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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纺纱是纺织工序中非常重要的加工环节，纱线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后续加工以及产品的质量，所以新
型纺纱技术是纺织企业一直比较关注的领域。
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是武汉纺织大学及山东如意集团共同发明的纺纱技术，该技术在某些难纺纤维的
纺纱、在轻薄面料的高支伴纺纺纱以及多花色品种的纺纱方面有比较强优势。
本书主要对该纺纱原理进行详细的阐述与分析，介绍了普适性细纱机的改造方案，以及各种不同原料
及纱支纱线的开发等。
其中第一章是在原有作者发表论文的基础上分析了环锭纺纱对原料的要求及其成纱的原理，并分析了
环锭纺纱的不足及其发展趋势等；第二章是在现有各种资料的基础上介绍了各种可适用于嵌入式复合
纺纱的短纤维原料和长丝原料的性能特点；第三章主要对嵌入式复合纺纱的原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
介绍，并介绍了我们所进行的一些简单的理论分析，为装备的研制打下基础；第四章主要介绍普适性
嵌入式复合纺纱细纱机的改造方案和实施的措施；第五章主要介绍影响嵌入式复合纺纱的各种参数的
研究，为产品开发和稳定生产打下基础；第六章主要介绍不同产品开发的案例，纤维原料使用广泛，
包括各种难纺纤维的纺纱以及超高支纱的生产技术的介绍等。
值得说明的是，本书的大量工作是在众多研究人员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完成的，在理论和实验研究阶段
，得到了博士研究生夏治刚、王洪山、硕士研究生王玲芳、徐巧林、柯琦的大力支持；在产业化的研
究方面得到了诸多知名企业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山东如意集团、际华三五四二纺织有限公司、湖北天
化纺织有限公司、湖北妙虎纺织有限公司、湖北精华麻业有限公司、湖北锦绣纺织有限公司、武汉江
南集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一线研究数据并一同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攻关，没有他们
的工作和支持，就没有此书的完成。
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永无止境，虽然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在某些方面有一些优势，但是继续挖掘它的
优点，形成更广泛的应用还需要我们与企业一同继续努力，相信有兴趣致力于新型纱线开发和生产的
厂家在本书的基础上有更好的突破。
由于时间仓促，实验范围还比较有限，书中肯定存在不少的问题，也恳请读者谅解。
作者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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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嵌入式系统定位”纺纱理论，研制了“嵌入式系统定
位新型纺纱技术”。
该技术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纺纱技术，不仅可应用于棉麻毛丝纺纱领域，实现高档轻薄面
料的超高支纱线的纺制，而且可使传统纺纱难以利用的原料可纺，具有资源优化利用及充分利用、缩
短加工流程、降低能源消耗及原料消耗等方面的优点。
本书主要对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的纺纱原理进行详细的阐述与分析，介绍普适性细纱机的改造方案以
及各种不同原料及纱支纱线的开发等。
“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及其产业化”获得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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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卫林，男，1969年，博士，教授。
现任武汉纺织大学副校长。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一项，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二项，二等奖四项
