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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织造布工业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辽宁天维纺织研究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纺织工业非织造布技术开发中心）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非织造布工业也一直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着,直至近

几年其平均年增长率仍可达到两位数,年生产量已逾 160 万 t。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

消费市场的快速成长,对各类非织造布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2006～2008 年间中国

非织造布生产量增长了 20 万 t 左右,说明非织造布仍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我国非织造布工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应该看到随发展而产生的问题,这些

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有必要探讨行

业现存问题和采取相应对策,以促进行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1 对现存问题的分析 

1.1 能力扩展问题 

近年来各类非织造布同类产品生产能力的重复扩展导致了传统的大路货产品市

场的竞争加剧,进而导致了部分企业的利润下降。原本能力扩展导致市场竞争是一种

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而且通过竞争会对消费者更为有利,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企业在

技术和管理上的进步,然而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不良的恶性竞争现象,则对行业的有序

性起到不良影响。 

1.2 企业规模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初步形成非织造布生产规模,已经走过了 20 多年的

发展历程。发展初期,我国的非织造布行业具有企业多、规模小、能力差的特点,发展

至今企业的平均规模有了较大提升,但仍存在企业数量多、规模相对较小的现象。例

如,根据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2007 年统计资料,水刺法企业平均产能仅为 2500 

t/a 左右;纺粘法企业平均产能达到 4500 t/a,近年新增纺粘生产线的单线生产能力多

半仅为 1500 t/a 左右。企业随设备的增加而增多,行业仍带有发展初期企业结构的基

本特征,造成面对低利润的常规产品市场而难有良好效益,更不利于取得竞争优势。 

1.3 产品档次问题 



 
2009 中国（东莞）聚丙烯/丙纶/非织造布产业链技术与市场论坛 

- 170 - 

我国非织造布发展至今,在产品种类、质量和档次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出口产品

档次也在逐年提升,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根据从行业了解的情况以

及 2008 年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分析,差距主要表现在:①产品主要集中在现存的大路

货产品领域,高新技术产品不足；②总体上产品质量不够高,有些产品质量还不能满足

特定市场的要求；③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种种类尚有很大差距,还不能提供目前国际市

场需要的很多产品,国内一些特殊需求尚依靠进口。以上情况说明我国的产品档次仍

徘徊在中低档水平。 

1.4 装备进步问题 

中国的非织造设备随着非织造布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高速梳理

机、宽幅高速针刺机以及宽幅纺粘、各类水刺、热轧等设备都已开发出来并广泛应用

于生产,近期还开发成功了 PP/PE 双组分纺粘法、PET 细旦纺粘热轧法和 SMS 复合生产

线,双组分纺粘法水刺生产线也已开始研制。但严格地讲,我国的装备制造水平与国际

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加工精度、设备稳定性、适合的加工原料、成网质量、

生产速度、自动化程度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一些设备制

造厂的机加工手段落后,缺乏对工艺和生产实践的了解,缺少可掌控的软件技术以及

设备制造业的无序竞争等。 

1.5 市场开发问题 

目前我国非织造布已应用到产业、服装和装饰等各个领域,不仅确定市场在不断

扩大,而且也开发了一些新的市场。然而,我国非织造布生产能力绝大多数还是集中在

少数传统的大路货产品市场中,能力的集聚造成了部分市场的供大于求,利润下降。而

有很多市场还远远没有开发到位或尚未开发,如农业领域、防护服领域、医疗领域、

建筑工程领域等,有些开发出来的急需产品也常常不能符合国际标准的要求。市场和

产品的中低档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缺乏以及技术开发能力的欠缺,均制约了我国非

织造布工业的科技进步和向高层次的发展,也阻碍了我国高新技术的非织造布产品快

速打入国际市场。 

1.6 品牌创立问题 

品牌效应可以使企业的销售业绩远胜于竞争对手。建立自己的品牌对于涉足国际

市场的集团化公司和跨国公司尤为重要,品牌可以随着公司的扩张而反复复制,把品

牌效应无限扩展下去。大多数品牌并不是单一的企业创建的,而是产生于集团化的公

司。由于我国的企业规模较小,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的集团化公司还不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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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产品主要定位在中低档产品上(包括出口产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产品很少,

