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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丝 ／ 粘胶长丝交织提花床品面料设计

郁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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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原料选择、织物规格与工艺、图案、色彩、组织结构、装造工艺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天丝 ／粘胶长丝交织提花床品面料的

设计过程。 该提花床品面料采用天丝和粘胶长丝为经、纬纱原料，经纱线密度为 ９．７ ｔｅｘ，纬纱线密度为 １５０ Ｄ。 并用纹

织 ＣＡＤ 进行了图案纹样设计、意匠设计、装造设计及纹理效果模拟展示。 该面料舒适、耐用、色泽亮丽，花纹清晰自

然，美观、大方。 花地组织采用五枚、八枚经纬缎纹、加强缎纹和斜纹组织，层次错落。 主花为牡丹花卉，暗花采用花卉

及几何图案，混满地布局，整个图案分布均匀，达到了设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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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丝和粘胶长丝为原料织制提花床品面料，该
面料舒适、耐用、色泽亮丽，花纹清晰自然，美观、大方。
本文主要介绍该床品面料的设计过程及工艺。

１　 技术规格与工艺设计
１．１　 产品规格

１．１．１　 成品规格

考虑到舒适、耐用、光泽、装饰等方面性能，该提花

床品面料采用天丝和粘胶长丝为经、纬纱原料，经纱线

密度为 ９．７ ｔｅｘ，纬纱为 １５０ Ｄ。 为使织物紧密、挺括，
花纹细致、清晰，成品幅宽为 ２５２ ｃｍ，成品的经纬纱密

度 Ｐｊ 及 Ｐｗ 分别为 ７２０、３８６ 根 ／ １０ ｃｍ。 产品的经纬向

紧度 Ｅｊ、 Ｅｗ 和总紧度 Ｅｚ 分别为 ８２． ９％、 ５８． ３％、
９２．９％。 初算总经根数 １８ １４４ 根，实际总经根数与每

花经纱数、每筘穿入数等密切相关，需待有关参数确定

后再修正。
１．１．２　 坯布规格

织物的坯布规格是制定上机工艺参数的依据，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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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条件和后整理工艺不同而异。 根据企业的经验，
交织提花床品面料的经、纬纱织缩率为 ７．０％、２．５％，
后整理幅缩率为 ５．４％，后整理伸长率为 ２％。

坯 布 经 密 为 ６８１． １ 根 ／ １０ ｃｍ， 坯 布 纬 密 为

３９３．７ 根 ／ １０ ｃｍ，坯布幅宽为 ２６６．４ ｃｍ。
１．１．３　 上机规格

经计算，布身、布边每筘穿入数均为 ４，筘号为

１６６．０ 齿 ／ １０ ｃｍ，筘幅为 ２７３．２ ｃｍ。 初算总经根数为筘

入数整倍数，取 １８ １４４ 根，无需修正。
该床品面料主要规格和参数如下：成品外幅

２５２ ｃｍ，成品内幅 ２５０ ｃｍ；经密 ７２０ 根 ／ １０ ｃｍ，纬密

３８６ 根 ／ １０ ｃｍ；经纱为 ９．７ ｔｅｘ 天丝，纬纱为 １５０ Ｄ 粘胶

长丝；地部组织为五枚经缎，花部组织为五枚、八枚纬

面缎纹、加强缎纹以及斜纹组织；每花长 ５８ ｃｍ，宽
３５ ｃｍ，全幅花数 ７．１５；筘号 １６６ 根 ／ １０ ｃｍ，筘入数 ４，筘
幅 ２７３． ２ ｃｍ；总经根数为 １８ １４４ 根，内经根数为

１８ ０１６ 根。
１．２　 组织与纹样

该床品纹样取材于变形花卉，主花为牡丹，暗花采

用叶子及几何图案，混满地布局，整个图案分布均匀。
纹样宽度、高度分别为 ３５、５８ ｃｍ，设计图见图 １。 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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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采用五枚、八枚经纬缎纹、加强缎纹以及斜纹组

织，层次错落，组织图见图 ２。

图 １　 纹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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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织物组织

１．３　 花纹循环纱线数及经纱排列

一花经纱循环数为 ２ ５２０ 根，是地部、花部组织循

环 ５、７、８ 的整数倍，无须修正。
布边选用 ２ ／ ２ 方平组织，两边各 ６４ 根，每筘穿入

４ 根。
全幅花数为 ７．１５ 花，一花内的纬纱数为 ２ ２３８ 根。
一花纬纱循环数应是地部、花部组织循环 ５、７、８

的整数倍，修正为 ２ ２４０ 根。

２　 装造设计

２．１　 正反织确定

本文采用 Ｓｔａｕｂｌｉ 的 ＣＸ８８０ 型提花龙头，采用单造

单把吊（普通装造）在电子提花机上织造，地部是五枚

经缎，可以采用正织。
２．２　 纹针数计算

经计算，纹针数为 ２ ５２０ 针，是 ５、８ 和 ７ 的倍数，
所以不用修正。

边部为二上二下方平组织，需边针 １６ 针。
ＣＸ８８０ 型 ２６８８ 针电子提花机的纹针共有 １６ 列、

１６８ 行，需用纹针 ２ ５２０ 针；边针用 １６ 针，在纹板样卡

上前后平均分布（每个边针吊 ８ 根通丝，边组织为二

上二下方平组织）。 具体的纹板样卡可利用纹织 ＣＡＤ

进行设计。
２．３　 通丝把数和每把通丝数

通丝把数＝纹针数＝ ２ ５２０ 把。 内经根数＝ １８ １４４
－６４×２ ＝ １８ ０１６ 根。 零花根数 ＝ １８ ０１６ － ２ ５２０ × ７ ＝
３７６ 根。 每把通丝数 ＝花数（每把 ７ 根的为 ２ １４４ 把，
每把 ８ 根的为 ３７６ 把）。 织机通丝总根数＝通丝把数×
每把通丝数＝ ２ １４４×７＋３７６×８＝ １８ ０１６ 根。
２．４　 目板计算与穿法

