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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针织天鹅绒面料是以

普通的涤纶 DTY 作为地组织原

料袁其透气性尧吸湿性以及穿着舒

适性较差袁不适宜用来制作直接与

皮肤接触的内衣或者紧身服装遥为

了改善传统针织天鹅绒面料的穿

着舒适性袁采用高仿棉纤维渊Porel冤
作为地组织原料袁研制开发了新一

代高科技含量的高仿棉天丝针织

天鹅绒面料遥
1 产品设计思路

高仿棉纤维属于改性聚酯短

纤维袁在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引入了

亲水性基团和柔性链段袁采用了毛

细管空腔结构袁使得纤维具有优异

的吸湿性尧导湿性和保温性袁因此

被誉为野超棉纤维冶遥 天丝渊Tencel冤
纤维是以针叶树为主的木质浆粕

为原料进行再生的新型纤维素纤

维袁 纤维横截面呈圆形或椭圆形袁
光泽优美袁手感柔软袁悬垂性好袁飘
逸性好遥

高仿棉天丝针织天鹅绒面料袁
是以高仿棉纯纺纱作为直接与皮

肤接触的地组织原料尧以天丝针织

纱作为面组织原料袁 通过织造尧剪

绒尧染色和定形整理而成的针织天

鹅绒面料遥 产品具有湿尧热平衡的

舒适性功能袁 柔软滑糯的手感袁光
泽靓丽的外观以及高贵飘逸的风

格袁可以持久地保持人体皮肤的舒

适感袁适宜制作高档时装尧内衣及

家居饰品遥
1.1 原料及其规格

为了充分发挥高仿棉纤维和

天丝纤维的优势功能袁综合考虑织

物的外观设计要求尧实现产业化的

可行性以及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袁
我们设计了 14.5 tex渊40S冤的高仿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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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产工艺流程图