不易创建品牌,因此我国非织造布行业中目前创出品牌的企业还很少。而缺乏品牌的

行业也可以说是缺乏生命力和发展力的行业。因此,重视品牌建设是企业一项非常重

要的工作。 

1.7 标准制定问题 

非织造布的标准制定包括了行业内相关建设、设计、产品测试、性能指标等内容,

也包括了国家对新材料应用的法规和标准。前者有利于规范生产和保证产品质量,促

进行业的标准化,而后者则可以促进新产品、新材料的快速推广和应用。我国在非织

造布发展的最近 10 多年里,陆续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标准,但速度缓慢、类别不全,而且

早期制定的标准和法规也未能随着发展而及时修订,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甚至

严重制约了非织造布的发展。 

2 促进行业发展的对策 

上述存在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或阻滞了中国非织造布工业在技术上的快速提

升和整体上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从整体行业角度上对这些问题做深入探讨和采取

相应的对策,以逐步克服不利因素,促进我国非织造布的全面发展。 

2.1 在能力扩展的同时加大市场开发力度 

市场的不断扩大促进非织造布生产能力的扩展,而生产能力的扩展集中到几个已

确定市场上就会导致供大于求和竞争加剧。因此,要避免或减轻竞争压力,一方面应避

免同类产品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不断提高生产装备的技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

规模;另一方面,必须加大开发市场的力度,使生产能力分散到更多领域。我国的非织

造布行业还应该加强对企业市场定位和分工意识的引导,使其明确自己的市场定位,

让市场逐步进入良性竞争和规范化的轨道。 

2.2 企业的发展逐步转向集团化和规模化 

我国的非织造布生产能力和实际产量虽已进入世界的前二三位,但在国际上形成

的竞争力却较低,这与我国非织造布企业小而松散、多而不具规模的结构不无关系。

尽管近10年来我国有了一些实力较强的集团化企业,但从真正意义讲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集团企业并不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打出品牌的企业就更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

国内市场逐步趋于国际化的今天,这样的企业结构很难赢得竞争优势。因此,我国非织

造布行业应引导和帮助企业,通过企业间或上下游之间的合作、整合、兼并和重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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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走上一条集团化的道路,形成一批具有生产规模、研发能力、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

团,以此增强其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2.3 加强合作与快速提升装备水平 

要提高我国装备水平,每个设备制造厂需要做好几项工作：①坚持对设备制造精

益求精的基本原则；②重视对设备结构与工艺选择的细致研究和探讨,并与有经验的

生产实践人员密切配合；③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并注重掌握软件和硬件的工作；

④更新设备,应用先进且精确的加工设备,提高制造加工精度；⑤加强企业间的相互合

作,强强联合,取长补短,像 Spinnbau 与 Dilo(德国),Thibeau 与 Asse-lin(法国)的联

合那样,研制出具有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完美的成套非织造生产线。同时,也不应忽

视对设备制造业竞争环境的规范化,杜绝无序竞争及因此而产生的偷工减料、以劣充

好的不良现象,为非织造装备水平的快速提升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2.4 重视产品档次的提升和品牌的创立 

产品档次不在于是哪一种产品,而是涵盖了产品的质量、生产稳定性、品种系列

化、功能性和创新性等综合因素。我国非织造布的产品档次较低,除质量和稳定性问

题外,尤其在功能性和品种系列化开发上有很大欠缺。要提升产品的档次,必须重视采

用新型技术的装备或对原有设备进行有效的改造,要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操作人员

的操作技能,增强研发力量以持续开发新品。 

产品档次提升后,还应该力求创建自己的品牌,这也是企业走集团化道路的目的

之一。因为只有集团化更容易创建出品牌,并使其品牌在强大资金支持和整体系统配

套的优势下发挥更大作用,进而利用品牌效应实现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值得一提的

是,无论是开发新品,还是创立品牌,都不应忽视树立价值创新的理念,其宗旨就是为

客户创造更大价值。只有具备了这个基本条件,所开发的成果才不易被仿制,才可能形

成企业的持久竞争力。 

2.5 促进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标准化形成 

我国非织造布及相关应用领域的标准制定还很不完善,在众多工艺及产品中还有

很多尚未制定,国家也缺少新型材料强制性使用的法规及应用规范。建议加速行业相

关标准的制订,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以推动应用领域对新型材料推广应用的

法规或规范的完善,促成行业标准化的形成。 

3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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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织造布行业是一个自行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具有传统行业所不具备的发展优

势,但同时也存在着较传统行业更为突出的制约因素。因此,探讨行业现存问题,找出

解决不利于行业发展之问题的对策是必要的。建议行业协会组织企业认真探讨行业问

题及其对策,逐步把行业引领到更为规范化、更有利于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来,实现非织

