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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型芦荟改性粘胶纤维 ／ 棉
织物及其服装的设计与生产

何　 俊， 王　 慧， 杨　 璐， 马顺彬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７）

摘　 要： 设计生产了舒适型芦荟改性粘胶纤维 ／棉织物。 为制作舒适型的衬衫织物，以芦荟改性粘胶纤维 ／棉 ５０ ／ ５０ 混纺纱为

原料，设计生产了 １４．８ ｔｅｘ×１４．８ ｔｅｘ 的平纹织物，优化了络筒、整经、浆纱、织造、数码印花工艺。 并采用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
软件和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软件设计并制作成服装。 经检测，设计织物的耐水洗牢度为 ４ 级，耐摩擦牢度（干）为 ４ 级，耐日晒

牢度为 ４．５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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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服装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亲肤、健康成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为此，诸
如芦荟改性粘胶纤维、玉石粘胶纤维、竹浆纤维等各种

新原料在纺织服装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芦荟改性粘

胶纤维是一种富含氨基酸和多糖等对人体有益成分的

再生纤维素纤维，具有良好的吸湿导湿性、易染性等性

能，因而其被广泛应用于服装和家纺面料的生产

中［１－３］。 本文以芦荟改性粘胶纤维 ／棉纤维 ５０ ／ ５０ 混

纺纱为原料，设计并生产了芦荟改性粘胶纤维 ／棉混纺

平纹织物，可用于服装、家纺等领域。 现就该织物的设

计理念与生产工艺进行探讨。

１　 织物规格
成品幅宽 １４８ ｃｍ，经纬纱均采用芦荟改性粘胶纤

维 ／棉 ５０ ／ ５０ 混纺纱，经纬纱线密度均为 １４．８ ｔｅｘ，经纱

密度 ４３３ 根 ／ １０ ｃｍ、纬纱密度 ２７６ 根 ／ １０ ｃｍ。

２　 工艺设计
２．１　 络筒工序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１－１５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６ 年南通科技局市应用基础研究项目（ＧＹ１２０１６０３３）；
２０１７ 年度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苏教师［２０１７］１５ 号）
作者简介： 何俊（１９７６—），男，安徽霍山人，讲师，主要从事服装设计、
品牌策划、面料设计等研究。
通信作者： 马顺彬。 Ｅ－ｍａｉｌ：ｍａｓｈｕｎｂｉｎ＠ １６３．ｃｏｍ。

络筒工序采用“中速度、小张力、降毛羽”的工艺

原则。 采用 ＮＯ．２１Ｃ 型自动络筒机进行络筒，由于使

用的经纬纱较细，为减少断头和降低毛羽，在确保络筒

通道清洁的同时应合理设置络筒车速， 将其由

１ ３００ ｍ ／ ｍｉｎ降低到 １ ０００ ｍ ／ ｍｉｎ。 清纱参数设置为：
＋２００％棉结，＋１２０％×２ ｃｍ 短粗节，＋３５％×３５ ｃｍ 长粗

节，－３５％×３５ ｃｍ 长细节，络筒张力设置在 ８ ｃＮ 左右。
挡车工要定期检查纱线通道，保证纱线通道无飞花杂

质的堆积，同时加强络筒机构的检查，如断头自停装

置、清纱张力装置、ＰＺ 喷嘴、管纱插座位置、槽筒表面

及沟槽导纱情况等，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防止因机构

故障造成疵筒［４］。
２．２　 整经工序

整经工序采用“中车速、小张力、三均匀”的工艺

原则。 采用 ＧＡ１２４Ｈ 型分批整经机进行整经。 为防止

因整经张力不匀导致浆轴上出现纱线倒、并、绞头等疵

点以及织造时开口不清和织疵，要求整经时调节好张

力装置，使得单纱张力适度、片纱张力均匀。 另外，应
加强车间管理，提高操作水平，防止因操作不当造成嵌

边、凸边等整经疵点。 整经工艺参数为车速 ５５０ ｍ／ ｍｉｎ，
卷绕密度 ０．５０ ｇ ／ ｃｍ３。
２．３　 浆纱工序

浆料配方：ＴＢ２２５ 变性淀粉 ５０ ｋｇ、羧甲基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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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Ｃ ２５ ｋｇ、甘油 ０．５ ｋｇ、浸透剂 ＪＦＣ ０．５ ｋｇ、２－萘酚

