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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纱异性纤维检验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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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棉纱中的异性纤维含量，探讨了异纤检测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通过织布法将棉纱织成针织坯布，目光检测

单位质量布样上的异纤个数。 对比经漂白处理后的布样，分析两种方式检测结果的相关性以及对检测结果的具体影

响。 结果发现，采用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高度一致，均可反映棉纱中异性纤维的含量，但漂白处理更有利于普梳棉纱

中异性纤维的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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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在采摘、运输、加工等过程中可能混入各种异

性纤维，由于异性纤维的多样性和随机性，使得其在纺

纱加工过程中难以去除，易黏附于棉纱条干上。 如果

在织造加工前不能及时检出并去除，会导致布面疵点

的产生。 而且由于异性纤维的存在，棉花在纺纱时容

易断头，染色时不能均匀着色，会严重影响终端产品质

量。 我国已有 ＧＢ ／ Ｔ １１０３．１—２０１２《棉花 第 １ 部分：锯
齿加工细绒棉》标准，为棉花的分等分级提供了重要

依据。 然而，标准未涉及棉纱中的异性纤维含量，导致

棉纱的分等标准存在缺陷。 因此，有必要根据目前棉

纱市场和企业交易协商惯例，制订相关的棉纱异性纤

维检验规范；确定统一的棉纱异性纤维检测方法和技

术指标，控制棉纱中的异性纤维含量，并对棉纱产品质

量进行更为合理完善的等级划分。

１　 棉纱异性纤维检验方法
棉纱异性纤维检验主要针对的是混入棉纱中，并

对其制品质量有严重影响的非棉纤维和色纤维，如化

学纤维、毛发、丝、麻、塑料膜、塑料绳、染色线（绳、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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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等［１］。
目前常用的棉纱异性纤维含量检测方法有电子清

纱器法和织布法。 电子清纱器法是指采用电子清纱器

对纱线中的异性纤维进行监控、切除并统计，一般测试

１０ 万米长纱线上存在的异性纤维根数。 该种方法方

便快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人工识别，减轻人力负

担［２］。 但是在纱线上，异性纤维的分布具有偶发性。
采用电子清纱器时，如果只检测 １０ 万米纱线上的异性

纤维根数，其测试结果并不具有代表性［３］。 为提高检

测结果的精确性，只能增加检测样本数量。 由于电子

清纱器检测速度有限，当每个样品检测纱线达几十公

斤时，相当耗时耗力，这对于企业而言并不现实。
目前企业实际采用较多的是织布法，将棉纱织成

织物小样，由专业人员在验布机上通过目测进行异性

纤维检测计数，表征指标为单位质量布面上的异性纤

维根数。 由于织布法检测的对象直接为织物，因此更

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出纱线的质量状况，而且在布面上

异性纤维的特征能够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来，有利于精

确检测。 因此，许多纺纱厂、针织厂更倾向于采用织布

法作为棉纱异性纤维的检测方法。 故本研究采用织布

法对棉纱进行异性纤维的检测。 为简化织布加工流

程，采用针织小样织造的方式，将棉纱加工成坯布。
在实际生产中，用于棉纱加工的织物通常有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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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染色布、漂白布 ３ 种。 其中漂白布对布面质量如布

面异性纤维含量、布面色泽等要求更高。 因此本文将

坯布和相对应的漂白布共同作为检测对象，以检测棉

纱上的异纤含量，并进一步分析两种方式检测结果的

相关性，确定不同检测方式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２　 棉纱异性纤维检验标准
２．１　 试样处理

棉纱异性纤维检验流程主要包含 ４ 个步骤：棉纱

抽样，针织小样织造，坯布（或漂白布），异纤检测。
首先进行棉纱抽样，采集棉纱检测样本。 每批棉

纱选取 ３ 包，然后从每包中均匀选取总数不少于 ３２ 个

筒子纱（偶数）。 用于异性纤维检验的棉纱共包含

１３ 个有效样本，其中普梳纱 ９ 个，精梳纱 ４ 个。
为方便异纤检测，将棉纱织成针织物坯布布样。

每个棉纱样本织成两个坯布试样。 采用针织圆机进行

小样织造，机号为 ２６ Ｎ。 织物组织为纬平针组织，布
样质量不小于 ２０ ｋｇ。

对其中一个坯布布样进行漂白处理，制成漂白布

样。 氧漂法的工艺参数为： ３５％ Ｈ２Ｏ２ ４％ （ ｏｍｆ），
Ｎａ２ＳｉＯ３ ３． ５％ （ ｏｍｆ）， Ｎａ２ＣＯ３ １％ （ ｏｍｆ）， ＮａＯＨ １％
（ｏｍｆ），时间 １ ｈ，温度 ９０℃，浴比 ２０ ∶ １，ｐＨ ９．５～１０．５。
用磅秤称重（精确到 ０．０１ ｋｇ），控制漂白布单位面积质