目板总宽度大于筘幅 ２ ｃｍ，取 ２７５．２ ｃｍ。 目板选

用 １６ 列。 经计算，每花实穿行数为 １５７．５ 行，取 １５８
行。 零花实穿行数为 ２３．５ 行，取 ２４ 行。 目板总行数

为 １ １３０ 行。 目板行密为 ４．１ 行 ／ ｃｍ，目板穿法为顺穿。

３　 ＣＡＤ 处理
３．１　 意匠设置

在编辑意匠文件时需要向纹织 ＣＡＤ 系统输入织

物经密、纬密以及一花循环内的经纱数和纬纱数等参

数。 织物的经密为 ７２．０ 根 ／ ｃｍ，织物的纬密为３８．６ 根 ／
ｃｍ，一花内的经纱数为 ２ ５２０ 根，一花内的纬纱数为 ２
２４０ 根。
３．２　 意匠设色勾边

织物有 ７ 种组织：地部为五枚经缎，花部为五枚、
八枚纬面缎纹、加强缎纹以及斜纹组织，分别用 １＃ ～７＃

来表示这 ７ 种组织。
织物花地组织均是缎纹和斜纹，用电子提花机单

造单把吊织造，采用自由勾边的方式。 勾边时起落笔

不受限制，花纹轮廓圆顺自如。
３．３　 组织设置和组织表配置

该织物布身有 ７ 个组织，布边组织为 ２ ／ ２ 方平组

织，可分别设定并存入组织库。
该织物为单层纹织物，因此在填组织配置表时只

需在梭 Ａ１ 那一列对应的 ７ 个相应颜色的对应框中填

入组织设置时所使用的组织文件名或组织别名即可。
３．４　 投梭

该织物为单层纹织物，生成投梭文件只需一梭。
３．５　 纹板样卡和辅助针设置

根据电子提花机的型号，可以确定纹板样卡为 １６
×１６８ 样卡形式，在该样卡上设置：左边针用 ８ 针，位置

为第 ６５～６８ 针、第 ７７～８０ 针；右边针用 ８ 针，位置为第

２ ６２１～２ ６２４ 针、第 ２ ６０９～２ ６１２ 针；主纹针 ２ ５２０ 针，
位置为第 ８１～２ ６００ 针，余针安排功能针。 由于该织物

☞（下转第 ６４ 页）

１５



上海纺织科技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年 １月·第 ４７卷·第 １期
要闻链接 Ｖｏｌ．４７ Ｎｏ．１， ２０１９


（上接第 ４９ 页）
高挡车工操作技能，停车处理速度要快，防止粘胶长丝

伸长；（４）精确控制车间的温湿度，当相对湿度超过

７０％时，回潮率会快速增加，粘胶强力快速下降；（５）
粘胶长丝需要单独成轴，否则由于缩率的差异，容易出

现经柳或者吊经疵点。 通过采取以上一系列工艺措

施，使织机效率达到了 ９０％，保证了棉粘交织物的顺

利生产。

参考文献：
［１］　 袁媛，李婷，仲佩，等．棉粘胶双层织物的生产［ Ｊ］ ．棉纺织技术，

２０１６，４４（９）：７１－７３．

［２］ 　 张娟娟，卞克玉．喷气织机织造纬二重织物的实践［ Ｊ］ ．上海纺织

科技，２０１０，３８（９）：２９－３１．

［３］ 　 唐济民．粘胶长丝织物“亮丝紧纬”产生的原因及防止措施［ Ｊ］ ．人

造纤维，２０１２，４２（５）：２９－３０．

［４］ 　 陆爱华，周胜毅，马秀华．毛 ／ 粘小提花产品的开发［ Ｊ］ ．毛纺科技，

２０１２，４０（１０）：１３－１６．


（上接第 ５１ 页）
为单层提花织物，辅助针组织表也只需在梭 Ａ１ 对应

的列填入边组织 ２ ／ ２ 方平组织的代号。
３．６　 纹板处理与检查

当组织表设置、辅助针设置完毕，投梭结束，样卡

设置成功后，就可以生成关键的纹板文件。 纹板处理

时可以根据提花龙头的具体型号来选择所要生成的具

体织造文件类型。 在织造前，应该打开纹板文件进行

纹板检查，以确保成功。 本文所设计的织物模拟效果

图见图 ３。
 

图 ３　 模拟效果图

４　 结　 语
从原料选择、织物规格与工艺、图案、色彩、组织结

构、装造工艺等方面详细介绍了一款天丝 ／粘胶长丝交

织提花床品面料的设计工艺。 该提花床品面料采用天

丝和粘胶长丝为经、纬纱原料，经纱线密度为 ９．７ ｔｅｘ，
纬纱线密度为 １５０ Ｄ。 并用纹织 ＣＡＤ 进行了图案纹样

设计、意匠设计、装造设计及纹理效果模拟展示。 面料

舒适、耐用、色泽亮丽，花纹清晰自然，美观、大方。 花

地组织采用五枚、八枚经纬缎纹、加强缎纹和斜纹组

织，层次错落。 主花为牡丹花卉，暗花采用花卉及几何

图案，混满地布局，整个图案分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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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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