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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配棉技术讲座】 

现代配棉技术讲座（一） 

青岛市纺织工程学会  邱兆宝 

 

前  言 

国家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和国家棉花新标准的实施，必将对棉纺织企业的配棉技术产生

深刻的变革。研究 HVI（High Volume Inspenction）检验指标在纺纱工艺中的作用和对纺织

产品性能价值的影响，正确使用 HVI 指标，并直接用于纺织生产，改变相对落后的按感官检验

结果配棉的方式，对促进棉纺织企业技术进步以及利用信息化改造传统行业，改进和完善棉纺

织企业合理购棉，科学配棉，稳定生产，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有着重要的技术经济意义。 

配棉是棉纺企业的一项基础工作。它既与棉纺生产、产品质量和品种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又必须与原料供应、检验、试验和生产使用等管理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我国原棉在性能上呈现

出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配棉工作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对配棉技术的科学性要求越来越高。

棉纺过程具有工序多、周期长、信息反馈滞后、生产连续等特点。在品种变化频繁时，不能因

原料的变化而使产品质量发生变化。所以必须考虑原棉选择的连续性、稳定性以及各种特定的

要求，使纤维性能物尽所用，减少剩余质量。 

长期以来，配棉工作是通过人工计算完成的，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经验及处理

问题的细致程度，不免会有片面性、偶然性。为了做好配棉工作，配棉技术人员要及时掌握生

产情况，了解各种原棉的库存情况及原棉的物理性能，分析过去成纱质量情况，全面综合加以

考虑，不仅计算量大，而且难免有所疏漏。因此，人们渴望找出一种更有效、更方便的现代化

方法，辅助或取代人工配棉，使配棉工作既有艺术性，又有科学性。计算机配棉技术就是在这

样的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计算机应用于纺织工业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70 年代，印度尝试运用计算机配棉，最早的

一次计算机配棉实验是由 Indore 公司完成的。在 80 年代，欧美开始出现并应用美国的

EFS(Engineered Fiber Selection)计算机配棉管理系统。该系统的特点是：棉花不再是仅仅

被按唛头来分类，而是根据仪器所测得的指标重新分类并用条形码编号。棉花按性质被划分得

更加详细，其性能被更加充分地利用。最近推出的 EFS 优化配棉管理系统 MILLNet
TM
  Windows

版功能更为全面。系统需要的 HVI 数据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MILLNet 系统结合 HVI 数据把

所用棉花按类型分成不同的组。在配棉时，MILLNet 可以决定一个配棉排包中棉包的数量，排

包中类别的范围和需要使用的回用棉的数量和类型。在系统中一个排包中棉包的位置也会被优



～ 3 ～ 

化，一个排包方案中每个小组的棉包可以反映整个排包的平均值和偏差。这意味着与传统的随

机排包相比，这种混棉的效果会加强许多。MILLNet 也支持有 Symbol Windows  CE 系统的手

持式扫描枪，使仓库人员可以从库存中获取正确的棉包。从管理者的角度看，MILLNet 可以提

供获取和使用棉包所需的所有指标和报告，如：棉包运输前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文件和 HVI 数据；组和类别的报告；棉包重量和成本；HVI 特性报告；仓储报告与图表等。 

我国一些棉纺厂从 70 年代末开始尝试用计算机配棉，配棉模型是基于线性规划原理。采

用此方法在计算机上可以挑选并规划出使用棉花的比例，以达到最佳配比的目的。但由于这种

方法是一期一期孤立进行的，不能解决连续性和稳定性问题。另外，基于线性规划原理的配棉

数学模型与生产实际不符合，难以操作。80 年代计算机配棉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1982 年，

中国纺织设计院使用进口 Z80 微机，在北京国棉一厂开发了“计算机配棉管理系统”。期间，

山东、天津、河北、江苏、湖北、新疆等棉纺织企业也自行开发了配棉软件。但由于当时的开

发工具及一些具体的测试仪器条件等情况所限，还存在一些实际问题有待改进，在生产中也没

有被大规模推广。二十多年来专家学者与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单就配棉技术的研究发表的论文已

