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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经深纬变化芦席斜纹色织面料的设计

郭新月， 杨　 雪， 王艺琰， 徐　 阳， 王鸿博
（江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 为了丰富色织面料的花纹纹样，增加其外观表现效果，采用浅色精梳紧密纺棉纱作为经纱，深色天丝短纤纱作为纬

纱，结合变化芦席斜纹组织，并搭配浅经深纬的颜色组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常规机织物纵横交织的外观，花纹倾斜

且具有空间立体视觉效果。 织物整体风格内敛，同时，两种原料的特性又赋予了织物良好的服用性能。 通过对工艺

流程的设计及关键工艺参数的探讨，为实际生产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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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环境和生态问题愈加关注，“清洁生

产”“绿色产品”“生态纺织品”等概念已深入纺织品的

生产、贸易和消费领域［１］，色织面料较印染面料环境

友好、污染小而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同时绿色环保纤

维的应用也逐渐受到重视。
除提花色织物外，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色织物多为

纯色或条格花纹，品种较为单一，且多为纯棉织物。 为

丰富色织物花纹纹样，本文采用白色精梳紧密纺棉经

纱和深色天丝短纤纬纱进行交织，结合变化芦席斜纹

组织，搭配浅经深纬的颜色组合，拟形成一种不同于常

规机织物横经纵纬织纹的外观，力求达到花纹倾斜且

有空间立体感的视觉效果。 天丝的搭配使用使织物相

较纯棉织物更加舒适、亲肤 、飘逸、耐磨。

１　 面料设计开发
１．１　 纱线设计

本文开发的高档色织面料对手感、光泽、挺括性等

都有较高要求，可通过经纬纱线不同原料的搭配使其

兼具天然纤维和合成纤维面料的优点。
经纱选用 ９． ７２ ｔｅｘ （６０ｓ ）纯棉紧密纺纱线，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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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 捻 ／ １０ ｃｍ，捻系数 ３９５，Ｚ 捻。 其毛羽少、强力高，
织造过程中不易断头，可保证织造效率，且生产工艺较

为成熟。 纬纱选用 ９．７２ ｔｅｘ（６０ｓ）天丝，捻度 １０３ 捻 ／
１０ ｃｍ，捻系数 ３２０，Ｓ 捻。 其制造流程环保，且具有优

良的舒适性、强度、悬垂性，色彩鲜艳，手感柔软，光泽

优雅［２］。 两者的搭配克服了纯棉织物湿强小、易缩水

和易变形的缺点，同时为织物增加了光泽。 此外，经纬

纱线异捻向的配合使交织点更加突出，增加了花纹的

立体效果。
１．２　 组织设计

芦席斜纹是一种变化斜纹组织，通过变化斜纹线

的方向，将织物组织沿着对角线分成 ４ 个区域，分别由

左斜纹和右斜纹组成，织物外观类似编制的芦席，其组

织图见图 １。

图 １　 芦席斜纹组织图

本设计通过改变芦席斜纹组织中各条斜纹线的组

织点个数以及起始点位置，并且调整意匠图经纬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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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使纹路连续，设计出一种全新的变化芦席斜纹组

