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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面料纺织技术领域，具体公

开了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能够通过织物组织结

构实现仿针织的外观效果，通过组织设计以及织

物的原料、密度、纱线粗细、纱线的捻系数以及表

层组织、里层组织中各自经纱、纬纱的排列比等

织物规格的设计实现仿针织蓬松柔软的手感，实

现一种可以在多臂织机上生产的独特的仿针织

外观和手感的梭织面料，生产工艺简单可行，所

述的梭织仿针织面料美观、柔软、膨松，织成的中

厚型织物针织外观感强、手感舒适松软、保温性

好，可用作家居服装、床上用品、围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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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包括表层组织和里层组织，所述表层组织与里层

组织通过下接上接结方式连接而成的双层接结组织，所述表层组织为由仿针织面料线圈圈

环的外观模纹图转换成的组织，所述里层组织为斜纹组织；表层组织的经纱、纬纱根数均需

分别少于里层组织经纱、纬纱根数；表层组织的经纱、纬纱粗细程度均需分别大于里层组织

的经纱、纬纱粗细；织物中表层组织的经纱、纬纱的排列密度均需分别小于里层组织的经

纱、纬纱排列密度，所述表层组织与里层组织的经纱的根数排列比为1：2，纬纱的根数排列

比为1:2，表层组织中经纱密度110-120根/10cm,纬纱密度100-110根/10c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表层组织的经纱密度为

120根/10cm,里层组织的经纱密度为240根/10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里层组织选用2/2右斜纹

组织；采用下接上双层接结组织，接结点只安排一个循环中有两个接结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表层组织的经纱与纬纱均

采用21  S/2纯棉纱线，里层组织的经纱与纬纱均采用60S/2纯棉纱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表层组织中经纱和纬纱的

纱线捻系数均为305-330，里层组织中经纱和纬纱的纱线捻系数均为370-39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表层组织中经纱和纬纱的

纱线捻系数均为320，里层组织中经纱和纬纱的纱线捻系数均为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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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纺织面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形成方式和形成原理的差异，机织物与针织物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能和风格特

征。针织物是由孔状线圈形成的，具有透气性好、膨松、柔软、轻便等特点。纬编针织物线圈

是三度弯曲的空间曲线，当受力时，弯曲的纱线会伸直，圈柱和圈弧部段的纱线可以互相转

移，因此延伸度大、弹性好，柔软，抗皱性好、抗撕裂，悬垂性也较好。

[0003] 授权公开号CN103306005A公开了一种梭织仿针织罗纹面料的制作方法，以阳离子

ITY涤纶复合丝作为经纬线的原料，将经线和纬线分别做定型处理，形成坯布，将坯布在含

有纯碱及精炼剂的溶液中，平幅连续精炼，预定型处理，碱减量处理，染整上色最后进行拉

幅定型来保证纱线的延伸性与弹性来达到仿针织的效果。该专利着重从原料和后整理方面

模仿针织品的手感。

[0004] 授权公告号CN202881549U公开了一种梭织仿针织罗纹面料，一种梭织仿针织罗纹

面料，其包括有S捻向的经线及与S捻向的经线相间排列的Z捻向的经线及与S捻向的经线和

Z捻向的经线交织于一起的Z捻向纬线，所述Z捻向纬线通过梭织的方式与S捻向的经线和Z

捻向的经线交织于一起，本实用新型生产出来的梭织仿针织罗纹面料的线条呈Y型，且该种

纺织面料的强度、伸长、弹性、柔性、光泽和手感等特质都有所提高。此专利着重通过纱线不

同的捻向相间排列在定型收缩的工艺下产生相互收缩而形成仿针织罗纹的外观效果，工艺

相对复杂，且纱线捻系数较高，不利于针织柔软手感的模仿。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该面料通过组织结构、

织物规格等等方面独特的织物设计方法，公开了一个可以在多臂织机上生产的膨松柔软、

仿针织外观和手感的梭织产品。

[0006] 为解决现有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包括表层组织和里层组织，所述表层组织与里层组织通过

下接上接结方式连接而成的双层接结组织，所述表层组织为由仿针织面料线圈圈环的外观

模纹图转换成的组织，所述里层组织为斜纹组织；表层组织的经纱、纬纱根数均需分别少于

里层组织经纱、纬纱根数；表层组织的经纱、纬纱粗细程度均需分别大于里层组织的经纱、

纬纱粗细；织物中表层组织的经纱、纬纱的排列密度均需分别小于里层组织的经纱、纬纱排

列密度，所述表层组织与里层组织的经纱的根数排列比为1：2，纬纱的根数排列比为1:2，表

层组织中经纱密度110-120根/10cm,纬纱密度100-110根/10cm。

[0008] 作为改进的是，表层组织的经纱密度为120根/10cm ,里层组织的经纱密度为240

根/10cm。

[0009] 作为改进的是，里层组织选用2/2右斜纹组织；采用下接上双层接结组织，接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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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安排一个循环中有两个接结点，采用下接上双层接结组织，接结点只安排一个循环中有

