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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采用尖劈型弹性盖板针布不能适应高产梳棉机对细特纤维的梳理需求,介绍了细特化

学纤维和弹性盖板针布的选型,重点探讨了渐密型弹性盖板针布的梳理特点及其应用,指出:选

用渐密型弹性盖板针布梳理细特化学纤维,应根据纤维特性采用合理的工艺参数,从而达到降低

棉结、不嵌杂、高质高产的梳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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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言

随着在高产梳棉机上梳理非棉纤维及纤维细特

化的梳理要求变化,传统的尖劈形弹性盖板针布底

布弹性小、损伤大、使用寿命短、梳理效果差等问题

凸显;选用弯针弹性盖板针布虽具有针密大、植针形

式多的优势,但也存在易嵌杂、挂纤维、落棉多、梳理

负荷大的问题。在生产实践中选用渐密型弹性盖板

针布,配合渐进工艺、缓和的梳理力、适宜的盖板梳

针角度等措施,能够使盖板的清洁度提高,减少盖板

花多且分布不匀、长纤维多、盖板针隙挂花嵌杂等问

题,有利于提高化学纤维的梳理质量。

1暋化学纤维梳理用盖板针布选型

1.1暋化学纤维梳理及弹性盖板针布选型的特点

化学纤维的摩擦因数大、静电多且比棉纤维转

移困难。针对化学纤维粗而长的特点,梳理中长化

学纤维时选用的弹性盖板针布纵向针距应大、针密

也可增大;由于梳理化学纤维时的脉冲力大,纤维束

在强力的挤压下易沉到梳针针根部、充塞针隙间,因
而弹性盖板针布针密应减小,梳针应短而粗,以提高

梳针的抗弯性能,一般采用稀密型弹性盖板针布和

扁平形针身梳针;另外,化学纤维也需要足够的梳理

度,针密过小则达不到要求[1]。
梳理化学纤维的弹性盖板针布针密宜不大于

400针/(25.4 mm)2,梳针直径应大,总高应小,以
提高针布梳针的抗弯性能,减少充塞,一般采用直针

尖劈型梳针或弯针针布[2]。直针尖劈型弹性针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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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布弹性较小,针尖为尖劈型,针身钢丝截面为扁平

形。采用纵向稀密型斜纹结构植针,最大针密为

300针/(25.4 mm)2。

1.2暋化学纤维梳理技术的发展趋势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差别化纤维、功能纤维呈