１ ｋｇ。 由于生产期间空气相对湿度大，为避免织物霉

变、腐败，在浆料配方中添加防腐剂 ２－萘酚。
浆纱工序采用“中车速、小张力、贴伏毛羽、兼顾

浸透和被覆”的工艺原则。 使用 ＧＡ３０８ 型浆纱机浆

纱。 浆纱工艺为：浆槽温度 ９６℃、浆槽粘度 １０ ｓ，前后

压浆辊压力 ９ ／ １７ ｋＮ、预烘温度 １２５℃、 烘干温度

１００℃、车速 ５０ ｍ ／ ｍｉｎ，上浆率 １４％ ± ０． ５％，回潮率

１０％±０．５％，伸长率＜１％，浆液 ｐＨ 为 ７。 应严格控制

浆液含固率、粘度、ｐＨ 等浆液指标，以及上浆率、回潮

率、伸长率、好轴率，以保证取得良好的上浆效果。 经

检测，采用该浆纱工艺后浆纱增强率为 ２１．９％，减伸率

为 ４０．２％，毛羽损失率为 ８５．７％。
２．４　 穿经工序

穿综采用 ４ 页综框，按照 １、３、２、４ 的顺序进行飞

穿，防止因经密大造成纱线粘连和断头。 停经片采用

４ 列，穿法为 １、２、３、４，筘号为 ９５，筘幅为 １６６．５ ｃｍ，地
组织每筘穿入数为 ２ 根，边组织每筘穿入数为 ４ 根。
２．５　 织造工序

织造工序采用“中车速、中张力、早开口、高后梁”
的工 艺 原 则。 采 用 ＪＡＴ８１０ 型 喷 气 织 机， 车 速

６００ ｒ ／ ｍｉｎ，上机张力 １ ８００ Ｎ，开口时间 ２８５°，后梁高

低位置为 ２，停经架高低位置为 ２，主喷启闭时间 ７０° ～
１９０°，第 １ ～ ５ 组辅助喷嘴的启闭时间依次为 ７０° ～
１３０°、１００° ～１６０°、１３０° ～１９０°、１６０° ～２４０°、１９０° ～２９０°，
纬纱到达角 ２４０°，主喷气压 ０．２５ ＭＰａ，辅助喷嘴气压

０．３０ Ｍｐａ，气压不能太高，以防吹散纬纱。 应加强对织

机设备的检查，尤其是异型筘、主喷嘴、辅助喷嘴、短纬

检测器、长纬检测器等引纬设备的检查，确保引纬的顺

利进行。 由于芦荟改性粘胶纤维吸湿后强力损失较

多，为此必须加强织造车间的温湿度管理，将织造车间

温度控制在 ２０℃ ～２５℃，相对湿度控制在 ６０％ ～６５％。
为确保布面质量，避免筘痕等疵点，将后梁高低位置设

定为 ２。
２．６　 后整理工序

将生产好的织物进行后整理，后整理工序主要包

含烧毛、退浆、水洗、定型、预缩。 烧毛工艺参数：烧毛

火口数 ２ 次，车速 １２０ ｍ ／ ｍｉｎ，烧毛方式为对烧。 退浆

采用酶退浆，时间为 ６～８ ｈ，酶温 ４５℃。 水洗工艺参数

为车速 ７０ ｍ ／ ｍｉｎ，温度 ７０℃。 定型工艺参数为烘房温

度 １３５℃，车速 ７０ ｍ ／ ｍｉｎ，轧余率 ５０％ ～５０％。 预缩车

速为 ７５ ｍ ／ ｍｉｎ。

３　 数码印花
采用杭州宏华电脑技术有限公司的 Ｍｕｔｏｎ ６４８Ｅ－

型数码喷印机进行数码印花。 其工艺流程为：浸轧上

浆（轧染率 ８０％～９０％）→烘干（１００℃）→数码印花→
汽蒸（１００℃饱和蒸汽，３０ ｍｉｎ）→冷水洗→热水洗→皂

洗（浴比 １ ∶ ４０，皂洗剂 ２ ｇ ／ Ｌ，９５℃，１０ ｍｉｎ）→热水洗

→冷水洗→烘干。 印花后，经检测耐水洗色牢度 ４ 级，
耐摩擦色牢度（干）４ 级，耐日晒色牢度 ４．５ 级。

４　 服装设计与制作
４．１　 服装设计

采用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 软件和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软件设计服