有数百篇，涉及配棉数学模型、成纱质量预测、数据分析与应用等领域。  

我国早期计算机辅助配棉系统起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1.使传统的人工配棉向计算机辅助配棉迈进了一大步。 

2.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使配棉成本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3.效率提高。一般 20～30 分钟内即可获得最佳方案，而以往的人工配棉方法若要得到可

行的方案需要花数倍的时间。 

计算机配棉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早，但至今未有根本性的突破，主要原因如下： 

1.配棉数学模型的整体性尚有待于实践检验，计算机配棉系统的通用性有待提高。 

2.因检测手段落后，有些指标依靠手感目测，缺乏大量的真实可靠的数据，无法获得反映

配棉内在规律的数据。 

3.操作人员的计算机二次研发能力不足，以及受传统的手感目测配棉思维定式的限制。 

上述问题是计算机配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靠现代配棉技术来解决。 

采用计算机进行配棉是配棉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棉纺织产业信息化发展的必 

要步骤。计算机配棉是棉纺织企业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的必经之路，已引起棉纺织企业的高度重

视。  

2003 年 12 月，国家《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方案》发布后，青岛纺联控股集团与青岛市

纺织工程学会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加快研究进度，连续三年在青岛举办全国性研讨会。研究成

果引起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和中国工程院梅自强院士、姚穆院士以及纺织企业的高度重视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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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2006 年 11 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青岛纺联控股集团申报的《纺织企业现代配

棉技术规范》项目。2007 年 2 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特别经梅自强院士、姚穆院士亲自

指导，课题组对研究方向和总体思路再次进行筹划，进一步细分了子课题，使研究方向更加明

确，整体思路更加清晰。至今，课题组考察了全国 20 多家棉纺织企业，并在山东建立了 2 个

软件试验基地。  

计算机配棉是中国棉纺织行业“十一五”科学与技术进步 13 个关键项目之一，这是继“六

五”之后计算机配棉再次纳入纺织行业科技规划。由此可见，计算机配棉在纺织企业科技进步

中的重要位置。  

现代配棉技术是以原棉管理为基础，配棉成本控制为核心，成纱质量预测为手段，综合运

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遵循配棉技术原则,对 HVI 数据配棉进行智能化高度概括, 将棉纺

学、运筹学、模糊数学、技术经济学以及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定量化地描述配棉全过程的规

律，并以此形成以棉纤维和纱线质量检测为主体的在线网络化棉纺质量工艺专家指导基础系

统。该系统有利于实现配棉技术信息化、智能化和规范化。 

 

本刊将连续刊载“现代配棉技术讲座”。“讲座”的主要内容包括：（1）介绍国内外最新

棉纤维大容量测试仪的性能，对测试指标进行解释，并与常规检验作简要比较；（2）原棉品

质指标的相关关系；运用模糊数学建立原棉技术品级评价模型并确定技术品级的分级特征值，

以实例说明技术品级的应用原理；（3）在传统配棉方法基础上，运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建立包

括接批棉在内的完整的配棉技术经济模型，以实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模型优化求解进

行独具特色的分析，提出对配棉方案质量评价的参考标准；（4）根据原棉品质与纱线质量关

系的定量分析，建立纱线动态优化组合预测模型；（5）通过一个完整的实例阐述配棉软件程

序设计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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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论文选】 

 

 密度对纯毛针织物水洗厚度及克重的影响 

胡心怡，王厉冰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青岛，266071） 

摘要：研究了纬平针、1+1 罗纹、四平、四平空转 4 种典型毛针织物的水洗尺寸稳定性。通过测试分析，分别得出了线圈长

度与 4 种典型毛针织物水洗后厚度变化率和平方米克重变化率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纯毛针织物  水洗尺寸稳定性  线圈长度  尺寸变化率 

 

Washing Dimensional Stability of Pure Wool Knitting fabrics 
Wang Libing       Hu Xinyi 

(College of Textile & Garment,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washing dimensional stability of several typical pure wool knitting fabrics of weft plain, rib, air inclusion and 1×1 

rib are discussed. The relation between dimensional change rate and loop length are analyzed. 

