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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影响远红外丙纶针织物可缝性的因素分析 

注育桑 宋广礼 
(甲国纺织大学 上海 200051) (天津纺织工学院 一天津 300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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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远红外丙纶针织物在缝纫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缝纫损伤，这是由于远红外 

雨纶长丝纱线结构和纤维表面状态的特殊性造成的，通过柔软整理、合理选择缝纫I 

艺，优化织物的组织结构和密度等措施，可缝性将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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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构富 ‘— —  一 — — —— 1 实验材料 

近年来，随着纤维和纺织工业的发展，涌 织物为 11．1 tex远红外丙纶长丝双罗 

现了大批新型纺织材料，它们在改善织物的 纹针织物(纵密x横密一1 25横列／5 cm×75 

舒适性和功能性方面迈出了巨大的进步。如： 纵行／5 cm) 

新近研制开发的远红外丙纶针织物，其在保 

暖、抗菌及改善人体微循环方面均具有卓越 

的性能，但松散的纱线结构和纤维表面的陶 

瓷颗粒(见图 1、2)使得纱线与缝针之间及纱 

中单根纤维之间的摩擦性能不良，织物在缝 

制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缝纫损伤(图 3)。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对影响远红外丙纶针织 

物可缝性的诸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一些 

改善措施。 

2 实验 

囝 1 远红外丙纶长丝纱线结构 

a． 从四个不同方案整体看，坯布用量 

最少的是d方案，其 =8944kg， 

b， 从深一层来分析，即使是d方案也 

不是所有色的投料量都比其它方案少 事实 

上，0l、o3色在d方案，02色在c方案，04、O5 

色在 b方案，06色在 a方案中，投料量才是 

最少的。如果投料方案选用这样的混合方案， 

则总的投料量 G 一4289+2655+890+460 

460+ 100=8854(kg)。 

c． 用混合方案进行投料可比a C和 

d方案分别节省 7，1 、3，0 、1．7 和 1 ， 

效果明显。 

5 结论 

5．1 以生产实际为依据，得到的针织服装 

合同总投料量的一般表达式可以作为分析投 

料方案的理论基础。 

5．2 对某个针织服装合同来说，结合企业 

的实际水平，其投料方案是可以获得最优，以 

尽可能少的投入，取得好的效益 

5，3 根据企业的现状，设定好各项预测值． 

应甩优化的投料方案，就能实现合同一次投 

料履约，适应快交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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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 2 纤维表面状态 

碍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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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3 损伤线圈 

2．2 实验方法 

评定织物可缝性的方法很多，如通过测 

量缝针穿刺织物时的穿刺力和针温来评定， 

或褐用 INSTRON张力试验机测定脱缝张 

力 本文采用一种更为直观的评定方法．试样 

由自行研制的织物可缝性评定仪搓动 1000 

次．然后在显徽镜下观察缝迹处线圈的损伤 

情况，并用织物顶破强度试验仪测定缝接强 

度。 

3 实验结果和讨论 

3 1 缝迹密度对可缝性的影响 

缝迹密度对可缝性的影响结果见表 1。 

表1 不同缝进密度下的缝纫损伤和缝接强度 

缝纽损fj5 缝接强度N 
— — —  

I剥m D12 D1 5 Dl 8 I36 D9 D1 2 D1j D18 
1 l。】22 聃 95 5 0 1 5 2．23 1 30 S0 328．40 85 50‘ 

2“l 2l 02 36 65 8̈ 89 1 6 9 24 3 30．20 j0‘ 
3 J 0i 29 1 0a 28 1 90．72 1 98．30 26 5．50 1 90．20 
4 l 0 28 4； 88 80 D【 200 02 25 0．05 207．85 2 5S 30 

5 ll 28 均 72 75 58 l30 68 21 7 20 30 20‘ 

蒯1{06 75 93 87 1 58 48 233 05 27 8 45 1a9 96 

注：表中缝纫损伤为每块试掸 1O cm长缝迹中上、F两驶缝 

料中的损伤线圈息数， 表示试佯在织物址断裂．否则为缱 

线断裂 

实验条件 ： 

缝迹密度(线迹数／2 cm)：6、9、12、l5、l8 

缝纫机型：GC1-2 

机速：1000 r／rain 

缝线：14．8×2 rex涤短纤缝线 

缝针针号：75 

环境温度：25 C土3 C 

相对湿度：(65士3) ． 

对表中缝接强度值进行拉格郎日插值运 

算后作图(1k(x)一 ∑l )·yk．其中 k(x)一 
L 

(x—X1)⋯ (x--Xk 1)(x—X k+ )⋯ (x—x ) 、 

(Xk--X1)⋯ (xk--xk一1)(xk— xk+1)⋯ (xk～x5) 

