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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在纺织行业大发展的

趋势下袁 针织产业得到了快速发

展袁针织设备的需求不断增加遥 在

众多纬编机械设备中袁横机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遥 手动尧电动和半自

动横机因其生产效率低尧编织的花

型和结构有限等缺点袁发展空间不

大袁因而袁国内外横机厂商将研发

和生产转向电脑横机袁极大地促进

了电脑横机的发展咱1-4暂遥
1 国产电脑横机的现状

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袁国产电

脑横机整机的可靠性与稳定性较

差袁使用寿命较短袁编织产品的种

类和质量尚有欠缺遥 分析原因袁既
有机器零部件和电器元件的设计

及材质问题袁如耐磨性尧耐用性尧机
加工精度不够等袁也有计算机核心

软件控制系统的问题咱5暂遥
1.1 单极式电子选针

目前袁除了德国斯托尔等少数

公司的产品采用单极脉冲式电子

选针装置外袁日本岛精等公司均采

用多极电子选针装置遥 而国产电脑

横机大多配置的也是多极电子选

针装置袁它在动作准确性尧稳定可

靠性和选针速度方面与日本岛精

公司的技术水平相差很大袁代表国

际先进水平的国产单级电子脉冲

式选针器的研制刚刚起步遥
单级式电子选针有以下特点院

选针速度快袁能适应高机号和高机

速的要求曰选针器体积小袁选针机

件尧 三角数量和针床尺寸减少袁制
造成本降低曰机件磨损小袁可减少

织针损耗遥
1.2 沉降片技术

许多国产电脑横机都在前后

针床口配置了沉降片袁有些通过三

角来控制沉降片袁有些以步进电机

微调控制沉降片遥 这种沉降片的配

置可实现对单个线圈的牵拉和握

持袁 且可以作用在整个成圈过程

中袁对于在空针上起头尧成形产品

编织尧连续多次集圈和局部编织十

分有益遥
1.3 分离式机头

分离式机头无前后连接架袁操
作简单尧能耗低袁纱线由顶部喂入袁
从而达到了送纱路数多及纱线张

力均匀的效果袁能完成各种高难度

复杂花型的编织遥

1.4 嵌花技术

国产电脑横机中袁有一些机型

在配置了嵌花导纱器后可以编织

嵌花织物袁如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

司和常熟金龙机械有限公司生产

的电脑横机遥 这些机器配置的嵌花

导纱器数量一般在 8耀16 把遥
1.5 多针距技术

与国外多针距机型相比袁国产

多针距横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

方面院 一是针距覆盖范围不够广袁
特别是细针距方面曰二是多种针距

织片的纵横向密度袁尤其是在两端

的针距袁还比不上单一针距机器生

产的效果遥
1.6 直接喂纱技术

一般的电脑横机采用的是侧

面喂纱袁利用两侧输纱器发动机传

送纱线袁由于拉力不均匀袁导致织

物两边线圈比中间线圈稍偏大袁密
度不一致遥 直接喂纱技术袁减少了

纱线的摩擦阻力袁 提高了生产效

率袁改善了产品品质遥
1.7 起底板装置

该装置主要用于衣片的起头遥
起底板可由编程控制上升到针间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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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拉住所形成的起口纱线袁直至编