造布工业向更高层次的快速提升。 

二○○九年六月 

辽宁天维纺织研究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简介 

辽宁天维纺织研究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原纺织工业非织造布技术开发中心)是国家
级从事非织造布技术研究开发、设备设计制造、生产线安装调试及厂房规划设计的专
业单位，拥有双甲级设计资质（建筑工程甲级、轻纺行业甲级），并通过 ISO 9001∶
2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现己为国内外客户完成 60 余套丙纶/涤纶纺粘法非织
造布生产线的设计制造，并出口到叙利亚、印度等国，成为国际上三大纺粘法非织造
布设备制造商及工程承包商之一。 

辽宁天维纺织研究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06 年从日本神户制钢公司买断既可以用
丙纶，也可以用于涤纶生产的设备制造技术，该套设备有其独到的先进性及以下特点： 

1．生产线采用了柔性设计，同一条生产线可以生产不同的原料即加工多种聚合
物的能力：如 PP、PET 等。产品可以达到微细旦水平： PP 可以达到 0.5 旦，PET
可达 1.5～2 旦。可生产高质量的薄型涤纶纺粘热轧无纺布，产品克重 30g/m2-- 
240g/m2，产品均匀性好、强度高、手感柔软。箱体为生产纺粘非织造布专门设计的
纺丝箱，有足够宽度的纺丝横梁和具有 8 个内装式纺丝泵。能生产 3.2 米幅宽的非织
造布，纺丝箱的结构具有整体性好、保温性能优良、熔体分配均匀、温度均一、停留
时间短、压力降小、无死角等特点。为实现对纺丝组件的理想传热和充分而均匀地加
热熔体创造了最佳条件。 

2．冷却区短。具有能够自由地改变操作状态且两个面处于大气压下的喷丝骤冷
装置。喷丝板至牵伸装置的距离在 2 米以内，牵伸装置至喷丝板及牵伸装置至输网帘
之间的距离可以随不同原料及不同的工艺要求进行调节，即设备牵伸装置的上下位置
是可以变动的，这是所以能在同一设备上纺多种原料的关键。优点是牵伸点可以上移，
纺丝时熔体温度提高，牵伸力减小，有利于得到充分牵伸，因此可以获得较细的旦数
和较高的相对强度。 

3．整体牵伸器和喷丝板技术。该套设备具有足够宽度的正压整体牵伸器，牵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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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成了一条与机器幅宽相同的狭缝，在丝条进口处从侧面进入高速气流(正压)，它可
以任意改变长丝方向和喷丝速度。当拉伸速度很高时，能耗不太大。它可以做到纤度
很低，剩余拉伸又较小，而铺网的均匀度比管式好得多，和负压牵伸基本相似。 

整体式牵伸器气流牵伸技术具有独到特点，采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日本神户制
钢专利技术，牵伸槽腔中的速度为超音速，工作能量强、效率高。气流一步牵伸，其
丝速大于 5000 米/分。采用气流推动而不单是靠气流之间粘性摩擦，牵伸效率高，设
备结构比较简捷易控，能适应各种不同的工艺与品种变化，纤维成网较均匀。 

针对单狭缝布面横向拉力较低的缺陷，进行专门改进后的整体牵伸器具有双狭
缝，此技术领先世界最新水平，是目前气流拉伸设备改革方向。 

4．高速纺丝范围：PET 5000～5500 米/分，PP 4000～4500 米/分。由于纺程短，
空气阻力小，惯性力大，纺丝速度可以加快。因此可以获得较高纤维取向度和结晶度，
不但单丝相对强度较高，纤维之间的粘连、并丝等亦不易发生。 

5．高速纤维网生产速度最高为 250 米/分。摆丝靠纺丝速度和输网帘之间的速度
差。速度差较大时，便会前后左右自动地摆丝，速度差愈大，摆丝的均匀性也愈好。
由于该技术纺丝速度很高，因此可以获得均匀性很好的非织造布。 

输网帘下的负压既承担气流牵伸的任务同时又保证铺网顺利，保证不发生翻转等
现象，牵伸狭缝下与输网帘不密接，外界有气流进入，网下的负压主要为了保持铺网
稳定。 

6． 选择油加热热粘合。 
7． 产品有优良的均匀性。 

由于以上特点，工艺生产出的布强度高、均匀性好、纤维柔软、成形好，并具有
较好的屏蔽作用，其耐水压程度可以不逊于 SMS 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