两个接结点，不硬板，形成柔软、厚实、手感蓬松的仿针织外观和手感风格的梭织面料。

[0010] 作为改进的是，步骤4中表层组织的经纱与纬纱均采用21  S/2纯棉纱线，里层组织

的经纱与纬纱均采用60S/2纯棉纱线。

[0011] 作为改进的是，表层组织中经纱和纬纱的纱线捻系数均为305-330，里层组织中经

纱和纬纱的纱线捻系数均为370-390。

[0012] 进一步改进的是，表层组织中经纱和纬纱的纱线捻系数均为320，里层组织中经纱

和纬纱的纱线捻系数均为380。

[0013] 对于上述梭织仿针织面料的织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确定

仿针织面料线圈圈环的外观模纹图；步骤2，确定由针织线圈模纹转换成的梭织物表层组织

结构图；步骤3，为实现梭织仿针织面料的外观及仿针织的柔软膨松的风格效果，同时又保

证织物的强度，确定梭织仿针织面料的织物结构采用表层组织和里层组织相连接的双层接

结组织，所述表层组织以仿针织面料线圈圈环的外观模纹图转换成的组织，所述里层组织

为斜纹组织；步骤4，为实现梭织仿针织面料的外观及仿针织的柔软膨松的风格效果，表层

组织的经纱、纬纱根数均需分别少于里层组织经纱、纬纱根数；表层组织的经纱、纬纱粗细

程度均需分别大于里层组织的经纱、纬纱粗细；织物中表层组织的经纱、纬纱的排列密度均

需分别小于里层组织的经纱、纬纱排列密度；确定表层组织与里层组织的经纱的根数排列

比为1：2，纬纱的根数排列比为1:2；确定纱线粗细以及材料；确定织物中表层组织中经纱密

度110-120根/10cm,纬纱密度100-110根/10cm;  步骤5，表层组织和里层组织采用以表层经

纱和里层纬纱交织的方式为连接方式，即下接上接结方式，确定下接上接结双层组织结构

图。

[0014] 有益效果：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该面料结构简单，能够

通过织物组织结构实现仿针织的外观效果，通过组织设计以及织物的密度、纱线粗细、捻系

数、以及表层组织、里层组织中各自经纱、纬纱的排列比等织物规格的设计实现仿针织蓬松

柔软的手感，所述的仿针织织物美观、柔软、膨松，织成的中厚型织物针织感强、手感松软、

保温性好，可用作家居服装、床上用品、围巾等等。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仿针织线圈结构模纹的局部模纹图和整体效果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由针织线圈模纹转换成的梭织物表层组织的组织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梭织物里层组织的组织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梭织物表层组织与里层组织相连接的接结组织

图；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梭织物下接上方式连接的接结双层组织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2] 一种梭织仿针织面料，包括表层组织和里层组织，所述表层组织与里层组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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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接上接结方式连接而成的双层接结组织，所述表层组织为由仿针织面料线圈圈环的外观

模纹图转换成的组织，所述里层组织为斜纹组织，表层组织的经纱、纬纱根数均需分别少于

里层组织经纱、纬纱根数；表层组织的经纱、纬纱粗细程度均需分别大于里层组织的经纱、

纬纱粗细；织物中表层组织的经纱、纬纱的排列密度均需分别小于里层组织的经纱、纬纱排

列密度，所述表层组织与里层组织的经纱的根数排列比为1：2，纬纱的根数排列比为1:2，表

层组织中经纱密度110-120根/10cm,纬纱密度100-110根/10cm。

[0023] 为形成针织圈环效果，绘制类圈环模纹；如图1所示，所述针织圈环模纹表现为经

浮长跨越于纬浮长之间，相邻两条经浮长线或纬浮长呈一定的错位交叉配置并相互连接，

形成针织圈环状效果。

[0024] 再如图2所示，根据针织线圈模纹作出仿针织梭织物表面组织结构图，纵向浮线处

理为经浮长，横向浮线处理为纬浮长线，圈环中间处理为平纹，呈凹进效果，突出仿针织的

圈环效果。

[0025] 再如图3-5所示，所述梭织仿针织面料以图2为表面组织，配置图3 的2/2右斜纹里

层组织并以图4下接上方式连接，接结组织图如图5，既保证一定的牢度和厚度，同时更加突

出针织圈环外观，这样可形成柔软、厚实、手感蓬松的仿针织面料。

[0026] 上述梭织仿针织面料的织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步骤(1) ,确定梭织仿针织面料的仿针织线圈模纹，经浮长跨越于纬浮长之间，相

邻两条经浮长线或纬浮长呈一定的错位交叉配置并相互连接，形成针织圈环状效果；

[0028] 步骤(2) ,  将模纹转换为表层组织图，纵向浮线处理为经浮长，横向浮线处理为纬

浮长线，圈环中间处理为平纹，呈凹进效果，突出仿针织的圈环效果。

[0029] 步骤(3) , 以步骤（2）组织图作为双层组织的表层组织，以2/2右斜纹为里层组织，

表层经纱与里层经纱根数排列比为1:2，表层纬纱与里层纬纱根数排列比为1:2；织物中表

层经纬纱捻系数选用320，里层经纬纱捻系数选用380。织物中经纱总经密为360根/10cm,织

物中纬纱总纬密为330根/10cm，其中表层经纱密度为120根/10cm,里层经纱密度为240根/

10cm,表层纬纱密度为110根/10cm,里层纬纱密度为220根/10cm。

[0030] 步骤(4) ,将表层组织和里层组织按照一定方式连接，采用以表层经纱和里层纬纱

交织的方式为连接方式，即下接上接结方式，确定下接上接结双层组织，接结点只安排一个

循环中两个接结点，不硬板，形成柔软、厚实、手感蓬松的仿针织外观和手感风格的梭织面

料。

[0031] 在上述的选材中，所述表层组织和里层组织中经纱和纬纱选用天然纤维或再生纤

维素纤维。作为优化选择的材料是，所述表层组织和里层组织中经纱和纬纱选用纯棉、天丝

或莫代尔纤维。

[0032]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实用新型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

精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实用新型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及其等同

技术的范围之内，则本实用新型也意图包括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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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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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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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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