织，其织物组织上机图见图 ２。

图 ２　 变化芦席斜纹组织上机图

如图 ２ 所示，通过对芦席斜纹组织进行变化解构，
改变各条斜纹线的组织点个数以及起始点位置，使布

面形成有别于常规织物纵横交织织纹的倾斜交织效

果，且织物的斜纹斜向更加明显，呈现出交叉立体的网

状结构的视觉效果，具有较好的空间感和立体感。
如图 ２ 所示，在花型意匠图的中央部分增加纬组

织点，缩短了连续浮长线的长度，使形成的织物不易钩挂。
１．３　 色纱排列设计

为使织物层次丰富，立体效果更加明显，本设计运

用互补色相原理，配合使用在色相环上相距 １８０°左右

的两种颜色，使织物呈颜色对比鲜明、强烈、饱满、丰富

的视觉效果［３］。 纬纱选择深色系，如藏青、深蓝等颜

色，深沉内敛；经纱选择浅色棉纱，简洁优雅，明快而富

有活力。
浅经深纬的搭配，使面料颜色对比鲜明，纹路立体

凸出，呈现出简约、硬朗的轮廓，以及雅致内敛的风格，
既有平整光滑的触感，又有凹凸有致的视觉效果，给人

以空间错位的感官刺激。 织物的外观效果模拟图见图 ３。

图 ３　 织物外观效果模拟图

１．４　 织物规格设计

由于经纬纱线均为 ９．７２ ｔｅｘ（６０ｓ）中高支纱，且为

了加强织物的立体视觉效果，采用每筘 ３ 入的穿筘方

式，筘号为 ２２４ 筘 ／ １０ ｃｍ，同时为了突出纬向天丝的服

用性能，应尽量降低织物结构相，增加织物纬密，因此

织物坯布的经纬密度分别为 ６６９．３、４７２ 根 ／ １０ ｃｍ。

虽然变化芦席斜纹织物的经纬交织点相对较少，
但由于织物高支高密，故设计边纱根数为左右布边各

７２ 根， 共 １４４ 根， 布边密度略高于布身密度， 取

６９２．９ 根 ／ １０ ｃｍ，布边组织为平纹，并另起两页综框进

行织制。

２　 生产工艺
２．１　 生产工艺流程

经纱织前准备：松式络筒→漂白→紧式络筒→整

经→浆纱→穿经

纬纱织前准备：松式络筒→漂白染色→紧式络筒

经纱＋纬纱：织前准备→织造→验布修布→后整

理工艺（烧毛退浆→丝光→液氨→ｐＨ 水洗→预柔软

→潮交联→拉幅定型→预缩）→成品检验→分等→打

卷入库

２．２　 关键工艺设计要点

２．２．１　 织前准备

纬纱的原料为天丝，天丝虽有较好的强伸度，纤维

平滑富有弹性，综合力学性能优良，但易吸湿，塑性变

形大，表面毛羽多，耐磨性差，生产加工过程中极易脆

断［４］，因此络筒时应选择小张力、中等速度。
色织面料纱线在浆纱之前已经进行了煮、漂、染

色、皂洗加工等处理，纱线结构变得松散，亲水性增加，
利于浆液的渗透，因此上浆率一般比白坯布的上浆率

低 １％～２％［５］，本文中面料的上浆率为 １１．８％。 同时，
应合理安排色纱上浆顺序，防止上浆过程中出现荧光

沾污和有色毛羽沾污等情况［５］。
２．２．２　 织造工艺

由于剑杆织机梭口高度小，多配置较大的上机张

力，有利于打紧纬纱；同时剑杆织机经纱张力中央大、
两侧小，若上机张力过低，织机两侧经纱必然开口不

清，而大张力有利于开清梭口使纬纱顺利交接［６］。 综

合分析，采用大张力利大于弊，所以设置张力为（４．０±
０．５）ｋＮ。

由于斜纹织物筘路疵点不明显，采用中后梁或低

后梁可以使织纹更加平直；经纬密大、紧度高的织物，
为了开清梭口和减少打纬时织口游动，采用短后梁以

获得强打纬效应［５］。 因此，设置为后梁高＋２、深 ６ 格。
剑杆织机开口时间早时，梭口闭合也早，剑头在退

出梭口时，易造成剑杆对边经纱的摩擦过多；同时，由
于下层经纱过早上抬，使剑带与导剑钩之间的摩擦加

剧，因此剑杆织机多采用迟开口工艺，一般都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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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 但当开口过迟，剑杆进梭口时梭口尚未开足，则
剑头易割断边部经纱［７］，因此，将开口时间设定为 ３２１°。
２．２．３　 染整工艺

天丝作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可选用直接、活性或还

原染料进行染色，但由于直接染料染色牢度达不到所

需要求，还原染料高温高碱的染色条件会破坏天丝抗

原纤化性能，所以一般选择活性染料染色［８］。 同时棉

纤维染色也可使用活性染料，染料能直接溶于水，色谱

齐全，色泽鲜艳，使用方便，价格适中，湿处理色牢度优

良，因此，从加工成本、色牢度指标、纤维损伤程度等因

素考虑，选用活性染料进行染色。
对于棉 ／天丝交织织物而言，丝光工艺主要针对的

是棉纤维，通过丝光可以提高织物的光泽和得色率，使
棉纤维与天丝获得良好的同色性。 但是丝光也会对天

丝纤维产生强烈的膨化作用，因此应适当降低丝光碱

浓度［９］。

３　 结　 语
（１）本文通过对芦席斜纹组织进行变化解构，改

变各条斜纹线的组织点个数以及起始点位置，得到了

一种斜纹斜向效果更加明显的变化芦席斜纹组织，使
织物形成了区别于常规织物纵横交织织纹的倾斜交织

外观，呈现出交叉立体的网状结构的视觉效果，具有较

好的空间感和立体感。
（２）纬纱的颜色选择深色系，如藏青、深蓝等，深

沉内敛；经纱选择漂白纱，简洁优雅、明快而富有活力。
浅经深纬的搭配，使面料颜色对比鲜明，纹路立体凸

出，既有平整光滑的触感，又有凹凸有致的视觉效果。
（３）通过织物规格设计和上机工艺参数的调整突

出了纬向天丝的特点，得到的织物克服了纯棉织物易

缩水和变形的缺点，同时增加了天丝的触感和光泽。
（４）通过工艺计算和关键工艺技术分析确定了织

物经纬密度、布边设计、各工序关键工艺参数等，为实

际生产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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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处理后的涤 ／粘织物强力有所降低，涤纶表面出现凹

槽和沟壑，直径变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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