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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计算》

前言

《棉纺织计算》原由棉纺织专家庄心光先生编著，已发行两版，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第2版出版已
有十多年了。中国纺织出版社根据读者的需求，并结合当前纺织工业蓬勃发展的形势，组织编写了
第3版。庄心光先生因年迈等原因，不能参加编写，对他所著原书的贡献，特表感谢和敬意。本书修
订中，对原格局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增加了棉纺生产技术的核心——工艺设计计算一章；删去机械计
算基础一章以及部分实际计算示例。编写内容力求：文字紧凑、内容创新、层次清晰、简明扼要，同
时强化实用性和对生产的指导性；强调以当代纺织设备为依据。本书修改比例达到70％以上。编写人
员老、中、青结合，以利于承上启下，优势互补。本书由刘荣清、孟进主编，负责全书的策划、组织
、统稿。各章节编写人员及分工如下：刘荣清、张伟敏：第一章一第三章，第四章第一节。江日金：
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章第十五节。孟进、金云：第五章第一节～第十二节。张孝冲：第五章第十三节
、第十四节。罗军：第五章第十六节。徐佐良：第六章、第七章。本书承有关方面提供资料，周平协
助精梳部分编写；谢英、周萌等协助绘图、打字整理；特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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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计算》

内容概要

《棉纺织计算(第3版)》内容包括棉纺织日常需要的工艺、设备、统计计划的各种计算。全书共七章，
第一章为棉纺纤维计算，第二章为棉纱线计算，第三章为棉布计算，第四章为棉纺织工艺设计计算和
配置，第五章为棉纺织机械计算和设定，第六章为棉纺织设备产量及开台数计算，第七章为生产供应
、产品储备和生产容器的计算。
《棉纺织计算(第3版)》可供棉纺织工艺、设备相关技术人员和生产计划、统计人员阅读，也可作为职
工技术培训的教材，还可供纺织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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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计算》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棉纺纤维计算第一节 纤维指标的计算一、原棉长度指标的计算（一）手扯长度（二）拜氏法
长度（三）韦氏法长度（四）茹可夫仪长度（五）照影仪长度（六）HVI仪长度二、纤维细度指标的
计算（一）纤维细度指标及测试方法（二）纤维细度的换算公式三、原棉成熟度指标的计算（一）中
腔胞壁对比成熟度指标（二）偏振光显微法成熟度指标（三）氢氧化钠膨胀法成熟度指标（四）AFIS
仪测定法成熟度指标（五）成熟度指标的换算公式四、棉纤维断裂强伸度指标计算（一）纤维强伸度
测试指标（二）纤维强伸度指标计算五、HVI纺纱一致性系数SCI值计算六、纤维回潮率和含水率的计
算（一）回潮率和含水率的计算公式（二）回潮率与含水率的换算公式七、原棉含杂率的计算八、纤
维可纺性经验公式九、异形纤维异形度的计算（一）纤维异形特征指标（二）纤维径向异形度（三）
纤维截面异形度第二节 配棉的计算一、配棉主要指标二、配棉平均指标的计算示例第三节 用棉量的
计算一、原棉、化纤公定重量的计算二、用棉量（用纤量）计算（一）单位用棉量（二）车间制成率