Keywords: pure wool knitting fabrics; washing dimensional stability; loop length; dimensional change rate 

 

由于纤维及织物特性的影响，使得纯毛针织物在生产加工和穿着使用过程中经常会产生较大的收

缩甚至毡缩现象，使得织物纵横向尺寸减小，厚度增加及单位面积重量增加，从而影响使用性能。本

文选取纬平针、1+1 罗纹、四平、四平空转 4 种典型纯毛针织物为样本，通过测试分析，分别得出了线

圈长度与 4 种典型纯毛针织物水洗后厚度变化率和平方米克重变化率之间的关系。 

1  实验 

1.1  试样编织 

实验选取 31.25×2tex 纯羊毛纱线为原料，在 Z651（机号 11）横机上分别编织 6 种不同线圈长度的纬

平针、四平、1+1 罗纹、四平空转织物各 5 块，测试洗涤前后的有关指标，然后进行尺寸稳定性分析。 

1.2  测试方法 

1.2.1  织物下机后自然平放 48h，测量洗涤前的有关指标。 

1.2.2  在滚筒式洗衣机中，依据纯毛针织物机可洗条件洗涤（温度：40 ℃；浴比：1:30；洗涤时间：1h；

漂洗时间：3min；脱水时间：1min）。 

1.2.3  织物自然凉干，测量洗涤后的有关指标。 

1.2.4  线圈长度用拆散法测量 10 次取平均值；其它指标均为 5 次测量数据的平均值；厚度测量压脚面积

1000mm
2
，加压 30s，表观厚度采用 0.5cN 压脚，稳定厚度采用 50cN 压脚。 

    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线圈长度对表观厚度的影响 

由表 1 可以看出，随着线圈长度的增大，纯毛针织物水洗后表观厚度都增大（四平组织在线圈长度较

小时表观厚度稍有下降），且变化率均呈增大趋势。这是因为，随着线圈长度的增大，织物密度渐松。在水

洗过程中，织物中的纤维容易产生定向移动，相互之间穿插纠缠、收缩紧密，产生缩绒甚至毡缩，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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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增加。在所选 4 种织物中，纬平针的厚度增加幅度比其它三种双面织物大。因为纬平针织物平薄，在

水洗过程中，受力面大，且对织物内部的纤维作用充分，所以，纬平针的厚度增加幅度比较大。回归分析

发现，4 种织物线圈长度与表观厚度变化率之间呈线性正相关。见表 2。 

 

表 1 纯毛针织物水洗前后各指标的变化率 

织物  线圈长度 表观厚度  稳定厚度 平方米克重  织物  线圈长度 表观厚度  稳定厚度 平方米克重 

种类  （cm）   （%）    （%）  （%）     种类  （cm）   （%）    （%）   （%） 

纬     5.150    41.49     54.25     53.81            4.800     -17.36    21.35    22.83 

       5.300    58.01     71.18     75.56      四    5.450     -13.87    53.27    42.36 

平     6.050    103.85    130.96    129.75           6.275     -5.06     61.39    63.84 

       7.000    102.42    137.78    159.83           6.500     -1.91     67.13    70.98 

针     7.850    124.00    158.05    200.90     平    7.450      3.99     78.19    85.19 

       8.350    148.82    174.21    233.01           7.575      7.37     96.00    94.97 

1+1    5.275    33.26     25.33     25.11            5.160     37.78     36.05    14.23 

       5.875    46.37     44.93     41.77      四    5.160     42.16     31.08    19.74 

罗     6.625    71.22     45.97     57.38      平    5.783     44.49     52.16    32.10 

       7.175    60.56     60.20     69.46      空    6.165     44.33     52.47    46.08 

文     7.650    63.45     68.62     91.27      转    6.733     78.32     77.69    73.56 

       7.975    91.13     88.65     122.17           6.955     79.79     74.31    90.42 

注：变化率=[（洗涤后测量值 - 洗涤前测量值）/洗涤前测量值] × 100% 

2.2  线圈长度对稳定厚度的影响 

表 1 表明，随着线圈长度的增大，纯毛针织物水洗后稳定厚度都增大，且变化率均呈增大趋势。并且，在

所选 4 种织物中，纬平针的厚度增加幅度最大，其它三种双面织物厚度增加幅度相近。原因同上，在此不

再赘述。回归分析发现，4 种织物线圈长度与稳定厚度变化率之间呈线性正相关。见表 2。 

 

