的主题范围及内容 

梗概的简明摘要，相当于简介。报道性摘要一般用 

来反映科技论文的目的、方法及主要结果与结论，在 

有限的字数内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定性或定量的 

信息，充分反映该研究的创新之处。 

指示性摘要是指明一次文献的论题及取得的成 

果的性质和水平的摘要，其 目的是使读者对该研究 

的主要内容(即作者做了什么工作)有一个轮廓性的 

了解。 

报道性摘要的要素 ： 

目的：研究、研制、调查等的前提、目的和任务， 

所涉及的主题范围。 

方法：所用的原理、理论、条件、对象、材料、工 

艺、结构、手段、装备 、程序等。 

结果：实验的、研究的结果，数据，被确定 的关 

系，观察结果，得到的效果，性能等。 

结论：结果的分析、研究、比较、评价、应用，提出 

的问题，今后的课题，假设 ，启发，建议，预 

测等。 

其它：不属于研究、研制、调查的主要目的，但就 

其见识和情报价值而言也是重要的信息。 

编写摘要注意事项： 

1)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句子之间 

要上下连贯，互相呼应。慎用长句，句型应 

力求简单。每句话要表意明白，无空泛 、笼 

统、含混之词。不分段。 

2)用第三人称。建议采用“对⋯⋯进行 了研 

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 

等记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 

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 

3)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 ，不用非公知公用的 

符号和术语。 

4)不用插图、表格、数学公式、化学结构式和引 

文 。 

5)缩略语 、略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也 

能清楚理解的以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 

说明。 

5)采用国家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7)正确使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语言文字 

和标点符号。 

目前摘要编写中的主要问题： 

1)要素不全，或缺目的，或缺方法； 

2)出现引文，无独立性与自明性 ； 

3)繁简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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