织的织物达到牵拉辊时才退出工

作袁从而实现了空针上自动起头遥
1.8 纱夹与纱剪

纱夹与纱剪系统配置在低于

针床顶部的位置袁保证了导纱器和

织针完全协调袁 使针钩钩不到纱

线遥 此外袁纱夹和纱剪是分离的单

元袁能单独地触发工作遥 例如院当握

持纱线时延迟剪断纱线或者只进

行握持遥以上技术确保了成形和组

合编织的顺利进行袁以及随意地保

留和剪断纱线遥 独特的纱夹与纱剪

还能与起底板配合袁有效减少纱线

的浪费遥
1.9 织可穿技术

对于一些技术复杂尧科技含量

高的电脑横机袁 国内还是空白袁如
全成形织可穿电脑横机等遥
2 发展趋势

2.1 零部件的优化设计

2.1.1 材料的轻质化

以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替代

传统的金属材料来生产机械的零

部件遥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备的

机头质量轻袁从而降低了横移运动

惯性袁提高了横移速度遥 同时由于

该材料热膨胀系数极低袁因车间温

度变化对针距稳定性的影响大为

降低袁减少了空调设备投资袁降低

了能源消耗咱6暂遥
2.1.2 节能织针和沉降片

优化节能针的后部形状袁进而

减少针身与针槽相接触的部位袁降
低了能源损耗及摩擦产生的热量遥
2.1.3 提高机号

随着针织服装与面料向轻薄

化方向发展袁细针距编织技术不断

发展袁横机的机号在不断提高遥
2.1.4 机头快速往复和减少空程

德国斯托尔公司尧日本岛精公

司研制出了动力快速机头转向系

统袁这减少了机头的空程和在两端

的往复停顿时间袁同时减小机头宽

度与质量尧 优化主电机运行曲线袁
减小换向冲击袁 效率大大提高袁尤
其适合于窄衣片尧收口和收针的短

动程编织遥
通过改进三角系统设计袁 将每

个系统的机头宽度减小到 127 mm袁
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遥
2.1.5 滑动织针

岛精公司推出的滑动织针由

两部分组成袁 运动受两个滑动装置

分别控制袁类似于复合针遥滑动织针

特别有益于复杂的移圈袁 可以不用

弹簧移圈针袁 允许织针配置在针槽

中央遥 因此该针可以获得完全均匀

的成圈和高质量的织物遥此外袁与滑

动织针配合的沉降片相对运动技

术袁减小了滑动织针的动程袁使成圈

过程纱线张力分布更为均匀袁 从而

减少了纱线的磨损袁以防止断纱咱7暂遥
2.2 成圈工艺的改进

2.2.1 全成形织可穿技术

通过持圈收放针和分段牵拉

等工艺可以在横机上一次完成一

件服装的整体编织袁下机后无需再

裁剪缝制遥 不仅节省了原料和劳动

力袁缩短了工序袁而且整件服装无

缝袁提高了产品质量和档次遥 另外袁
能真正地实现无接缝编织袁可以赋

予特定身体部位不同的功能特点袁
更符合人体生理特点的要求袁服装

穿着更加舒适遥
日本岛精公司推出的织可穿

电脑横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院
a. 机号高, 新机号达到了 18

针/25.4 mm曰
b. 4针床袁除了在 V型针床上

方加装 2个针床外袁 在 4 个针床的

上方还有一个压脚针床袁 从而丰富

了编织与移圈功能袁 可以编织出具

有罗纹结构的细致全成形产品曰
c. 采用了滑动复合针袁 取消

了传统移圈织针边侧所带的弹簧

片袁 可以使织针配置在针槽中央袁
编织出左右对称的线圈曰

d. 采用了分布钩针牵拉机

构袁在前后针床上排布着钩布用的

独特针袁分别调整前后两面的牵拉

张力曰此外袁每个针床间有 38.1 mm
渊1.5"冤的距离可以调节具体牵拉动

作的范围袁从而更加有效地控制拉

布张力遥
e. 可以选配压缩空气自动接

线器袁有效地缩小换纱结头袁减少

断纱遥
2.2.2 多针距技术

多针距技术在国外已发展多

年袁并配置在了多种机型上遥 德国

斯托尔公司的多针距技术袁除了能

调整弯纱深度尧改变纱线外袁还可

调整两个针床的高低位置袁使前后

针床齿口间距变化袁以改变连接前

后线圈沉降弧的长度袁使织物的品

种更加多样化遥
多针距平形纬编技术无需换

针板就能在较宽的机号范围内生

产各种针距不同的产品袁通过选用

不同线密度的纱线和相应的线圈

密度袁能在同一织物上显示两种针

距风格的线圈形态遥
2.2.3 花型准备系统

德国斯托尔公司对 M1 花型准

备系统进行了简化 袁 开发出了

M1plus 系统袁 使功能更加人性化袁
新的窗口使复杂的针织程序变得

简单遥 自动工艺编辑器能完成针织

工艺袁指出工艺的冲突并提供可能

的解袁大大节省了工作量遥
日本岛精公司新近开发的花

型准备系统袁 通过使用其中的 3D
模特儿设计功能尧高精度线圈模拟

及面料模拟着装等功能袁便可即时

获得逼真的模拟效果遥 同时袁该系

统还具有自动分配纱嘴功能袁即使

是复杂的嵌花图案袁只要通过自动

分配便能简单地获取编程遥 利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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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控制软件可以自动制作编织机

