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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使国产纺织器材跟上纺纱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步伐,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分

析纺织器材传统设计和使用管理上的错误理念和做法,探讨设备维修保养和器材使用相关制度

的缺失,从纺织新技术的发展对纺织器材的要求及国产器材的创新亮点等方面进行论述.指出:
高端纺织器材应在设计、研发、制造、服务上开拓创新,结合用户的新要求做好精细化管理,企业

将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关 键 词:纺织器材;精品;创新;思路;现代化管理;钢领;钢丝圈;针布;摇架;锭子;胶辊

中图分类号:TS１０３．８２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Ｇ９６３４(２０１７)S１Ｇ００４１Ｇ０４

NewIdeasofTextileAccessoriesInnovationandManagement

MIAODingshu
(SuzhouTextileEngineeringSociety,Suzhou２１５００４,China)

Abstract:Tocatertherapiddevelopmentofnewspinningtechnology,andtonarrowthegap
withforeignadvancedtechnology,analysisisdonetotheerrorsinconceptsindesignandappliＧ
cationmanagementoftextileaccessories．Probingisdoneintothedeficiencyofsomeregulations
onequipmentmaintenanceandaccessoriesapplication．Descriptionisdoneonthedevelopment
ofnewtextiletechnologyontextileaccessoriesandthehighlightoftheinnovationofthedoＧ
mesticaccessories．ItispointedoutthatsomethingmustbedoneinwayofenterprisingandinＧ
novationforthehighendtextileaccessoriesincludingdesign,development,manufacturingand
service．Delicacymanagementshouldbeinconformitywithcustomers’newrequirement．Only
bydoingso,canenterprisesoftextileaccessoriesgainmaximumeconomyprofit．
KeyWords:textileaccessories;selectedproduct;innovation;idea;modern management;ring;

traveler;clothing;cradle;spindle;cot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Ｇ０２Ｇ０６
作者简介:缪定蜀(１９４８—),男,南京人,高级工程师,主

要从事纺纱工艺、设备、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研究.

０　引言

近年来,智能纺织生产线减人操作,无人值守操

作成为纺织企业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智能纺织生产

线,是由千万零部件与纺织器材集成的装备,顺利生

产的首要条件是整个系统稳定、可靠、故障率极小.
纺织器材性能滞后问题影响纺织生产高速、高效和

优质,以至影响设备故障率、可靠性和稳定性.之前

出口到巴基斯坦的细纱机上国产器材更换成欧洲产

器材后,就可以实现高速生产.究其原因,在于未能

把现代工业化新理念贯穿至纺织器材制造的每一个

环节中.可见,打造真正世界级精品尚需时日.

１　破除纺织器材管理错误理念和误区

１．１　盲目降低成本

近几年,纺纱成本因为原棉价格居高不下,不少

企业想从器材中降低成本,一方面尽量压低器材采

购价格,另一方面违背保养周期,随意延长使用寿

命,结果造成产品质量波动,以至引起后道投诉,得
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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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成本核算不正确

用量较大的国产钢丝圈每盒最贵为二三百元,
瑞士布雷克公司每盒则高达七八百元;人们详细算

了一笔账:一盒布雷克公司制造的钢丝圈(１万只

装)能够生产５６t纱,仅占纺纱成本的０．０５％,而国

产钢丝圈价格还不到其价格的一半,以此认为可对

上述０．０５％的成本忽略不计.

１．３　设备与器材配置的差距造成低效能

一些纺织器材制造厂为了适应纺纱厂低成本要

求,选用替代材料制造纺织器材,缩短生产流程,改
变设计,使其产品粗制滥造;而部分纺纱厂甚至用其

取代进口主机上的器材,造成生产效率大打折扣.
国产新型纺纱设备的性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
其配置廉价器材后,设备效能将比原设计降低很多,
这种一流设备配二流器材的做法极不可取.

２　未建立纺织器材使用和设备维修保养管

理制度

２．１　随意简化管理

常理讲,在配套系列化的纺纱设备上,对纤维抓

取、开松、梳理、牵伸、加捻和卷绕等功能,都需要专

用器材来实现.但一些企业不从生产实际出发,随
意简化、弱化管理环节,为了减少用工取消正常维

修,或者随意延长维修周期,缺少制定科学有效的器

材使用、保养和更换的管理制度,影响产品质量则是

必然结果.