纯纺纱和 19.5 tex渊30S冤的天丝针织

纱分别作为织物的地组织原料和

面组织原料遥
1.2 织物技术指标

克质量 160耀300 g/m2

幅宽 140耀200 cm
幅宽误差 依2豫
纤维含量

高仿棉 30豫
天丝 70豫
其中袁克质量和幅宽分别来源

于不同批次尧 不同规格的产品袁是
这一类产品的综合取值区间遥
1.3 生产工艺流程

生产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遥
2 原料的预处理

2.1 原因

高仿棉纯纺纱因弹性小而成

圈困难袁天丝针织纱则因强力偏低

而容易断头袁形成织造疵点遥 另外袁
天丝纤维属于纤维素纤维袁其稳定

性较差袁容易造成面料的规格尺寸

不稳定袁水洗尺寸变化率不符合技

术要求遥 因此袁必须对原料进行织

造前预处理来提高纱线的可织造

性能袁以保证产品顺利织造和毛坯

的质量稳定咱员暂遥
2.2 方法

2.2.1 包覆硅油蜡处理

采用包覆硅油蜡对高仿棉纯

纺纱进行预处理袁在纱线的表面均

匀裹覆了含有一定比例的抗静电

硅油石蜡袁 使毛羽贴附在纱线表

面袁以减少纱线表面的摩擦系数和

提高其条干均匀度遥经过预处理的

高仿棉纯纺纱表面光洁袁 条干均

匀袁减少了静电袁在织造过程中所

受张力均匀袁 从而能够减少断头袁
使得编织更顺利遥
2.2.2 高温蒸纱处理

采用了高温蒸纱来改善天丝

针织纱的稳定性和强力遥 高温蒸纱

的过程是对纱线进行高温定形的

过程袁经过高温汽蒸处理的纱线稳

定性得到较大的改善袁有效地解决

了面料规格尺寸不稳定等质量问

题袁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天丝纤维

之间的抱合力及其针织纱的强力袁
为织造工序的顺利生产打下较好

的基础遥
3 织造工艺

3.1 工艺的改进

经试验证明院高仿棉纤维具有

较高的热收缩率袁在 180 益时的干

热收缩率可达 10%左右袁其纯纺纱

在 130耀140 益的溶液中保温 45
min袁收缩率可达 10%耀13%遥 因此袁
在设计织造工艺参数时应充分考

虑后道染色工序对纤维收缩率的

影响袁以确保面料的克质量和纤维

含量符合产品设计要求遥
高仿棉天丝针织天鹅绒面料

是在单面纬编毛圈圆机上进行织

造的遥天鹅绒织物的主要组织结构

是由三维弯曲的线圈组成的袁所以

要求地组织原料具有一定的弹性

和较高的强力袁常规天鹅绒织物一

般采用具备这种条件的涤纶 DTY
作为地组织原料袁适应了这种常规

产品生产的织机设备和编织工艺袁
在生产高仿棉天丝针织天鹅绒面

料时表现出了严重的不适应袁主要

表现为院以高仿棉纯纺纱为原料的

地纱线圈对面纱线圈的握持力不

够袁造成布面翻丝袁因而毛坯布面

的毛圈零乱而高低不匀袁后道剪绒

困难袁形成漏剪疵点袁影响布面外

观质量曰因天丝针织纱的强力小于

在织造过程中所承受的张力袁出现

断头增多袁造成断纱疵点袁同时也

加大了操作工的劳动强度遥 因此袁
必须围绕解决布面翻丝和断头断

纱问题袁针对原料的性能特点研究

织造工艺袁确保织造工序的顺利生

产和毛坯质量的稳定遥
通过反复研究和试验袁我们设

计了适应高仿棉和天丝等原料生

产的改进工艺院
a. 通过调整地纱的线速度来

控制地纱喂入量袁从而控制织物的

克质量和纤维含量曰
b. 通过改变地纱成圈过程的

线圈轨迹袁适当加大纱线成圈的弧

度和成圈后脱圈时的握持力袁有效

地控制了形成线圈的过程变化和

对面纱线圈的锁紧作用袁解决了布

面翻丝问题咱圆暂曰
c. 设计了全新的编织工艺袁

适当加大了压针工艺位置袁相应地

调整了编织机件的工艺参数袁解决

了地组织线圈与面组织线圈在编

织过程中结合困难的技术难点袁使
得新原料能够在传统的纬编针织

圆机上顺利织造遥
3.2 设备的技术改造

为了解决断纱疵点袁我们对织

机的喂入部件进行改造袁变被动输

纱为主动输纱袁以降低纱线在喂入

14.5 tex 高仿棉纤维纯纺纱

19.5 tex天丝针织纱 包覆硅油蜡预处理

高温定形蒸纱

拉幅定形 光坯检验

原料

染色 脱水 烘干 精剪缝合初剪焙烘

剖幅织造 毛坯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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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张力袁从而可以减少输纱

