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桽 特约专稿

加快纺织器材产品创新暋满足行业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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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纺织机械向自动化、连续化、高速化和智能化发展的态势及集聚纺、喷气纺、涡流纺、高
端无梭织机等新材料、新工艺的引入对纺织器材提出的新要求,从生产设备、产品创新、管理水平

及产品适应性方面分析了我国纺织器材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对照《纺织工业“十二五暠发展规

划》提出了新型高端纺织器材产品开发应注意的事项和建议;呼吁纺织器材研发要走院校企联合

的道路,树立信心,抓住人才,管理部门要做好协调工作,在资金、政策和技术上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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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totheorientationofautomation,continuation,swiftandrobotizationwithtextile
machineriesaswellastheintroductionofthenew materialandnewprocesssuchascompact
spinning,air灢jetspinning,spinningofvotex,andprojectilespinning,thenewrequirementisput
forthontextileaccessories.Analysisisdonetotheactualityandtheproblemherewithregard灢
ingtheequipment,innovation,managementandtheadaptabilityofproducts.Somecautionsand
suggestionareputforthforthedevelopementofnewqualitytextileaccessorieswithinforma灢
tionthe12th灢Five灢yearplan.Anappealismadeforthecombinationoftheenterprise,academy
andresearchindevelopmentoftextileaccessories.Itisnecessarytokeepconfidenceandhold
thetalentwiththemanagementofcoordination.Enoughsupportisappreciatedincludingfund,

policiesand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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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主要从事纺织机械与纺织器材发展方面的研究。

暋暋 建国 60 多年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加入

WTO 以来,我国纺织工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从

2000年到2012年,我国纤维加工总量占全球的比

重由25%提高到约55%,出口贸易额由15%提高

到约36%[1],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纺织大国。回

顾这一瞩目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包括纺织机械和

纺织器材工业在内的全国纺织同仁的共同努力。纺

织机械器材行业要坚持创新,跟上纺织工业发展需

要,满足纺织工业不断增长和变化的要求。

1暋主机和新型纤维对纺织器材的新要求

1.1暋纺织机械向高速高精度发展

近年,随着中国纺织工业产业升级步伐加快,纺
织机械市场的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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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设备销售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2013年1—9月

棉纺环锭细纱机销售约650万锭,其中带集体落纱

的细纱长车高达340万锭,同比增长19.72%;集聚

纺销售约300万锭,同比增长50%[2];自动化、连续

化、高速化、智能化以及大容量纺机装备销量大幅增

长,集聚纺、喷气纺、涡流纺和进口高端无梭织机比

例不断增大,主机对器材在可靠性及使用寿命等方

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纺织器材对高端新型纺织

机械效能的发挥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1.2暋新型纤维和产业用纺织品异军突起

随着社会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装服

饰的要求除了舒适、保暖外,还要求健康、时尚。由

于天然纤维受制于土地资源而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

需求,这就促进了超细化学纤维、仿棉化学纤维及

竹、麻等新型纤维的开发应用,其加工量显著增长。
产业用纺织品的发展也促进了高性能化纤、差别化

功能性化纤加工量增加,如间位芳纶、高强高模聚乙

烯、芳砜纶、粘胶基碳纤维等已产业化。差别化功能

性化纤产品如超细纤维、抗静电纤维、导电纤维、易
染色纤维、智能化纤维等,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10%提高到现在的约35%,还有很多化纤新品种在

不断研发中。纺织新产品对纺织器材适纺性、适织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暋纺织器材现状及存在问题

伴随着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纺织器材行

业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产品品种覆盖了纺织机械

全流程,各类各品种产量跃居世界前列,部分产品接

近或达到国际水平[3]。然而,由于我国纺织器材企

业数量多、基础薄弱、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大部分

产品还都处于中、低档技术水平上。近年来,纺织辅

助装置、零配件及器材的进口在逐年增加,表明部分

国产器材仍满足不了纺织装备结构调整和纺织新产

品的发展要求,因此,器材行业要快马加鞭,加快产

品开发的步伐。总结发现,器材行业存在的主要问

题表现在几个方面。

2.1暋生产设备及工艺落后

我国纺织器材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实力较弱,大
多数企业还采用陈旧的设备与工艺进行生产,如:简
式结构的机床,繁琐的生产流程,产品档次普遍不

高,技术研发能力也相对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

在较大差距,大部分高端市场被进口产品垄断。

2.2暋产品创新能力不足

产品创新体制不健全,技术人员与科研人员很

少,研发投入不够且手段落后;知识更新和再培训力

度欠缺,产品开发多采取模仿;同种产品由多家企业

同时生产,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尤其是近年来纺织

工业特别是棉纺织行业受国内外棉花差价的困扰,
开工不足、效益低下,致使器材行业效益也因此大幅

减少。由于企业效益低,多数企业技改投入较少,影
响到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

2.3暋管理水平不高

企业管理水平是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之

一,大部分器材企业缺乏严格和科学的企业管理制

度和质量管理制度,使产品只是做得“像暠,而不能做

得好,器材企业中,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的企业为数不多,而器材产品具有品种多、批量

大、生产流程长的特点,从原料入厂到成品出厂一般

需要几十道工序,有些工序还要手工操作才能完成,
因此,管理水平不高造成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难

以保证。

2.4暋难以适应高速高产和纺新型纤维的要求

2012年纺织辅助装置、零配件、器材的进口用

汇6.88亿美元,占整个纺织机械进口的16.31%;