２．２　纺织器材管理敷衍应付

为降低成本,延长器材使用周期,使用大厂淘汰

的器材,管理制度形同虚设,应付相关认证机构检

查,生产中不按制度去做.

２．３　关键器材不过关或选择不当

纺织器材质量好坏决定整机质量的好坏.器材

配置仅按与客户协议价格定,价格高,配置好;价格

低,配置差.器材产品使用说明中未向用户讲清楚

规范更换的标准,当用户自行换上的器材技术性能

与原装不匹配或质量差时,设备功能则大打折扣.
当然,器材不是选贵的就是最好的,应根据品种

及客户要求定.如高产梳棉机、精梳机用的金属针

布型号、规格有多种,现在细化到按含杂比例,按手

采棉、机采棉和按产品用途选择金属针布用齿条型

号等.当纺织器材优选、优化配套后,才能达到最佳

效果,万能器材和万能工艺是不存在的.

２．４　纺织器材不适应纺纱新技术的要求

影响细纱机高速的是钢丝圈及钢领.没有与其

科学配套的钢领、钢丝圈,高速细纱机难以发挥最佳

效能.用适用线速度为３６m/s的钢丝圈纺线速度

为４０m/s以上的纱线则难免飞圈、断头,而用于赛

络纺、集聚纺和包芯纱等特殊要求的品种更是难题,
因此,为满足高速优质则应选用适应高速耐磨的钢

领、钢丝圈.为图便宜选用低档钢丝圈直接影响断

头、张力稳定、毛羽、棉结等指标,还增加了值车工劳

动强度,加大钢丝圈和钢领损耗.如纺棉用６９０３型

钢丝圈,其使用周期仅为５d~７d,千锭时断头约为

２０根,而改用金猫蓝宝石钢丝圈则可以使用１２d~
１５d,千锭时断头为(１０~１５)根[１].同样,光杆锭子

不适应高速运行,１７kr/min锭速成为难以逾越的

红线,而德国诺威佩勒公司(NOVIBRA)制造的铝

套管锭子达到２０kr/min以上,高速锭子的维修、加
油、锭盘直径、纱管长度及钢领直径的配套都应合理

调整,否则也纺不出优质纱.

２．５　上车工艺技术不到位

纺织器材再好,必须有上车工艺做保证才能真

正体现.梳棉机针布做到紧隔距,除了针布尺寸精

度达到要求,还有金属针布、铁胎圆柱度应满足工艺

要求;成纱毛羽少,导纱钩、锭子、钢领三轴线必须同

轴;铝套管锭子杆盘结合件采用了先进的“三同心”
间套式压配结构设计,才能高速平稳;采用压力棒,
必须处理好后区牵伸、隔距块、罗拉隔距之间工艺关

系才能使牵伸力稳定.

３　纺织器材要适应纺织新技术发展的要求

３．１　纺织器材要适应实物质量要求

纺纱技术正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过去的纺纱

品种以棉为主,以条干CV 值指标为主,当今更强调

影响布面效果的毛羽、棉结、棉球等指标;从后道用

途上,不是传统意义机织、针织纱,而是满足高速、高
品质纱在机织、针织设备上高效生产的需求,任何器

材的一致性差、稳定性差,纺出纱线差异就大,布面

质量差异就大.

３．２　纺织器材要适应自动化、智能化纺纱设备新要求

随着纺织设备加快转型升级,传统环锭纺纱短

车向智能化、自动化、网络化、带自动落纱长车方向

发展,向细络联、粗细络联、智能化生产流水线方向

发展;在环锭纺纱技术基础上发展的赛络纺、集聚

纺、全聚纺、扭妥纺、嵌入纺、包覆纺等纺纱技术,更
加强调纺纱器材满足高可靠性、高效率、高速度、高
产和优质的技术要求,也对摇架三中心线平行度与

牵伸稳定性、胶辊胶圈耐磨性、可纺性、钢领钢丝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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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性、断头率、长寿命等纺纱器材提出新挑战.

３．３　纺织器材应适应高科技、多用途纤维发展需求

纺织器材研发始终跟随着我国航空、航天、医
药、环保等飞速发展,大量高性能、多元化、生态化、
功能化、差别化、高仿真等纤维材料得到广泛运用,
尤其高模量、高强度、高拉伸模量、高摩擦因数的纤

维在尖端领域贡献率越来越大.这些特殊纤维与器

材接触压力增大,使其表面磨损加快,胶辊、胶圈起

槽、龟裂,钢丝圈高速运转损伤钢领跑道,是对纺织

器材耐磨与散热性的严峻考验.更注重时尚、舒适、
用途广泛的织物纤维是市场向价值高产品发展的趋

势;信息化、高速化、高自动化、电脑数控的现代化车

间、无人车间技术呼唤高品质、长寿命及多用途的纺

织器材,以尽快满足发展的需求.

