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第 7 期
针织技术

针织内衣面料的开发是通过

原料选择尧 织物结构编织和染整

处理等综合加工实现的遥 近些年

来袁 各种新型的纺织原料层出不

穷袁性能各异遥 例如天然短纤纱柔

软舒适袁但质地不挺括曰而涤纶纤

维硬挺且有利于拉绒袁 但吸湿性

差尧贴身穿着不舒服遥 双面异原料

针织内衣面料就是要充分吸取各

种原料的优点袁避其缺点袁以合理

的组织结构开发出服用性能优良

的针织内衣遥
涤盖棉针织外衣是过去比较

流行的双面异原料针织物遥随着纺

织业的发展袁越来越多的纺织原料

可供选择袁企业拥有的针织机比过

去先进袁加工配套更完善袁针织产

品服用领域更广泛袁为这类产品的

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发展空间遥

1 原料选择

双面异原料针织内衣面料的

里层原料和外层原料不同遥
不同的双面纱线效果可由纱

线原料成分的差异或纺纱方法的

不同来实现遥
1.1 贴身层原料

里层为贴身层袁主要考虑贴身

穿着舒适的服用性能原料袁在各种

天然纤维中袁棉一直是针织内衣贴

身层最常用的原料袁 近些年来袁纤
维素纤维有了很大的发展袁 因此袁
现在纤维素纤维及其和棉的混纺

纱为针织内衣贴身层提供了广泛

的选择遥 常用的纤维素纤维袁例如

木代尔纤维由于其纤维素纤维性

能的改进在针织内衣上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曰竹桨纤维在纤维素纤维

中兼有一些抗菌性能曰里奥赛纤维

不仅性能优良而且还具有环保性遥
新型纤维素纤维中袁上述 3 种纤维

是常用的新型纤维袁而黏胶纤维因

成本较低袁往往可以一定比例混纺

入纱线中遥
另外袁经常有一些新的原料可

供贴身层应用袁我们要密切关注新

原料动态遥 例如在上海袁上海纺织

控股公司开发的里奥竹纱线袁是一

种采用里奥赛环保方式生产的袁以
竹桨为原料的纤维素纤维袁同时具

有里奥赛纤维的优良服用性能尧环
保性能和竹桨纤维的服用性能袁是
贴身穿着的新的上佳原料遥 又如澳

大利亚的美利奴羊毛纱袁由于其单

纤线密度比一般羊毛的小袁服用性

能好袁且避免了羊毛贴身穿着的刺

痒感袁是一种高档的贴身穿着的新

原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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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外层原料