；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获得发明专利18项。
获得美国纤维学会“杰出成就奖”和“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陈
军：男，1968年，高级工程师，现任武汉纺织大学纺织专业教师。
主持指导了全国三十余家纺织企业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工作。
现已经发表纺织科技论文二十余篇；获得专利技术6项；获得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三等奖二项；研究新型纺纱生产工艺技术，与企业合作开发了大量的纺织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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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环锭纺纱成纱特点及其发展
1.1 传统环锭纺成纱特点及其局限性
 1.1.1 环锭纺纱无法摆脱对所纺纤维强度和根数的需求和依赖
 1.1.2 纱条截面纤维根数既是环锭连续纺纱的需要又是成纱质量的需要
 1.1.3 纤维长度既是环锭成纱的必要条件又是致命约束
 1.1.4 环锭纺纱要求纤维具有适当的初始模量和细度
 1.1.5 限制环锭纺纱的其他因素
1.2 基于环锭纺发展的新型纺纱技术及其不足
 1.2.1赛络纺纺纱技术的特点
 1.2.2 赛络菲尔纺纺纱技术的特点
 1.2.3 新型环锭纺纱技术的不足
第二章 环锭纺纱的纤维原料
2.1 短纤维的特点及其发展
 2.1.1天然有机高分子短纤维
 2.1.2特种天然有机高分子短纤维
 2.1.3再生短纤维
 2.1.4合成短纤维
2.2 长丝纤维的特点及其发展
 2.2.1 天然长丝纤维
 2.2.2 再生长丝纤维
 2.2.3合成长丝纤维
 2.2.4其他长丝
第3章 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原理及其分析
3.1 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原理及实现形式
 3.1.1 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成纱原理
 3.1.2 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原理的实现
3.2 嵌入式纺纱技术的原理解析和功能优势
 3.2.1 提高纱线质量和纤维利用率
 3.2.2 实现难纺纤维的可纺
 3.2.3 实现载体纺超高支纱的开发
 3.2.4 实现低品级纺纱原料纺高支纱
 3.2.5 实现在环锭细纱机上纺制具有多花色品种的纱线
3.3 嵌入式复合纺纱物理模型和力学剖析
 3.3.1 嵌入式复合纺纱成纱三角区物理模型
 3.3.2 嵌入式复合纺纱成纱三角区各纺纱组分的力学分析
 3.3.3 嵌入式复合纺成纱三角区各纺纱组分的扭矩分析
 3.3.4 不同支数嵌入式复合纺纱受力分析
3.4 嵌入式复合纺成纱特点归纳
 3.4.1 嵌入式复合纺与其它几种纺纱方式成纱条件的比较
 3.4.2 不同纺纱方式成纱纤维长度要求的对比
 3.4.3 不同方式成纱纤维强度要求的对比
 3.4.4 系统定位是嵌入式复合纺纱的特点也是关键所在
 3.4.5 降低纤维丢失及提高纺纱三角区稳定性
第四章 普适性嵌入式复合纺纱设备
4.1 嵌入式复合纺纱装备应具备的功能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

 4.1.1 原料喂入系统
 4.1.2 导丝导条系统
 4.1.3 须条及其丝纱的准确定位系统
 4.1.4 张力控制系统
 4.1.5 牵伸装置的改造
 4.1.6 导纱钩装置的改造
4.2 普适性嵌入式复合纺纱装备
 4.2.1 原料吊挂与喂入
 4.2.2 嵌入式复合纺纱长丝张力控制
 4.2.3 四种原料的定位装置设计及检测
 4.2.4 嵌入式复合纺纱长丝卷装的准备
 4.2.5 细纱机牵伸倍数的提高方法
第五章 嵌入式复合纺纱工艺
5.1 嵌入式复合纺纱定量设计
 5.1.1 嵌入式复合纺的细纱定量设计与计算
 5.1.2 定量设计的举例
5.2 输入间距对嵌入式复合纱成纱结构性能的影响
 5.2.1 原料与工艺
 5.2.2 纺纱过程中加捻三角区的动态变化过程及分析
 5.2.3 间距对嵌入式复合纱性能的影响分析
5.3 捻系数对毛/涤纶长丝嵌入式复合纺成纱性能的影响
 5.3.1 原料与工艺
 5.3.2 嵌入式复合纺纱线捻系数的优选与分析