细特化发展趋势,如0.89dtex、1.1dtex及更细的

纤维对梳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梳棉机也向高速高

产方向发展,产量由30kg/(台·h)提升到80kg/
(台·h),因此,梳理化学纤维时面临针布的针密加

大、梳理度提高、梳理力增大的新问题。

1.3暋尖劈型弹性盖板针布梳理化学纤维的问题

为了减少化学纤维嵌杂,提高其梳理度,一般选

用尖劈型弹性盖板针布,但应用尖劈型弹性盖板针

布梳理化学纤维时易出现如下问题:底布弹性小,梳
理化学纤维时的脉冲力大,梳针和底布损伤大、使用

寿命短、梳理效果差。尖劈型盖板针布使用36个月

后,出现底布撕裂、乱针、倒针、嵌杂的问题,见图1~
图3。同时,由于细特纤维的根数增加,需要增大

图1暋底布开裂

图2暋尖劈型梳针乱针后嵌杂

图3暋尖劈型弹性针布倒针挂纤维

针密来保证梳理效果,但是,由于尖劈型弹性盖板针

布针形和针身钢丝直径局限,针密最大为320针/
(25.4 mm)2,若再增大针密,面临制造技术的困

难;另外,梳针植角一般为75曘,如果再减小,面临梳

理力大、损伤大的问题,将对弹性盖板针布用底布强

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尖劈型弹性盖板针布与锡

林针布配套成为梳理质量提高的瓶颈。

2暋渐密型弹性盖板针布在化学纤维梳理中

的应用

2.1暋渐密型弹性盖板针布的梳理特点

渐密型盖板针布花纹型植针形式,采用多种密

度进行植针,有利于握持纤维和分梳;现为前后稀密

和横向密、纵向渐密的曲线形排列,每一根弹性盖板

针布的针距由大变小、针密逐渐增大,在梳理时每根

弹性盖板针布的入口处针距大,并逐渐减小,出口处

的针距达到最小,使盖板针布与锡林针布相互分梳

作用达到最佳状态,从而改进对纤维的梳理、除杂,
降低生条以及成纱棉结[3]。

2.2暋渐密型弹性盖板针布梳理化学纤维的优缺点

优点:能够提高梳理效果,特别是在加工细特纤

维时提高了梳理度。
缺点:弯针的植角为72曘~75曘,总高为7.5 mm~

8.0 mm,其控制能力强而释放能力弱,在梳理过程

中易出现挂纤维、嵌杂、梳理力过大造成的锡林绕

花、盖板花多且不匀等问题。加工高强度涤纶纤维

时,需要放大隔距,优化工艺,减少静电产生,满足梳

理强度的要求。

2.3暋渐密型弹性盖板针布梳理化学纤维的效果

2.3.1暋梳理细特粘胶纤维

在用R1.33dtex暳38 mm 细特粘胶纤维赛络

纺R14.8tex纱时,分别采用 MCZ32型和 MCH52
渐密型弹性盖板针布梳理粘胶纤维,其生产工艺参

数和成纱质量对比见表1。

暋暋从表1可见,选用 MCH52渐密型弹性盖板针

布进行梳理后,由于其控制纤维能力强,梳理效果

好,产品质量得到了提高。在具体生产实践中,要注

意对隔距适度放大,采用渐进分梳,提高梳理强度,
缓和减小梳理力,从而保证梳理效果。

2.3.2暋梳理涤纶纤维

在JWF1203型梳棉机上加工1.33dtex暳38
mm 涤纶纤维,定量为25 g/(5 m),出条速度为

180 m/min。在使用 MCZ24型弹性盖板针布过程

中出现了棉结多的问题,收紧隔距后则出现绕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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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表1暋采用2种弹性盖板针布的梳理工艺参数

和成纱质量对比

弹性盖板针布型号 MCZ32型 MCH52渐密型

回转盖板/根 84 84
锡林针布齿条型号 AC2030暳01740 AC2030暳01740
针密/
(齿·(25.4 mm)灢2)320 520

总高/mm 8.0 7.5
梳针植角/(曘) 76 74
刺辊转速/
(r·min灢1) 810 720

锡林转速/
(r·min灢1) 360 360

出条线速/
(m·min灢1) 160 160

盖板线速/
(mm·min灢1) 151 151

前上罩板—
锡林隔距/mm

0.63 0.63

前固定齿条盖板—
锡林隔距/mm

0.30,0.30 0.30,0.25

后固定齿条盖板—
锡林隔距/mm

0.40,0.40,0.40 0.50,0.45,0.40

锡林—回转盖板隔距
(进口曻出口)/mm

0.18,0.15,
0.15,0.18

0.20,0.18,0.18,
0.18

棉结/(粒·g灢1) 20 16
杂质/(粒·g灢1) 0 0
盖板花率/% 1.31 1.42
条干CV/% 11.8 11.0
细节/(个·km灢1) 1 0
粗节/(个·km灢1) 8 4
棉结/(个·km灢1) 24 19
管间CVb/% 2.7 2.6