表 2 线圈长度 x 与表观、稳定厚度变化率之间的关系 

织物组织         表观厚度变化率 ya                  稳定厚度变化率 yb 

纬平针  ya = 28.6170x - 92.9160（r =0.95）  yb = 34.0390x - 104.1500 （r =0.94） 

1+1 罗纹 ya = 16.7950x - 52.5670（r =0.84）  yb = 20.1060x - 80.3110（r =0.95） 

四平    ya = 8.8521x - 60.6110（r =0.99）   yb = 22.0450x - 76.9110（r =0.96） 

四平空转 ya = 22.7800x - 82.1030（r =0.91）  yb = 24.2370x - 91.3140（r =0.97） 

 

2.3  线圈长度对单位面积重量的影响 

由表 1 还可以看出，随着线圈长度的增大，纯毛针织物水洗后单位面积重量逐渐增大，且变化率均呈迅速

增大趋势。这是因为，随着线圈长度的增大，纯毛针织物水洗后的纵横向尺寸及面积的都减小，而厚度却

增加，因而其单位面积重量必然增加，且增加迅速。特别是纬平针织物，在密度较疏松的情况下，其单位

面积变化率达到 200%以上。回归分析发现，4 种织物线圈长度与平方米克重变化率之间呈线性正相关，且

相关系数很高。见表 3。 

另外，在所选四种组织中，纬平针织物的的各项性能指标的变化最大，其次是 1+1 罗纹、四平、四平

空转。即，四种组织中，四平空转的水洗尺寸稳定性最好，其次是四平和 1+1 罗纹，纬平针织物最差。原

因是：纬平针织物平薄，受力面大。并且在受到外力拉伸时，线圈形态变化很大，因此，各项性能指标的

变化都很大。 
 
表 3 线圈长度 x 与平方米克重变化率之间的关系 

织物组织               平方米克重变化率 

纬平针  y = 51.9240x - 201.4200（r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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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罗纹 y = 32.2570x - 150.2200（r =0.96） 

四平     y = 24.4610x - 91.7620（r =0.99） 

四平空转 y = 38.9840x - 187.6000（r =0.98） 

 
以上分析表明，未经缩绒处理的纯毛针织物水洗后厚度及单位面积重量变化很大。且随着线圈长度的

增大，变化率逐渐增大。尤其是单位面积重量变化率，随着线圈长度的增大，呈迅速增大趋势。 

结论 

1、 随着线圈长度的增大，纯毛针织物水洗后表观厚度和稳定厚度都增大，且变化率均呈增大趋势。 

2、 随着线圈长度的增大，纯毛针织物水洗后单位面积重量逐渐增大，且变化率均呈迅速增大趋势。 
3、 4 种织物线圈长度与表观厚度变化率、稳定厚度变化率、平方米克重变化率之间均呈线性正相关关系。 
4、 在所选 4 种组织中，四平空转的水洗尺寸稳定性最好，其次是四平和 1+1 罗纹，纬平针织物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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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论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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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青岛纺织工程与管理》（电子版） 

征稿启事 

《青岛纺织工程与管理》（电子版）由青岛市纺织工程学会主办，锦桥纺织网协办，2009 年 1 月创刊。  

1．本刊实行无纸化办公，不接收打印稿，投稿请通过电子邮件发到投稿信箱。 

2．来稿必复，编辑部一般在收到投稿 3 日～5 日内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作者文章是否采用。 

3．论文要求： 

（1）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论点明确、论据可靠、数据准确、逻辑严谨、文字通顺，论文

在 5000 字以内为宜，上交电子文件（word 格式）。 

    （2）论文格式及书写顺序：中文题名、作者署名、作者单位（写至二级）及所在省市和邮编、中文摘

要（200～300 字）、关键词（3－8 个）、正文、参考文献，并附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手机和电子信箱）。 

（3）来稿文责自负。编辑部对来稿有删改权。 

4．本刊为学术交流平台，无编审费，无稿酬。 

5．投稿电子信箱：qzb1949@sina.com  

编辑部 

 

 

 

 

 

 

 

 

 

 

 

 

 

 

 



～ 15 ～ 

【专利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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