2013年前三季度为6.20亿美元,占同期纺织机械

进口的19.69%,较2012年同期增长16.41%[4];目
前,国内很多大型骨干纺织企业购置先进纺织装备、
开发纺织新产品时,所需配套器材不得不选择进口

产品,尽管其进口价格高于国内产品数倍,这表明国

产器材大多不能适应高速、高产设备和纺新型纤维

的要求。

3暋纺织器材行业发展建议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纺织工业“十二五暠发
展规划》,将发展新型纺织纤维材料、发展高端纺织

制造业和发展高性能产业用纺织品作为纺织工业今

后发展的重点领域。高端纺织制造之纺织机械关键

配套件,是重点发展高性能纤维专用的喷丝板、高速

卷绕头、高频加热牵伸辊、高精度纺丝计量泵、高速

锭子、高性能钢领、喷嘴、针织用针等。到2015年,
主要纺织机械产品30%以上要求达到同期国际先

进技术水平,其中纺纱机械、化纤机械等主要产品达

50%以上[5]。我们要抓住机遇,开发新型纺织器材

并努力提高传统器材产品的水平。

3.1暋树立信心做国际一流产品

我国器材产品整体水平不高,而开发具有国际

水平的高档器材产品,不仅要具备人才、研发能力、
研发环境和工艺水平等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有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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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支持。经过多年发展,国内器材行业也造就

了一些具有一定规模和研发能力的骨干企业,如金

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二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等,
从规模上已进入世界前列。另外,诸如重庆金猫纺

织器材有限公司、济南天齐特种皮带有限公司等,经
过数年来的大量投入,设备、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明

显提高,已具备与国际一流产品竞争的实力。这些

骨干企业为满足纺织行业需求,一直致力于开发高

档产品,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希望有条件的器材企

业坚定信心,不懈努力,持之以恒,不达目的不罢休,
为我国纺织器材产品发展再做贡献。

3.2暋寻求国际合作

有条件的企业应积极与国际知名企业技术合

作。我国是世界纺织机械的最大市场,已吸引了国

际知名纺织主机企业全部进入。有条件的器材企业

可通过合资、合作、技术转让、聘请国外专家等多种

方式引进先进技术,以提升产品创新能力和质量水

平。如位于河南省的光山白鲨针布有限公司,已与

西班牙弗莱克斯弗特合资成立光山布鲁哈针布有限

公司,引进西班牙弹性针布制造技术和设备,明显提

高了其毛纺、拉绒等弹性针布产品技术水平与质量。

3.3暋院校企联合攻关

建议器材企业联合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用户企

业共同攻关。一是自主研发,产品创新,二是通过对

国外产品的共同研究,从原材料、设计、制造、管理等

多方面找出差距和原因逐个攻关,并在用户企业反

复试验。在消化吸收国外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创新

达到并超过国外产品水平。2011年初,由中国纺织

机械器材工业协会牵头、重庆金猫等5家钢丝圈制

造企业与清华大学摩擦学国家实验室联合,成立了

纺织器材行业第一个产学研创新技术联盟,所进行

的高档钢丝圈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今后,中国

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还将继续做好此工作。

3.4暋提高纺织器材行业整体制造工艺水平

纺织器材产品整体水平不高,制造装备及工艺

相对落后是主要原因之一。加强器材企业的技术改

造,采用先进装备和工艺,由过去的主要依靠人工控

制产品质量和提高劳动效率,转移到主要依赖高精

度、自动化装备来保证产品质量和提高效率,才能快

速提高产品整体水平。针对很多器材企业资金所限

难以做到这一点,建议先改造升级对产品质量影响

较大的关键设备和工艺。

3.5暋以人为本留住人才

做好企业,人才是关键。由于器材企业普遍规

模小,人文、工作条件相对较差,所以选人应遵循“人
事匹配暠,坚持“做什么事用什么人暠的原则,培养人

才要从长远考虑,应建立健全从招募、培养、选拔、奖
励、评价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营造一个开放、鼓励

创新、公平竞争的氛围,通过企业内部培养和送院校

进修、培训等多种方式培养人才,靠事业留人、薪酬

留人、感情留人。

3.6暋产品升级需要各方支持

器材产品与国外的最大差距在于原材料(包括

钢材、原胶和辅料)。器材产品虽小,但种类很多,所
用金属等原材料的种类也很多,且对材质的要求极

高。由于数量少,国内相关原料产业对器材用原材

料的开发不够重视,造成原材料质量满足不了高档

器材产品的要求,大量的原材料仍然需要进口。
在国外,纺织器材制造企业如钢领、织针用设备

都是制造厂自主研发的,为了在技术上对中国器材

企业封锁,他们拒绝将设备输入中国,目前我国器材

企业主要靠自己力量研发制造装备。因此,在缺乏

人才、技术、设备的情况下,器材行业要想有大的突

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纺织行业已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受原

材料价格波动、用工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内销市

场低迷的影响,纺织业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而上

游企业限产压价,众多技术、管理、研发、营销优势不

足、资金匮乏的中小器材企业经营更加困难。这些

问题和困难都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和企业在资金、政
策、技术上给予大力支持。

4暋结语

中国纺织器材行业处在中国改革再出发的重要

调整时期,同样又充满了机遇,要努力争取各方面的

支持,充分发挥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开发新产品,做
国际一流产品,才能跟上我国纺织工业发展的步伐,
到2020年,全行业必将取得大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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