5.4 长丝预加张力对毛／涤嵌入式复合纺纱线性能的影响
 5.4.1 原料与工艺
 5.4.2 涤纶长丝预加张力对毛／涤嵌入式复合纱性能的影响
5.5 涤纶长丝含量对毛/涤嵌入式复合纺成纱性能的影响
 5.5.1 原料与工艺
 5.5.2 复合纱的线密度、捻度和涤纶丝含量
 5.5.3 涤纶丝含量对复合纱主要性能的影响
 5.5.4 纱线的外观形态
5.6 几种纺纱方式对成纱性能的影响
 5.6.1 原料与工艺
 5.6.2 不同纺纱方式对嵌入式复合纱的影响与分析
5.7 后区牵伸倍数对嵌入式复合纱成纱质量的影响
 5.7.1 后区牵伸倍数对嵌入式复合纱强伸性的影响分析
 5.7.2 后区牵伸倍数对嵌入式复合纱毛羽的影响分析
 5.7.3 后区牵伸倍数对嵌入式复合纱条干均匀度的影响分析
 5.8 嵌入式复合纺工艺参数的优化
 5.8.1 试验方案
 5.8.2 试验结果和优化分析
第六章 嵌入式复合纱产品创新
6.1 麻类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1.1 精梳亚麻/黏胶/维纶15/20/65
5.8tex×2(W2.22tex×2)嵌入式复合纱产品开发
 6.1.2 精梳亚麻/莫代尔/维纶/棉20/10/30/40 7.3tex×2
(W2.22tex+JC5.8tex)嵌入式复合纱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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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精梳亚麻/莫代尔/棉 25/35/40 5.8 tex×2（JC/M60/40
3.64tex×2）嵌入式复合纱产品开发
 6.1.4 精梳亚麻/棉55/45 19.4tex×2(JC5.8tex×2)
)嵌入式复合纱产品开发
 6.1.5 精梳大麻/棉55/45
19.4tex×2(JC5.8tex×2)嵌入式复合纱产品开发
 6.1.6 精梳亚麻落麻/锦纶75/25
18.2tex×2(N2.22tex×2)嵌入式复合纱产品开发
 6.1.7 精梳苎麻/棉25/75 11.8tex×2
(JC5.8tex×2)嵌入式复合纱产品开发
 6.1.8 半精梳苎麻/黏胶/棉25/20/55 11.8tex×2
(JC5.8tex×2)嵌入式复合纱产品开发
 6.1.9 精梳亚麻/莫代尔/棉 25/35/40 5.8 tex×2（JC/M60/40
3.64tex×2）嵌入式复合纱产品开发
 6.1.10 纯苎麻高支纱产品开发
 6.1.11 汉麻纤维嵌入纺纺纱技术研究
 6.1.12 精梳棉/汉麻/锦纶35/35/30
7.25tex×2（2.22tex×2)产品开发
 6.1.13 涤纶/精梳汉麻/棉 49/30/21
17.7×2（8.33tex×2）产品开发
 6.1.14 罗布麻/莫代尔/锦纶35/35/30
5.8tex×2（2.22tex×2）产品开发
6.2 棉类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2.1 精梳棉/木棉/涤纶40/30/30
7.25tex×2（2.22tex×2）产品开发
 6.2.2 精梳棉/涤70/30 7.3tex×2（2.22tex×2）产品开发
 6.2.3 蚕丝嵌入式复合纺纱高档家纺制品开发
6.3 嵌入式复合缝纫线的产品开发
 6.3.1 工艺流程
 6.3.2 产品开发
6.4 基于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的多组分纤维的产品开发
 6.4.1 精梳棉/天竹/涤27/27/46
7.4tex×2（3.33tex×2）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4.2 亚麻/莫代尔/棉/锦纶19/19/16/46
7.3tex×2（3.33tex×2）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4.3 亚麻/棉/涤纶30/25/45
7.3tex×2（3.33tex×2）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4.4 亚麻/棉/莫代尔/锦纶15/25/25/35
9.8tex×2（3.33tex×2）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4.5 棉/黏/锦66/17/17 9.8tex×2（3.33tex×2）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4.6 棉/锦66/34
9.8tex×2（3.33tex×2）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4.7 棉/涤/锦66/17/17