４　纺织器材的国际先进技术水平

西门子安贝格工厂２０年前达到９９．９７５％的产

品合格率,现在高达９９．９９９％的产品合格率,为西门

子产品在全世界创造了良好口碑,做到了高端、精
细、完美.西门子出厂的每个零部件都有条形码,全
流程信息跟踪管理,从产品设计、原料入库、产品完

成、售后服务到维修,所有信息均在掌控之中,并重

视用户意见,以不断对生产线进行重组、优化.

５　国产纺纱器材科技创新的亮点

５．１　产、用结合是纺织器材的创新动力

为了实现优质高产、低耗高效,河南永安纺织与

同和纺机共同探索纺纱技术难题,应用高精度无机

械波罗拉、三轴线平行度极佳的板簧摇架、金猫蓝宝

石钢 丝 圈、高 速 节 能 锭 子 等,最 新 研 发 制 造 的

TH５９８J型自动落纱集聚环锭细纱机,纺J９．７tex
紧密纱做到大面积锭速开到２０kr/min,各项纱线

指标获得永安纺织的认可,事实证明国产纺织器材

精品完全能实现细纱机高速.

５．２　金轮针布、金猫钢领钢丝圈的技术突破

近几年,“金轮”“金猫”成为器材行业创新明星,
产品含“金”量越来越高.“金猫”最新推出的高耐磨

精密钢领 GHJ和高速耐磨钢丝圈 RFc等高端产

品,经多次严格强力耐磨试验和高端客户的使用而

获得美名.技术突破是采用高性能耐磨材质、表面

采用特殊化学处理,使钢领具有很好的自润滑特性,
表面粗糙度Ra值不大于０．０３μm,达到进口同类产

品的表面粗糙度标准[２Ｇ３].制造钢丝圈采用进口知

名品牌钢丝,经复合表面处理并由多元金属化合物

组成,其硬度不小于６２０HV０．２,表面粗糙度Ra值

不大于０．０２μm;高耐磨精密钢领 GHJ与高耐磨高

速钢丝圈RFc配套使用真正实现无走熟期,开车即

可达到锭子转速不低于１８kr/min,纺纱断头、有害

毛羽减少了２０％~３０％,钢丝圈使用寿命达到１５d~
２０d,尤其适于集聚纺、赛络纺、包芯纱、色纺等高速、
高效的纺纱要求,使用寿命达到或接近国外同类知名

品牌水平[４].
“金轮”推出的双齿型锡林金属针布用齿条、

MCBH 型 高 效 盖 板 针 布,后 者 吸 收 MCB 型 与

MCH 型针布的优点,对国储棉、机采棉含杂多、短
绒多、棉结多的原料,配用高释放性能的锡林金属针

布,既保证对纤维梳理度要求,又提高对“三多”的清

除效率;“金轮”推出的高性能、长寿命针布,梳理量

有望达到８００t~１０００t.

５．３　摇架创新获得好评

对弹簧加压摇架精度不高的问题,常德纺机突

破自调平行理论的束缚,取消自调平行凸筋加压杆,
并将加压杆两圆孔通过销轴固定在支架上而避免了

晃动,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YJ２００系列摇架,
对摇架整体创新设计,优选材质,改进工艺,满足了高

品质摇架产品压力一致、锭差小的要求.此外,成发

和裕华气动加压摇架专业制造厂,在控制摇架支架与

摇架体开档间隙、握持宽度、加压杆摆动、摇架体材料

厚度方面都进行系统改进,其稳定性、三轴线平行度

进一步提高,使纺纱质量锭差更小而受到用户点赞.

５．４　高性能高速锭子成绩斐然

高性能锭子作为对纱线加捻卷绕的关键专件之

一,关乎高速纺纱成败,被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进行攻关.以河南二纺机为主的专业锭子制造厂,
在消化吸收诺威佩勒制造的 HPS６８型、TEXPARＧ
TS制造的CS１型锭子先进技术基础上,通过自主

创新,完整掌握了新型高速高性能平锭底锭子的设

计、材料制造、工艺技术,成功开发转速为２０kr/min
的光杆锭子和２２kr/min的铝套管锭子,其锭端振程

值不大于０．０３mm.这种高性能锭子应用在自动落

纱高速细纱机上,可为集聚纺、赛络纺高品质纺细号

纱节电、省油、省人工、减少产量损失,降低锭子、钢
领、钢丝圈、纱管、锭带等消耗,并减少纱线捻不匀、
油污纱、毛羽纱、摇头纱、断头纱等偶发性纱疵的产

生,其影响不可估量[５].