所需编织数据遥
2.2.4 快速折返编织系统

平形纬编的编织系统可以根

据成形织片每一横列参加工作针

数的多少以及织物结构的难易程

度自动改变速度和动程袁并通过窄

尺寸轻量化编织系统设计以提高

在换向时的折返速度袁提高编织效

率遥如以针织机的最高编织速度为

指标袁 平形纬编速度可从 1.2 m/s
提高到 1.4耀1.6 m/s遥
2.2.5 三维针织技术

在平形纬编的基础上袁通过衬

经纱尧衬纬纱尧连接纱的喂入工艺袁
以及针织纱对于衬经纱尧衬纬纱和

连接纱的缚结工艺袁从而形成三维

纬编针织结构袁可作为复合材料的

增强体以及产业用材料遥
2.2.6 沉降片相对运动技术

沉降片相对运动技术减少了

参加弯纱的针数袁从而降低了弯纱

张力袁减少了纱线不匀或张力太大

等原因造成的破洞等织疵袁使织物

的外观尧手感以及尺寸稳定性等质

量指标提高遥
2.2.7 针床相反横移技术

传统的电脑横机都是一个针

床固定另一个针床受程序控制进

行横移遥 为了提高横移效率袁斯托

尔等公司研发出了两个针床向相

反方向横移技术遥 机身变小袁同时

由于采用特殊电机驱动针床横移

的结构袁使针床横移的动程和时间

减少袁针床横移控制和编织功能更

加方便快捷遥
2.2.8 嵌花技术

嵌花导纱器的数量进一步增

加袁嵌花花型更加丰富遥 如日本岛

精公司新近推出的机型袁配置可达

40 把嵌花导纱器曰而瑞士斯坦格公

司推出的机型袁 则采用了 32 个发

动机独立程控的导纱器遥

2.2.9 分布勾针牵拉装置

岛精公司研制的新型牵拉装

置袁在其前后针板上排列着勾布片

用的独特勾针袁可分别调整前后两

面的拉布张力遥 每个针板间有 38
mm渊1.5"冤的距离可以调节具体动

作的范围袁从而更加有效地控制拉

布张力袁因此能够制造出三维立体

的成形衣遥
2.3 信息化技术的使用

2.3.1 程序控制测纱与输纱系统

在电脑横机上编织衣片时袁编
织速度尧 纱线张力和车间湿度等的

变化和波动等会造成线圈长度不

一袁从而影响衣片的尺寸稳定性遥为
此袁 岛精公司开发了程序控制测纱

与输纱系统袁 它可按所需纱线长度

进行编程袁 对纱线消耗情况进行连

续监控袁 并会调整纱线的输送量和

张力袁 从而保证整体衣片质量的一

致性袁其公差在依1 mm以内遥这种优

质控制技术已成为成形和整体服装

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遥
斯托尔电脑横机则安装了线

圈均匀度数字控制系统袁以使线圈

长度保持一致袁达到提高布面质量

的目的遥
2.3.2 联网与在线监测

斯托尔和岛精公司的电脑横

机和花型准备系统都具有联网功

能袁能通过网络快速将花型传输给

电脑横机遥
斯托尔研发的生产监测软件袁

可以通过网络连接 50耀250 台电脑

横机袁实时监测每一台机器的运行

状态袁比如每天停过几次机尧撞过

几次针尧纱结有多少个尧中间工人

是否离开等等遥 然后把每台机器的

运行数据拷贝出来袁在普通计算机

的数据库中进行处理袁即可分门别

类地计算出各种停机因素所占的

比例袁从而更好地让管理者了解整

个车间的生产运行状态遥

2.3.3 虚拟针织技术

近年来袁小批量尧多品种尧变换

快的现代生产与流通方式有赖于

针织加工与信息化技术的集成遥 为

此袁国外正在研究虚拟针织加工技

术袁在计算机上运用所建立的预测

―反演模型袁 模仿针织车间的生

产遥 虚拟加工可以无成本地快速实

现加工工艺的选择及产品定位袁由
此缩短设计尧加工周期袁合理安排

生产进度和使用原料袁达到优化工

艺的目的袁而且可为生产管理者的

生产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袁为企业创

造经济效益遥
2.3.4 坯布自动检测与评价技术

国内外学者正在研究基于数

字图像处理技术的纬编针织坯布

疵点自动检测尧针织物组织结构的

自动识别尧针织物参数渊如密度尧线
圈长度等冤及均匀度自动检测的方

法和系统袁有些已经具备了试用的

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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