由于外层的原料不与皮肤直

接接触袁选择的范围更大些袁许多

化纤都可应用袁尤其是可以利用化

纤混纺纱提供的性能遥 保暖内衣所

需的某些性能要靠化纤来实现袁例
如袁 细旦腈纶+纤维素纤维混纺纱

具有吸湿保暖效果遥 有的化纤性能

优良但贴身穿着不舒适袁则可配置

在双面异原料针织内衣面料的外

层遥 一些功能性纱线往往是化纤袁
这是由于功能性物质熔融在化纤

载体中袁采用这种纱线时也配置在

双面异原料针织内衣面料的外层遥
若需发挥贴身功效的话袁可选用纤

维素纤维为载体的功能性纱线遥
在发达国家袁化纤的改性和发

展很多袁应用也越来越普遍遥 因此袁
改性的化纤尧功能性化纤以及化纤

混纺纱都值得关注遥 在这方面袁国
家十二五规划启动了野超仿棉合成

纤维及其纺织品冶开发项目袁上海

纺织控股公司开发了改性涤纶的

派丝特纤维产品袁该产品具有手感

柔软和常温染色的特点遥 目前袁改
性的化纤与天然纤维混纺的纱线

分布在双面异原料针织内衣面料

的外层袁 具有良好的穿着效果袁今
后改性的化纤将同时具有贴身穿

着的舒适性袁也可以用于这类织物

的内层遥
2 组织结构

2援员 集圈组织

2援员援员 两面平针袁集圈相连的组织

结构

这是一个 源 路循环组织袁其中

第 员 云 和 猿 云 喂入面纱袁圆 云 和 源 云
喂入里纱遥 上下针间隔呈罗纹配

置遥 三角排列图如图 员 所示遥
针盘编织的一面为贴身面曰针

筒编织的一面为外表面遥该织物的

特点是外层和里层结合紧密袁该组

织可织较薄的双面织物遥

2援员援圆 一面成圈与浮线交替编织袁
一面全成圈袁集圈相连

这是一个 远 路循环组织袁上下

针间隔呈棉毛配置遥 第 员 云尧圆 云尧源
云尧缘 云 喂入里纱曰猿 云尧远 云 喂入面

纱遥 织物一面采用成圈与浮线交替

编织袁另一面全部成圈编织遥 三角

排列图如图 2 所示遥

该织物比两面平针袁集圈相连

的组织结构更蓬松和柔软袁可用于

保暖类织物袁但由于其中浮线的作

用袁使织物延伸性受一定影响遥
2援员援猿 两面平针袁中间连接线分别

在两面集圈的组织

这是一个 6 路循环组织袁上下

针间隔呈棉毛配置遥 第 员 云尧源 云 喂

入面纱曰第 圆 云尧缘 云 喂入里纱曰第 猿
云尧远 云 喂入中间衬线 渊中间衬线为

化纤变形长丝冤遥三角排列见如图 3
所示遥

该织物的特点是表面平整袁质
地蓬松和柔软袁 可用于保暖类织

物袁但其中的化纤变形长丝衬线易

露底袁需防止钩丝遥
2援圆 添纱组织

这是一个单面平针结构袁面纱

和里纱同时喂入每一路袁依靠喂纱

角和张力使面纱织在织物正面袁里
纱织在织物反面遥

该织物面纱和里纱紧密结合袁
可编织出较薄的织物效果袁用于导

湿类织物遥
在针织企业中袁可变换三角的

大圆机以及小提花大圆机已较普

及遥 该类组织可以有许多变化组

织袁以适应不同的需要和改进遥
2援猿 变化组织

减少一些正反两面的连接点袁
可使织物更为蓬松遥 可从每横列正

面线圈和反面线圈都连接的结构袁
减少为每两横列袁甚至更多横列一

连接的结构遥也可通过小提花机把

一横列内的连接点分散一些遥
增加一针隔一针成圈袁中间形

成浮线的组织袁 适当减少平针组

织袁可使织物更为蓬松和厚实遥
在正反两面之间衬线袁会使织

物更为蓬松遥 衬线的连接有多种变

化袁集圈连接不易外露袁但衬纱稳定

性差曰成圈连接衬纱易固定袁但衬纱

连接线圈外露表面曰 连接点少织物

蓬松袁但衬纱稳定性差曰连接点多袁
衬纱固定好袁但手感柔软度差遥

正反两面采用集圈连接袁使织

物两面结合紧密袁集圈连接点的多

少袁可对织物两面结合紧密程度起

作用遥
一般来说袁保暖内衣和秋冬内

衣面料要求正反两面连接蓬松袁使
手感柔软曰栽 恤衫要求正反两面连

接紧密袁使织物挺括曰导湿快干面

料要求正反两面连接紧密袁以利于

导湿遥
通过小提花作正反两面的连

接时袁还可结合形成提花的花色效

图 圆 集圈组织二三角排列图

针

盘

B - - - 遗 遗 -
A 遗 遗 - - - -

路数/F 1 2 3 4 5 6
针

筒

A - - 夷 - 夷
B - 夷 - - 夷

夷援成圈三角曰 援集圈三角曰要援浮线三角遥

针盘
B - 遗 - 遗
A - 遗 - 遗

路数/F 1 2 3 4
针筒

A 夷 夷 -
B 夷 - 夷

夷援成圈三角曰 援集圈三角曰要援浮线三角遥
图 员 集圈组织一三角排列图

图 猿 集圈组织三三角排列图

针

盘

B - 遗 - - 遗 -
A - 遗 - 遗

路数/F 1 2 3 4 5 6
针

筒

A 夷 - 夷 -
B 夷 - - 夷 - -

夷援成圈三角曰 援集圈三角曰要援浮线三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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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遥 这种提花不必采用色纱袁可形