过程中的断头遥 同时袁在保证正常

车速的基础上袁调节断头自停装置

的灵敏度袁避免了编织系统发生的

断头袁既方便操作工接头袁又避免

了布面断纱疵点遥 在此基础上袁合
理设计纱线喂入张力极为重要袁喂
纱张力的设计原则是在保证顺利

编织和布面质量的前提下尽量降

低张力值袁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降

低织造断头率和保护织针袁有利于

面纱与地纱的交互配合袁提高坯布

质量遥
4 染整工艺

高仿棉天丝针织天鹅绒面料

的纤维成分中含有天丝纤维和改性

聚酯纤维遥 天丝纤维可以采用活性

染料和常温工艺进行染色袁 聚酯纤

维则采用分散染料和高温工艺进行

染色袁 两组纤维的染色原理完全不

同遥因此袁本文的染色关键技术是选

用合适的染化料和设计合理的工

艺袁 以实现两组纤维的染色工艺的

有机结合袁 保证产品的染色质量和

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求遥
4.1 工艺路线设计

为了简化工艺流程袁便于操作袁
降低成本袁减少污染物排放袁我们采

用一浴两步法染色工艺路线遥 第一

步采用分散染料对高仿棉纤维进行

染色袁 第二步采用活性染料对天丝

纤维进行染色遥染色工艺路线如下院
高仿棉纤维染色寅还原清洗寅天丝

纤维染色寅水洗尧脱水寅出缸遥
4.2 染化料的选用

由于高仿棉纤维分子结构中

加入了亲水性基团和柔性链段袁且
形成了特殊的椭圆形中空截面袁所
以其染色原理不同于普通的聚酯

纤维遥 高仿棉纤维在强碱渊pH 值跃
8冤环境中其亲水性将会被损伤袁在
高温渊跃160 益冤状态下其中空结构

将被破坏遥 因此袁为了不破坏纤维

的吸湿尧导湿和保暖功能袁在染色

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强碱和高温遥
经过反复试验和优选袁 我们选用

染色温度不超过 130 益的中温分

散染料对高仿棉纤维进行染色袁选
用碱性较温和的代用碱进行染色

后的还原清洗袁选用高反应性活性

染料对天丝纤维进行染色遥 从而既

保证了织物的功能效果和染色质

量袁又减少了含有强碱的染色污水

排放袁同时又降低了染色过程中的

蒸汽能源消耗袁有利于节能减排和

环境保护遥
4.3 染色关键技术

4.3.1 样品对色

由于高仿棉纤维染色的特殊

性袁其样品对色尤显重要遥 因此小

样对色至少应该做 3 组以上袁并且

要充分还原清洗后对色袁确保色差

能够控制在技术要求范围内遥
4.3.2 还原清洗

高仿棉纤维染色后必须充分

还原清洗袁以洗净纤维空腔中的浮

色袁确保产品的染色牢度符合技术

规范要求遥 还原清洗溶液的 pH 值

应小于 8遥
4.3.3 柔软处理

染色的全过程中严禁使用拒

水性助剂袁以避免破坏产品的亲水

性能遥本产品采用了柔软滑糯的天

丝纤维与高仿棉纤维交织袁不需加

入任何柔软剂遥若面料中因含有棉

纤维而需要柔软处理袁建议使用交

链型涤棉亲水整理剂进行柔软处

理袁 既能提高面料的亲水性能袁又
能赋予面料柔软的手感遥
4.3.4 染前缝合

为了避免织物在染色过程中因

承受反复拉伸和摩擦而造成布面翻

丝袁染色前一定要进行反面缝合咱猿暂遥
4.4 整理工艺

4.4.1 牵拉

由于织物中含有较大比例的

纤维素纤维渊天丝纤维含量 70%冤袁
会对织物水洗尺寸的稳定性有一

定的影响遥 因此袁在染整各个工序

的生产过程中都必须尽量避免过

大的牵拉张力袁在定形整理时采取

负张力定形袁以保证织物的水洗尺

寸变化率符合技术要求遥
4.4.2 定形

为了避免因高温定形而破坏

面料的湿热平衡功能袁我们选用了

低温尧慢速的定形工艺袁定形温度

不超过 140 益袁 车速不超过 18 m/
min袁 从而既保证了产品湿热平衡

的功能效果袁又避免了因高温定形

而造成的面料手感僵硬等外观质

量问题遥
5 结束语

高仿棉天丝针织天鹅绒生产

工艺的研究是针对纺织新型纤维

在针织天鹅绒产品中推广应用的

探索和尝试遥 该产品的成功研发袁
有效地改善了针织天鹅绒产品的

穿着舒适性能袁同时提升了产品的

外观质量和技术含量袁满足了高档

时装对针织面料的风格要求遥
产品研发过程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技术标准和试验方法的缺

失袁尤其是面料的湿热平衡功能指

标不明确袁只能间接采用纱线的相

关技术指标进行评价袁从而影响产

品的规模化生产和国际市场的开

发遥 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和解决袁以实现该针织天鹅绒面料

的产业化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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