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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桑蚕丝为经线、绢麻混纺纱为纬线,采用五枚重纬生产工艺,设计开发出了桑绢麻交织的春秋高档服装面

料;其制品既有真丝织物的光泽和穿着舒适性,又有苎麻织物的挺括、抗皱性和尺寸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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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丝织物服装轻薄飘逸,高雅华丽,是人们追求品

质生活的珍品;但同时由于其遇水收缩变形,水洗或折

叠后易起皱,给消费者一种“娇气、难伺候”的印象[1]。
苎麻纤维强度高,吸放湿能力强,具有良好的防紫外

线、抗菌、除臭等保健功能;但存在纤维粗刚度大,抱合

力较差,纱线毛羽多,染色、耐磨性较差,有接触刺痒感

等缺陷[2]。为此,采用桑蚕丝与绢麻混纺纱交织,可发

挥桑蚕丝对人体肌肤的良好亲和性,交织物外观光泽

柔和性,手感柔软富有弹性,以及良好的吸湿透气性和

穿着舒适性,属服装面料中的高档产品。

1 产品设计

1.1 设计思路

采用桑蚕丝做经线,绢麻混纺纱做纬线,利用重纬

组织增加织物厚度,减少相同厚度织物曲波高度;织物

纹路细腻,两面组织可同,可不同;织物可先织造后染

色,也可先染色后织造,即织物的外观可为单色或为多

色彩条、彩格风格。织物厚重挺括,光线柔和舒适,应
是制作女式春秋时装、男式衬衫、男女休闲装的高档服

装面料。

1.2 混纺比选择

桑绢丝与苎麻混纺比一般前者为30%-45%,后
者为55%-70%较适宜;若桑绢丝小于30%,织物的

光泽、手感及舒适度较差,体现不出桑绢丝的特质,同
时也不利于纺制高支纱线;桑绢丝比例大于45%,织物

光泽、手感虽好,但织物的抗皱性、挺括度有所降低,同
时纱线成本也高。

1.3 产品开发实例

1.3.1 织物原料和规格

经线采用2/20/22D厂丝,60T/10cm 捻向S
(色);纬线选用9.7tex(60s)的30/70桑绢丝/苎麻混

纺纱(色)。
织物成品幅宽144cm,经密1200根/10cm,纬

密780根/10cm,平方米克重120.8g/m2[3];织物组织

采用五枚纬缎与五枚经缎组合成的五枚重纬组织,如
图1-3所示[4]。

图1 五枚纬缎

图2 五枚经缎

1.3.2 织物经纬线颜色及外观风格

织物经纬颜色分别是甲经,甲纬银灰色;乙经,乙
纬黄色;经线排列甲240,乙240;纬线排列甲1乙1为

80,乙1甲1为80。正面织造,当甲经与纬线排列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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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1交织时,织物表面呈现银灰色;乙经与纬线排列

为甲1乙1交织时,织物表面以银灰色为主,同时显微

弱的黄色。当甲经与纬线排列为乙1甲1交织时,织
物表面以黄色为主,同时显微弱的银灰色;乙经与纬线

排列为乙1甲1交织时,织物表面呈现黄色。整个织

物呈现方格效果。

图3 五枚重纬结构

2 织物生产工艺

2.1 工艺流程

经线:原料检验→浸泡→络丝→成绞→染色→络

筒→并丝→捻丝→整经→装造→织造→检验→整理→
复检

纬线:原料检验→成绞→染色→络筒→织造 →检

验→整理→复检

2.2 织造上机工艺

采用意大利奔特剑杆织机进行织造,钢扣内幅149
cm,边2×0.8cm,外幅150.6cm;内经丝甲经8565
根,乙经为8565根,边经纱56×2根。内筘号为230
羽/10cm,每筘齿穿入5根;边筘号180羽/10cm,每
筘齿穿入4根,总齿数3450羽。

综框五片双龙骨,飞穿;纹板10枚,压法单数按五

枚纬缎,双数按五枚经缎,如图4所示。引纬顺序:甲1
乙1共80次,乙1甲1共80次;织造纬纱密度772
根/10cm。

织机参数设置:车速280r/min;开口角115°,静止

角130°,闭口角115°,开口时间325°;送剑进程角20°-
180°,送剑进梭口时间63°,送剑回程角180°-310°,送
剑出口时间302°;接剑进程角20°-180°,接剑进梭口

时间62°,接剑回程角180°-340°,接剑回程角20°-

180°,接剑出口时间298°;打纬进程角65°,打纬回程角

65°;选纬角330°-15°,剪纬时间70°,剪假边时间230°
-270°;经停时间325°,纬停时间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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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纹板压法

2.3 注意事项

由于经纬线均为染色熟丝,为保证织物的外观效

果,在生产中采取了如下措施:
(1)在各工序中保持丝线经过的导丝部位光滑,避

免丝线拉白、擦伤,减少丝线断头,经线张力控制在32
g左右。

(2)由于纬线为桑绢丝与苎麻混纺色纱,粉尘落物

较多,需加强清洁,特别是纬线通道、储纬器上的飞花。
(3)织物在检验过程中修尽断头接头,将少量毛纱

挑到织物背面。

3 结语

采用重纬组织和桑蚕丝与绢麻混纺纱交织的织物

整体呈现方格效果,其手感厚实,织物纹路细腻,是制

作春秋服装的高档面料。在设计上还可考虑采用大提

花多层次风格,以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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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控制,对最终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投影法不稳

定程度较大,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面料经纬纱都是黏纤/亚麻混纺纱,但比例不同,定
性时很难看出2种纱线的区别,直接将两者当作同种

纱线用2.2中方法1取样测试难免会有一定误差。
(2)纱线本身不同部位间纺纱不均匀也会有一定的影

响。(3)所制作的切片中,纤维分散均匀度无法保证。
(4)亚麻所测直径的大小对结果有较大的影响,一根较

粗的亚麻可能会使最终结果上下浮动1%左右。(5)实
测根数与计数根数的多少对最终比例也会有影响。

2种测试方法各有利弊,实际操作中可参照彼此

结果得出真值。显微镜投影法目前研究还不成熟,相
关标准也比较少,如何减少人为因素及测试方法所造

成的误差是目前纺织纤维检测行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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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QuantitativeMethodofViscose/LinenBlendedFa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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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womethodswereusedforthequantitativetestingoftendifferentviscose/linenblendedfabrics,includingchemical
dissolutionmethodandmicroscopicprojectionmethod.Throughthecomparisonwiththeoriginalfiber,theresultsshowedtheboth
methodscouldbeapplied,butthemicroscopicprojectionmethodhadinstability.Thedetailedcausesoftheinstabilitywereanalyzed.

Itcouldprovidereferenceforfuturequantitativestudyofviscose/linenblendedfabrics.
Keywords:chemicaldissolutionmethod;microscopicprojectionmethod;viscose;linen;quant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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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ithmulberrysilkaswarp,spunsilk-ramieblendedyarnasweft,high-gradewovenfabricsusedinthespringandau-

tumnweredesignedanddeveloped.Theproductshavelusterandwearingcomfortofsilkfabrics,andhavecrisp,wrinkleresistance
anddimensionalstabilityoframiefabrics.

Keywords:mulberrysilkandspunsilk-ramiefabric;garmentfabric;product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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