量为（１３０±５）ｇ ／ ｍ２，作为漂白布试样。
２．２　 试样检测

将每个品种棉纱的坯布试样和漂白布试样在验布

机上进行异纤含量检测。 验布机设备要求为具有灯光

照射的毛玻璃验布台，宜采用不低于 ３０ Ｗ 的双排白

色日光灯透射和双排白色日光灯照射。 验布台面中心

照明光度不低于 ６００ ＬＸ，验布速度不高于 ５ ｍ ／ ｍｉｎ。
将布样置于验布机上，两名检验人员对布面进行目光

检验。 发现疵点即停机，对疵点性质进行辨认，并统计

个数。

３　 检验结果分析
在漂白布样上，有色纤维清晰地呈现于布面上，经

统计所检测出的异性纤维主要有以下 ３ 类：有色纤维

类（麻丝、有色化学纤维和有色棉纤维等），毛发类（头
发丝、动物毛等）和合成高聚物类（丙纶、涤纶等）。

经调查发现，目前大部分针织企业在测量针织布

异性纤维含量时通常取针织布质量 １５～２５ ｋｇ，布面双

面异性纤维数量为 ２０～８０ 根，单面异性纤维数量为 １０
～４０ 根。 为保证异纤检验结果数据的代表性，并尽可

能降低试验样本数量，将 ２０ ｋｇ 的试样质量作为标定

质量。 布样质量大于 ２０ ｋｇ 时折算成 ２０ ｋｇ 布样的双

面异性纤维含量 Ｗ，折算方法见式（１）：

Ｗ＝ｍ′
ｍ

×４０ （１）

式中：Ｗ———有害异性纤维含量，根 ／ ２０ ｋｇ；
ｍ———试样漂白布的质量，ｋｇ；
ｍ′———试样漂白布的异性纤维，根

１３ 个样品坯布试样和漂白布试样经过单面检测，
异性纤维数量结果以及 ２０ ｋｇ 布样折算后的单面及双

面异纤个数见表 １。
表 １　 坯布和漂白布有害异性纤维根数

试样
编号 品种

坯布 漂白布

单面检验异
性纤维数 ／ 根 质量 ／ ｋｇ 单面折合 ２０ ｋｇ

异性纤维数 ／ 根
双面折合 ２０ ｋｇ
异性纤维数 ／ 根

单面检验异
性纤维数 ／ 根 质量 ／ ｋｇ 单面折合 ２０ ｋｇ

异性纤维数 ／ 根
双面折合 ２０ ｋｇ
异性纤维数 ／ 根

１＃ Ｃ３２ １５ ２２．０ １３．６ ２７．２ ３０ ２１．７５ ２７．６ ５５．２

２＃ Ｃ３２ ６３ ２４．７ ５１．０ １０２．０ ８７ ２３．８６ ７２．９ １４５．８

３＃ Ｃ３２ １６ ２５．０ １２．８ ２５．６ ３５ ２４．６６ ２８．４ ５６．８

４＃ Ｃ３２ １１ ２４．０ ９．２ １８．４ １６ ２３．３０ １３．７ ２７．４

５＃ Ｃ４０ １８ １８．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１７ １７．８２ １９．０ ３８．０

６＃ Ｃ３２ ４ １５．０ ５．３ １０．６ １ １５．８０ １．２ ２．４

７＃ Ｃ３２ １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１６ ８．２６ ３８．７ ７７．４

８＃ Ｃ３２ ３５ ２４．０ ２９．２ ５８．４ ３４ ２１．３０ ３１．９ ６３．８

９＃ Ｃ３２ ６ １９．０ ６．３ １２．６ １０ １９．１６ １０．４ ２０．８

１０＃ ＪＣ３２ ５ ２３．０ ４．３ ８．６ ２ ２２．４０ １．８ ３．６

１１＃ ＪＣ３２ ８ １８．０ ８．９ １７．８ ４ １８．５０ ４．３ ８．６

１２＃ ＪＢＣ３２ １６ ２０．０ １６．０ ３２．０ １１ １９．９６ １１．０ ２２．０

１３＃ ＪＢＣ３２ １ １７．０ １．２ ２．７ １ １７．４０ １．２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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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明确坯布检验和漂白布检验两种检验方式的有