问题;选用 MCH32渐密型盖板针布,梳理效果好,
但是出现了盖板花多且不匀的问题,见图4;进行工

艺参数优化后,上述问题得到了改善,见图5。梳理

工艺参数及成纱质量对比见表2。

图4暋优化前盖板花状态

暋暋分析表2数据,在纺涤纶纤维时,隔距要进行优

化,重点是后固定齿条盖板和主区入口的隔距,原有

的隔距设计偏紧,入口小,阻力大,影响纤维横向转

图5暋优化后盖板花状态

暋暋表2暋2种弹性盖板针布在不同梳理工艺参数

下的梳理效果对比

弹性盖板
针布型号 MCZ24 MCH32

优化后

MCH32
锡林针布
齿条型号

AC2525暳
01560

AC2030暳
01550

AC2030暳
01550

锡林转速/
(r·min灢1) 300 360 360

刺辊转速/
(r·min灢1) 720 860 860

前固定盖板—
锡林隔距/mm

0.25,0.25,
0.25,0.25

0.30,0.30,
0.25,0.25

0.36,0.32,
0.25,0.25

锡林—回转盖
板隔距/mm

0.23,0.20,
0.20,0.23

0.23,0.20,
0.20,0.23

0.30,0.28,
0.23,0.23

后固定盖板—
锡林隔距/mm

0.36,0.36,
0.30,0.30

0.36,0.36,
0.30,0.30

0.50,0.48,
0.36,0.36

棉结/(粒·g灢1) 14 8 3
杂质/(粒·g灢1) 2 2 2
出条线速/
(m·min灢1) 170 160 180

后上罩板高度/
mm

常规 常规 +4

回转盖板线速/
(mm·min灢1) 71 71 114

锡林电流负荷/A 5.6 9.3 6.4

锡林状态
收紧隔距
后绕锡林

绕锡林 无

盖板花质量/
(g·(10根)灢1) 7.5 24.0 9.0

运行状态 均匀
盖板花多,
且不匀

少且均匀

移,出现纤维集聚造成棉网转移困难、落棉不匀且多

的问题;采用渐进隔距后,纤维入口处的转移阻力减

少,实现了渐进分梳,预分梳区加强梳理效果为精细

分梳区提供了条件,配合罩板落棉控制措施,能够实

现正常落棉[5]。不进行工艺优化,会因隔距过小而

造成梳理力过大、静电集聚、绕锡林,影响分梳效果。

2.3.3暋优化 MCH型弹性盖板针布植角控制落棉

在FA203A型梳棉机上加工涤纶:1.1dtex暳
38 mm 占比70%,1.33dtex暳38 mm 占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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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落棉多、质量不好的问题。优化 MCH 型盖板

针布的植角后,落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见表3。

暋暋表3暋不同弹性盖板针布梳理涤纶的落棉控制

对比

弹性盖板针布型号 MCH42型 MCZ32型

锡林针布齿条型号 AC2525暳01560 AC2525暳01560
针密/
(齿·(25.4 mm)灢2) 420 320

盖板梳针植角/(曘) 76 75
针布总高/mm 7.5 8.0
棉结/(粒·g灢1) 5 8
杂质/(粒·g灢1) 0 0
刺辊转速/
(r·min灢1) 810 810

锡林转速/
(r·min灢1) 360 360

出条线速/
(m·min灢1) 160 140

盖板线速/
(mm·min灢1) 116 116

盖板花率/% 0.80 0.69

暋暋由表3可见,尖劈型盖板针布的植角为75曘,纤
维在锡林和盖板针布间容易转移,杂质和棉结易转

移出分梳区,且落棉较少、清洁效果好、不嵌杂,但是

梳理效果差。采用渐密型弹性盖板针布后,增大了

盖板的植角,减少了控制强度,增加了齿密,同时刺

辊转速适度增大,提高梳理度,为增加产量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取得了良好的梳理效果。

2.3.4暋梳理超细特莫代尔纤维

超细特纤维较棉纤维更细,截面内的纤维数量

增加,当加工莫代尔纤维0.89dtex暳38 mm 时采

用尖劈型弹性盖板针布,达不到质量要求;当采用

AC2030暳01740型锡林针布和 MCH52渐密型盖

板针布配套使用,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仅是盖板

落棉率达到1.88%而使成本增加;经过优化选用植

角为78曘的弹性盖板针布,使梳理隔距配合渐进隔

距,达到了改善梳理效果和稳定质量的目的,质量对

比见表4。

暋暋由表4中可见,用渐密型弹性盖板针布梳理超

细特莫代尔纤维,当弹性盖板抓取控制能力强、释放

能力弱时,易出现盖板花量大的问题。结合实际情

况,采取78曘大植角弹性盖板针布,其梳理强度通过

针密提高,转移通过角度来控制,用抓取和释放相结

合的控制措施,实现了质量的稳定[6]。

暋暋表4暋超细特莫代尔纤维在不同梳理工艺参数

下的质量对比

弹性盖板针布类型 优化前 MCH52 优化后 MCH52

锡林针布齿条型号 AC2525暳01560 AC2030暳01550
梳针植角/(曘) 76 78
针布总高/mm 8.0 7.5
锡林转速/
(r·min灢1) 360 360

刺辊转速/
(r·min灢1) 720 720

前固定齿条盖板/
mm

0.23,0.20,
0.20,0.23

0.30,0.23,
0.23,0.23

锡林—盖板隔距/
mm

0.25,0.20,
0.20,0.25

0.25,0.20,
0.20,0.20

后固定齿条盖板/
mm

0.36、0.36、
0.30、0.30

0.40、0.38、
0.30、0.30

棉结/(粒·g灢1) 15 13
杂质/(粒·g灢1) 1 0
出条线速/
(m·min灢1) 140 140

盖板花率/% 1.88 1.19

3暋结语

3.1暋针对纤维细特化的梳理需求,采用尖劈型盖板

针布配合高产梳棉机梳理化学纤维的效果不好。

3.2暋MCH 渐密型弹性盖板针布具有针密大、植针

形式多样的优势,但是使用过程中易出现盖板嵌杂、
挂纤维、落棉多、梳理负荷大的问题。

3.3暋实际生产应根据纤维特性,选取适当隔距从而

控制静电产生,配合渐进工艺、缓和梳理力、增大弹

性盖板针布梳针植角等措施,方可达到高质高产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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