装款式，由于芦荟改性粘胶纤维具有对人体有益的成

分，其与棉的混纺织物具有良好的吸湿导湿性和易染

性，故结合花型特点，设计了一款立领女式休闲衬衫。
年龄定位 ３５～５５ 岁，衣长为 ６０ ｃｍ，胸围为 １０２ ｃｍ，肩
宽为 ４１ ｃｍ，领围为 ３７ ｃｍ，袖长为 ５４ ｃｍ，袖口为

２０．８ ｃｍ。 设计款式图见图 １。

图 １　 设计款式图

４．２　 服装制版

采用富怡服装 ＣＡＤ－Ｖ９ 制版软件制版，制版流程

为：确定号型→号型编辑→前衣片绘制→后衣片绘制

→前开领绘制→后开领绘制→袖片绘制→立领绘制→
袖克夫绘制。 制版图见图 ２。

图 ２　 制版图

４．３　 服装制作

剪裁时丝缕经向垂直，缝线为丝光面线加底线，与
大身颜色一致，丝光拷边线主料色也与大身颜色一致。
白色树脂纽直径 １．５ ｃｍ，明缝针距 １３ 针 ／ ３ ｃｍ，暗缝针

距 １４ 针 ／ ３ ｃｍ，拷边针距 １５ 针 ／ ３ ｃｍ。 流程为：前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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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制→装袖→上门襟→装领→装袖克夫→整烫→包

装。 服装实物效果图见图 ３。

图 ３　 服装实物效果图

５　 结　 语
（１）络筒工序采用“中速度、小张力、降毛羽”的生

产工艺，在确保络筒通道清洁的同时合理设置络筒车

速，定期检查纱线通道，防止因机构故障造成疵筒。
（２）整经工序采用“中车速、小张力、三均匀”的生

产工艺，为防止因整经张力不匀导致浆轴上纱线倒、

并、绞头等疵点以及织造时出现开口不清和织疵，要求

整经时调节好张力装置使得单纱张力适度、片纱张力

均匀，此外要防止因操作不当造成嵌边、凸边等整经

疵点。
（３）织造工序采用“中车速、中张力、早开口、高后

梁”的工艺原则，气压不能太高，以防吹散纬纱。 加强

织机设备的检查以及织造车间的温湿度管理。
（４）芦荟改性粘胶纤维具有对人体有益的成分，

其织物具有良好的吸湿性、易染性以及手感，适合不同

风格的服装设计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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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数一定，ＮＭＰ 相对较低时，纤维表面的损伤少，无
明显劈裂。 因此，在对纤维进行柔软处理时，应合理选

择 ＮａＯＨ 和 ＮＭＰ 的质量分数，以减少纤维损伤。

３　 结　 语
通过研究 ＮａＯＨ 和 ＮＭＰ 质量分数对苎麻纤维柔

软性能和强伸性能的影响，以及观察不同条件处理后

苎麻纤维表观形貌的变化，得出以下结论：
（１） 当 ＮＭＰ 质量分数不变时，随着预处理中

ＮａＯＨ 质量分数增加，苎麻纤维的断裂回转数和断裂

伸长率呈增加趋势，而断裂强度和初始模量呈降低趋

势；当预处理中 ＮａＯＨ 质量分数不变时，随着 ＮＭＰ 质

量分数增加，苎麻纤维的断裂回转数和断裂伸长率呈

增加趋势。
（２）ＮａＯＨ－ＮＭＰ 处理苎麻纤维的最优工艺为：

ＮａＯＨ 质量分数 ６％，ＮＭＰ 质量分数 １０％。 此时，苎麻

纤维 的 断 裂 回 转 数 为 ４６７ 次， 断 裂 强 度 为

５．２０ ｃＮ ／ ｄｔｅｘ，断裂伸长率为 ３． ８９％， 初 始 模 量 为

１３９．１３ ｃＮ ／ ｄｔｅｘ， 相 比 处 理 前 断 裂 回 转 数 增 加 了

６７．９９％，初始模量降低了 ５１．８９％，纤维表面光滑且无

劈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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