成由织物正反两面不同纱线的不

同外观的提花效应或素色提花效

应遥小提花还可选用结合集圈的三

功位提花袁使花色效应更为丰富遥
3 编织工艺

正反两面的连接点包括一面

纱线到另一面集圈袁或一面纱线到

另一面成圈遥
3.1 采用集圈连接正反面

采用集圈作正反两面的连接

时袁集圈的织针在下一横列成圈时

会把上一横列喂入的集圈纱线抽

拉到下一横列的线圈上袁集圈线段

被拉长袁这部分纱线只能来自与集

圈线段两旁相邻的线圈袁而这两相

邻线圈是在另一面遥因此通过小提

花在一面某些点作两面连接的集

圈时袁 就在另一面形成凹孔效应遥
在整个横列一隔一作两面连接的

集圈的编织方法中袁这一横列的线

圈在对面下一横列的编织时全被

抽紧袁 这根纱线承受的张力较大袁
由于现在广泛使用纤维素纤维及

其混纺纱袁因此需要注意有足够的

线圈长度输线量遥
3.2 采用成圈连接正反面

采用成圈作正反两面的连接

时袁一面的纱线在连接点到另一面

成圈遥 与上述集圈方法相比袁其纱

线不会在以后再抽紧袁是一种需要

较为松式连接时的选择遥但在双面

异原料面料中袁两面的纱线是不同

原料袁连接线圈会在另一面以不同

的外观显现出来遥 因此袁最好以小

提花的形式散点连接袁并将显现出

来的线圈形成一定的提花花型遥
当需要花色效应点缀时袁可通

过小提花以织物正面的纱线到反

面集圈连接袁能使凹凸花型显现遥
当需要织物表面的连接点保

持平整时袁宜以成圈连接袁在通过

小提花以织物反面的纱线到正面

少数连接点连接时袁由于条带输线

率恒定袁 连接处增加连接线圈袁纱
线抽紧相邻的反面线圈而易在织

物反面形成凹点而布面不平整遥 为

此需适当加大连接线圈的弯纱深

度袁以便编织时连接线圈拉到较多

的纱线袁然后回吐给抽紧的相邻反

面线圈袁 使反面线圈大小更均匀袁
避免布面凹点遥
3.3 采用中间线连接正反面

采用正反两面的中间连接线

时袁由于连接线在织物中基本上呈

直线袁 会影响针织物的横向延伸

性袁因此袁该纱线要有较好的弹性

以适合织物所需的横向伸缩袁一般

采用涤纶变形长丝遥 这种正反两面

的连接更为蓬松袁但若中间连接线

相对较粗袁则易露底尧钩丝遥
织物正面或反面采用一针隔

一针成圈袁 中间形成浮线的组织

时袁织物与平针结构相比袁较厚实

和蓬松袁 织物克质量会有所增加遥
也可以通过该结构和平针结构的

选用袁调节织物中正面和反面两种

原料的比例遥 另外由于浮线的存

在袁织物延伸性受一定的约束遥
还可通过控制编织工艺参数

使织物正尧反两面形成所需的不同

效应袁 例如织物外层织得紧密些袁
可使布面光洁袁织物里层未充满系

数大些有利于手感柔软遥
源 产品开发

双面异原料针织物主要是秋

冬针织内衣袁而春夏季穿着适用于

导湿 栽恤遥
4.1 秋冬季内衣

在秋冬针织内衣中有常规的

秋冬针织内衣和保暖率较高的保

暖内衣遥
保暖内衣需要兼顾保暖尧舒

适尧薄型 3 要素袁往往采用双面异

原料的织物结构袁织物内层主要用

于贴身的舒适性袁织物外层主要用

于总体的保暖性遥 其中袁采用夹层

衬线的尧或结合起绒的尧或利用氨

纶起皱的双面异原料织物比较厚

实袁而较薄型的保暖内衣则需采用

部分功能性原料遥
常规的秋冬针织内衣主要讲

究服用舒适性袁而不一味追求保暖

性袁采用双面异原料结构可确保贴

身层的穿着舒适性遥内层可为棉和

各种纤维素纤维及其混纺纱袁外层

适当采用化纤可适应花色编织时

的强力要求以及轻起绒的要求遥
由于秋冬针织内衣比较蓬松袁

且纤维素纤维广泛应用袁需要注重

抗起毛起球性遥 防起毛起球要从原

料做起袁一些新型的纺纱法袁例如

赛络纺尧涡流纺等具有一定的改进

抗起毛起球的作用遥若抗起毛起球

要求较高则要适当减少纤维素纤

维在混纺纱中的混纺比遥
4.2 春夏季 T 恤

导湿 栽 恤中的双面异原料结

构织物袁其里层采用表面有沟槽的

导湿涤纶或丙纶袁外表层采用纤维

素纤维或纤维素纤维与棉混纺纱遥
双面结构的春夏季针织衫正

反两面需紧密连接袁 具有一定的硬

挺度曰宜采用较细的纱支袁适当提高

织物的未充满系数袁来增加透气性遥
4.3 注意事项

双面异原料针织内衣产品开

发中需考虑不同原料染色时的上

色率差异的影响袁以及织物两面松

散连接时缩水率差异的影响遥
缘 结束语

双面异原料针织内衣面料新

型纺织原料的开发袁花色功能针织

机的广泛应用和消费者对针织内

衣各种服用性能的追求得到发展遥
双面异原料针织内衣面料的发展

将为不断提高针织内衣面料质量

作出贡献遥
收稿日期 圆园员员年 员1月 2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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