见圉 4 

由表 1和圉 5可看出，当缝迹密度水平 

较低时，缝接强度随缝迹密度的增大而提高． 

但随着缝迹密度的增大，缝纫损伤加重，当缝 

迹密度增大到一定值时(圉 4中b点)，由其 

所带来的缝接强度的提高将与损伤所 f起的 

缝接强度的下降相抵消。在b点之后，损伤所 

引起的强度下降占主导地位。因此，为了获得 

合理的缝接强度和减轻损伤，缝迹密度选在 

9针／2 n1‘：fi々’} 1_ 

鞋j耍密度(线迁教0锄) 

图 4 缝接强度与缝迹密度的关系 

3．2 针号对可缝性的影响 

随着针号的增大，针杆直径增粗，织物纱 

线与缝针之间的摩擦性能变差。针号对可缝 

性 的影响见表 2。 

实验条件： 

针号：65、75、90、100 

缝迹密度：9针／2 cin 

其他条件同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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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2 不同针号下的缝纫损伤和缝接量度 衰 3 柔软剂对织■可缝性的改善效暴 

f 缝卸担伤 f 缝接强度N 

N S S1N75l N~0iNl~'3 N65 j N／5 j N90 l N100 

l { 2z I 76 l g． Il2e 9l 65I 74 

3 l 1 5 I 2g『B4 l 90 148．08lll0 98l10l 00I 95．87 
4 l 1l I 28{83【87 118 65l120．65f 94 65 72．86 
5 f I 4 l 28 l {90 130。7 1O0，50j】0B 69{ 
崎 I3 f f帅f 8g I 91i1【0 0ji 96．8{f 18． 0 

疰 针号 100时 -幕 1 -5 试样的疆 援强腰值缺省 ．因为 

在拦动过程中织物已在缝迹处破裂。 

由表 2可知，随着针号的增大，被损伤的 

线圈数增多，缝接强度显著下降。因此，在保 

证缝针一定刚度的条件下，应选择较小号的 

缝针 

3．3 柔软处理对可缝性的影响 

柔软处理是各类针织物应用较为普遍的 
一

种整理，一般使用对织物具有吸附作用和 

柔软效果的化学剂。其作用效果是使织物的 

动静摩擦系数降低，改善织物纱线的滑移性 

能，使织物达到手感柔软，可缝性改善、回弹 

性提高的目的。率文中．采用两种柔软剂配方 

对 11．1 ten远红外丙纶针织物进行柔软处 

理。 

配方一(尽染法) Bel{asin TAV阳离子 

柔软剂 

BeliasinTAV 2 ～ 3 

pH 5～ 7 

时间 20 rnin~30min 

温度 40℃～60 C 

配方二(浸压法5：有机硅柔软剂 

有机硅 1 g／L 

温度 2O C～25℃ 

液量 lO L／kg 

轧液率 8O ～】O0 

布速 20 m／min~30 m／min 

柔软处理对织物可缝性的改善效果见表 

3。 

由表 3可以看出，织物经柔软处理后，损 

伤线圈数明显下降，可缝性提高 

柔鞔剂 f针号，65 f针号：75 针号：90 

辜 Be aslnTAv l O l 1 l lO 有机硅 I o 【 0 I j 
注：表中值为每块试佯 10 cm长缝迹内上下两块缝料中 

的损伤线圈总教 宴礁箍件同 3．2。 

3，4 优化织物组织结掏和密度 

织物的结构与密度不同，也会影响到纱 

线与缝针及纱线之间的滑移摩擦性能。两种 

不同组织结构的 l1．1 tex远红外丙纶针织 

物的损伤情况见表 4。 

裹4 两种不同织袖结构缝纫损伤对比 

织物结构 10 clot长绝嬷内损伤线圈总数 

l l 3 4 5 l 
}结构1 1O 8 6 12 

结掏2 22 22 29 28 

注：结栩 1为 11-1tex双面集圈远 红外 丙纶长丝飒物一宴5l密 

×横密一110横列／5 cm×68巍行，5盯n 

结柑 2为 11．1l 菽罗纹远红外丙纶长丝织物．纵密× 

横密一125常列／5 cm×75纵行／5 cm 

实验条件 齄针针号为7s，其它条件同 3．2。 

由表 4可看出，双面集圈组织的缝纫损 

伤明显低于双罗纹组织的缝纫损伤。这是因 

为前者结构稀松，缝针从线圈空隙中穿过的 

概率较大。且松散的结梅也利于纱线转移，改 

善了纱线与缝针之间的滑移性能，可缝性提 

高。 

4 结论 

远红外丙纶长丝纱囤纱线结构和纤维表 

面状态的特殊性，其产品的可缝性很差。但通 

过柔软整理、合理选择缝纫工艺、优化织物的 

组织结构和密度等措施，可缝性将得到改善。 

随着远红外保健产品功能的日趋完善，可缝 

性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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