５．５　胶辊创新的极致

丁腈胶辊是细纱车间生产耗用的大项,尤其集

聚纺、赛络纺中的粗纱基本无横向移动,致胶辊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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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约２/３,既增加成本,又增添更换胶辊工作量,
还不利于质量稳定.为此,打破传统丁腈胶辊宽度

为２８mm、直径为３０．５mm 定规,通过缩短宽度或

增加直径达到同等工况条件,降低摇架压力、减少磨

损和耗电,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鉴于聚氨酯胶辊

投资较大,将其宽度由２８mm 缩小至２３mm,不仅

增加胶辊握持力、满足成纱要求,还能减小摇架压

力、延长胶辊使用和回磨周期,有效降低了使用成

本,在罗卡斯(ROCOS)集聚纺、负压式集聚纺上得

到广泛运用.以１０万锭为例,宽度变窄,每只售价

少了０．５元,全部更换一次减少胶辊投资１０万元;
普通胶辊１个月磨１次,最多磨８次,用９个月.窄

胶辊３个月磨１次,可使用２．５a;减小摇架压力后,
气压从０．１０MPa调整至０．０６MPa,窄胶辊压力减

小约７０N,每台每日可节电约１０．２kWh,每年节

约用电７．６×１０５kWh,折合价值约为５０万元.
此外,赛络纺上一项改进技术值得关注,即推行

大直径３５mm 的胶辊,配合新工艺,改造后细纱机

摇架前档压力不到１０N,吨纱节能约为１２０元,胶
辊每年变形量不到０．０２mm,可以使用约５a,甚至

在无空调条件下也不缠绕,质量稳定.

６　纺织器材标准化精益化管理

世界正在进行第四次工业４．０科技革命.智能

设备和机器人是由千万个零部件集成的,当其中一

件达不到既定安全生产参数,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智能化生产.纺织器材的标准化、精益化制造成为

现代工业发展的趋势.使用厂不能因为纺织器材优

异而疏于管理,而应予以正确的维护保养.把高档

针布当作普通针布磨砺,损失不可小觑;进口电机随

意拆卸,重装后严重发热甚至烧毁;不同功能的轴承

未按正确的品牌油脂、加油周期、加油量保养,造成

非正常磨损以至损坏.可见,强调 DＧABC精益管

理很有必要,因为这是基于部门工作的时态管理系

统,要用精益生产以满足高品质产品的要求[６].

７　结语

我国纺纱新技术层出不穷,智能生产线不断涌

现,纺织器材应紧跟纺织技术飞速发展的步伐,尽快

缩小与国外差距,应在高端纺织器材的设计、研发、
制造、服务上开拓创新,以促进国产纺织器材的长足

发展.纺织企业也应严格管理,合理科学地使用纺

织器材,将会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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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特细号精梳棉纱时,使用新疆手采长绒棉具有

明显的质量优势和价值优势,而使用机采长绒棉是

不划算的,不仅用棉系数增加,而且纺纱过程中的管

理和质量都很难得到有效控制.

５　结语

尽管新疆机采细绒棉和长绒棉的价格分别比手

采细绒棉和长绒棉低１０００元/t和６０００元/t以上,
但是机采棉短绒率和杂质含量偏高,实际生产过程

中的用棉系数较大,质量难以控制,最终生产的棉纱

品质相对较差;而手采棉严格地分等分级,棉花质量

控制稳定,无论是普梳棉纱、精梳棉纱,还是细号棉

纱,其棉纱和布面质量都较为稳定,与市场上机采棉

生产的相同号数的棉纱相比,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因此,采购棉花时,一定不能只考虑棉花的价格,而
要综合考虑其成本.

机采棉杂质多,很难利用清梳联、梳棉工序进行

有效清除;短绒率高,对纺纱质量危害严重,尤其是

对普梳棉纱的质量危害更为突出.所以,总结经验,
完善技术,提高和改进新疆机采棉的质量和使用范

围是必须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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