效性和一致性，针对 ２０ ｋｇ 坯布和漂白布上的双面折

合异性纤维检验根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分别将普梳

纱针织物和精梳纱针织物分类统计。 所检出的异性纤

维数量分布见图 １、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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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普梳纱织物坯布、漂白布异性纤维个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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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精梳纱织物坯布、漂白布异性纤维个数分布

由图 １、图 ２ 可见，普梳纱坯布试样经漂白后，布
面检出的有害异性纤维根数呈增多趋势；而精梳纱则

相反，坯布经漂白后，布面有害异性纤维根数呈减少趋

势。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普梳纱未经精梳工

序，针织物中的异性纤维（有色纤维类、毛发类、合成

高聚物类）含量较多，且坯布色泽较灰暗，在坯布上异

性纤维疵点的视觉分辨能力受布面总体异性纤维疵点

和布面色泽影响，容易漏检。 而普梳纱针织物经漂白

后，布面变得洁白，其布面色泽对异性纤维检测的视觉

干扰程度下降，异性纤维更易检出。 因此普梳纱漂白

布上异性纤维检出根数比坯布略高。
而对于精梳纱针织物，经过精梳工序后，纱线上的

大部分异性纤维得到去除，异纤根数比普梳纱大幅减

少，纱线质量较好，坯布光泽较好，异性纤维检测时布

面色泽对异性纤维检测的视觉干扰程度较低，因此异

性纤维在坯布上容易检出。 而经漂白处理后，部分异

性纤维被去除，异纤根数减少。 因此精梳纱漂白布面

异性纤维检出个数比坯布减少。
针对坯布和漂白布异性纤维检验个数，进一步分

析两组检验数据的离散程度。 设 ２０ ｋｇ 坯布异性纤维

检验个数为随机变量 Ｘ，２０ ｋｇ 漂白布异性纤维检验个

数为 Ｙ，根据《概论统计》分析其相关系数 ρ，见式（２）：

ρ＝Ｃｏｖ（Ｘ，Ｙ）
σｘ·σｙ

（２）

式中：ρ———相关系数；
Ｃｏｖ（Ｘ，Ｙ）———两个样本 Ｘ，Ｙ 的协方差；
σｘ———样本 Ｘ 的方差；
σｙ———样本 Ｙ 的方差

对于普梳纱织物，２０ ｋｇ 坯布和漂白布异纤检验个

数相关系数高达 ０．９２６ ６；对于精梳纱织物，２０ ｋｇ 坯布

和漂白布异纤检验个数相关系数高达 ０．９７５ ７。 以上

结果表明，无论是对于普梳纱织物还是精梳纱织物，坯
布检验和漂白布检验两种检验方式所得出的结果高度

一致。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棉纱中的异性纤维含量，探讨了棉纱中

异纤检测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通过织布法将棉纱

织成针织物坯布布样并进行人工检测。 结果发现：采
用坯布布样和漂白布样两种方式的检测结果高度一

致。 对于普梳纱织物，２０ ｋｇ 坯布和漂白布异纤检验根

数相关系数高达 ０．９２６ ６；对于精梳纱织物，２０ ｋｇ 坯布

和漂白布异纤检验根数相关系数高达 ０．９７５ ７。
根据检测结果发现，漂白处理更有利于普梳棉纱

上异性纤维的检出，可以提高人工检测的准确度。 采

用漂白布布面异纤含量检测更能反映棉纱质量，有利

于全面评定棉纱质量。 但对于精梳纱坯布而言，漂白

布色泽对布面异性纤维检测的视觉干扰作用不大，所
以采用漂白处理对于提高异纤检测的准确性意义不

大。 因此可得出以下结论：坯布、漂白布异性纤维检测

结果均可反映棉纱异性纤维的含量，当针织物不具备

漂白条件时，可采用检验坯布异性纤维含量的方法进

行检测。 针对普梳棉纱，应尽量采用漂白布样进行检

测，以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减少漏检。 而对于精梳

棉纱，可直接采用坯布进行检测，简化试样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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