9.8tex×2（3.33tex×2）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4.8 棉/涤/粘66/17/17
9.8tex×2（3.33tex×2）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4.9 棉/涤/黏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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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tex×2（3.33tex×2）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4.10 棉/氨7.8tex×2（3.33tex×2）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4.11 棉/锦/氨77/23
7.3tex×2（3.33tex×2）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4.12 棉/黏/氨77/23
7.3tex×2（3.33tex×2）嵌入式复合纱的开发
6.5 毛类嵌入式产品开发
 6.5.1 毛11.8 tex×2的产品开发
 6.5.2 毛5.1tex×2的产品开发
 6.5.3 毛3.5tex×2的产品开发
 6.5.4 高支羊毛西服面料的产品开发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

章节摘录

　　4.丙纶纤维　　丙纶纤维是常见合成纤维中最轻的纤维，其密度比水的小，由于缺少化学亲水性
基团，回潮率几乎为零，化学性吸水能力也几乎为零。
科技人员充分发挥其化学纤维可加工的性能特点，将其加工成超细旦化，发挥其良好的芯吸能力，也
曾开发了大量的运动面料。
但是丙纶由于缺少亲水性活性基团，所以染色性能差，这大大制约了它在服装领域的广泛应用。
丙纶纤维的热稳定性较差，不耐日晒，易于老化脆损，目前主要制作地毯（包括地毯底布和绒面）、
装饰布、家具布、绳索、条带、渔网、吸油毡、建筑增强材料、包装材料和工业用布，如滤布、袋布
等。
在衣着方面应用也开始日趋广泛，可与多种纤维混纺制成不同类型的混纺织物，经过针织加工后可以
制成衬衣、外衣、运动衣、袜子等，丙纶纤维制成的冬用内衣面料具有保暖性能好的特点，由丙纶中
空纤维制成的絮被，质轻、保暖，弹性良好，随着丙纶染色技术的攻克，丙纶纤维会不断显示其优点
而在服用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5.维纶　　维纶纤维是一种聚乙烯醇纤维，它一般分为水溶性维纶和非水溶性维纶。
　　（1）水溶性维纶：水溶性维纶纤维是未经缩甲醛化的聚乙烯醇纤维，能在热水中溶解，水溶性
维纶纤维具有无毒、环保的特点，水溶性维纶的存在主要是发挥其优良的力学性能，在纺纱过程中起
到伴纺的作用，在生产羊毛与麻纤维的高支纱时，可以采用水溶性维纶短纤维与这些纤维一起梳理和
制条并纺纱，以增加纱线强度，提高可纺性、织造性，使纱线和织物设计范围扩大，在制成面料后将
水溶性维纶溶解，就可以开发出轻薄的纯毛或纯麻面料，突破常规纺纱技术的极限。
　　（2）非水溶性维纶：实际上常规上讲的维纶纤维普遍是指非水溶性维纶纤维，它是聚乙醇纤维
在热牵伸后经过缩甲醛化的纤维，具有不水溶的特点，力学性能优良，可以生产高强高模的维纶纤维
，被广泛地用于篷布、工业用布等特殊领域。
维纶在合成纤维中最大特点是具有较高的回潮率，号称“合成棉花”，具有较好的化学稳定性，不耐
强酸，耐碱。
耐日光性与耐气候性也很好，但是弹性最差，织物易起皱，没有身骨，染色性能较差，色泽不鲜艳。
因其具有优良耐磨性能，近年来部队将其用于士兵体训服的生产中。
　　6.氯纶　　氯纶的原料丰富，生产流程短，是合成纤维中生产成本最低的一种。
氯纶合成纤维中最大特点是阻燃性最好，但是纤维强度低，与棉纤维接近，氯纶耐强酸强碱，耐腐蚀
性能强，特别是由于它保暖性好，易生产和保持静电，故用它做成的针织内衣对风湿性关节炎有一定
辅助疗效，氯纶短纤维可以制成棉絮、毛线及针织内衣裤等。
氯纶纤维与丙纶纤维一样，缺少可以染色的活性基团，所以染色性差，同时其耐热性不好，热收缩大
，受热后纤维制品的尺寸稳定性差，限制了它的应用，也有通过将氯纶纤维的原料单体与其他纤维的
原料单体进行共聚改善氯纶性能的，如维氯纶就是这样生产的；也有将它的大分子与其他纤维（如黏
胶纤维）进行乳液混合纺丝来改善其不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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