、落棉率、超欠杂率及盈亏率的计算第四节 落棉试验落棉率和除杂效率的计算一、开清棉落棉率和除
杂效率的计算公式二、梳棉机落棉率和除杂效率计算公式三、清梳联落棉率和除杂效率计算公式四、
精梳机落棉指标计算公式第二章 棉纱线计算第一节 纱线细度的计算一、棉纱线线密度、支数的计算
二、线密度、支数的换算公式三、股线线密度与支数的计算公式四、花式线、花色线线密度及支数的
表示方法五、纺纱定量与线密度换算六、平均线密度和平均支数的计算（一）平均线密度的计算方法
（二）平均支数的计算方法第二节 公定回潮率和混纺比的计算一、纱线的混纺比例二、混纺比与公定
回潮率的计算（一）混纺纱线公定回潮率计算（二）干重混纺比和公定重量混纺比的换算（以两组分
纤维为例）第三节 纱线直径的计算一、纱线直径的理论计算（一）纱线直径的理论计算公式（二）纱
线的密度值二、常用纱线直径的计算公式第四节 纱线截面纤维根数的计算一、纱线截面纤维根数的传
统计算公式二、纱线截面纤维根数计算式的推导（一）纱线截面纤维根数的含义（二）纱线截面纤维
根数计算式（三）纱线截面纤维根数计算修正式（四）纱线截面中纤维充满系数的分析（五）计算实
例第五节 混纺纱线组合含纤维根数百分率和重量百分率的换算一、纱线含纤维百分率和重量百分率的
换算公式二、常用纤维的密度第六节 纱线捻度的计算一、纱线捻度的指标（一）捻向（二）纱线捻度
（三）纱线捻系数二、线密度制与公制、英制捻度的换算三、线密度制与公制、英制捻系数的换算（
一）公定回潮率相同（二）公定回潮率不同四、粗纱捻系数的计算五、纱线捻缩率、捻伸率的估算（
一）单纱捻缩率（二）股线捻伸率、捻缩率第七节 纱线线密度和定量设计一、单纱线密度和定量设计
二、股线及其单纱线密度和定量设计第八节 纱线强力的计算（一）纱线强力主要指标计算（二）纱线
强力的其他指标第九节 纱线线密度（支数）偏差的计算一、线密度（百米重量）偏差的计算二、支数
偏差的计算第十节 十万米纱疵的计算和考核第十一节 纱线质量指标变异不匀率的计算一、纱线质量
变异不匀率评定指标（一）极差和极差系数（二）平均差和平均差系数（三）均方差和变异系数二、
极差系数、平均差系数、变异系数的评述和应用第十二节 纱线规律性（周期性）条干不匀波长的计算
和分析一、纱线条干不匀规律波波长的计算（一）本工序规律波的波长（二）细纱工序规律波的波长
二、某工序有缺陷部件的转速计算第三章 棉布计算第一节 织物缩率和匹长计算一、织物的经纬纱缩
率二、织物的匹长第二节 棉布重量的计算一、一平方米棉布的无浆干重的计算二、布重的计算（一）
经纱重量（二）实际上浆重量（三）纬纱重量第三节 织物紧度的计算第四节 织物断裂强度的计算第
四章 棉纺织工艺设计计算和配置第一节 纺纱工艺设计计算和配置一、纺纱方法分类和选择二、开清
棉工序工艺设计计算和配置（一）开清棉流程设备选择（二）特殊纤维和原棉的预处理（三）主要开
清棉工艺参数及配置（四）开清棉主要工艺设计计算和配置三、梳棉工序工艺设计计算和配置（一）
生条定量的配置（二）梳棉机产量、出条速度的设定（三）梳棉机锡林直径和锡林速度的配置（四）
刺辊速度的配置（五）梳棉纤维梳理度的计算（六）盖板速度的配置（七）给棉板分梳长度的调整（
八）梳棉机主要隔距的配置（九）梳棉机罗拉预牵伸的配置（十）分梳元件的选配四、精梳工序工艺
设计计算和配置（一）精梳准备工艺的配置与选择（二）精梳小卷定量的计算和配置（三）精梳条定
量和精梳机牵伸倍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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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计算》

章节摘录

插图：知道了各机的供应能力，对生产供应调度来说有很多用处，既便于核算各车间相应的开机台数
，又可根据各车间开机台数来核算和预算供应情况。在设计固定供应的机器综合组时，可根据上式计
算结果考虑固定供应的机台比例。若不符合需要，可重新制订计划产量，调整计划产量中的某些相关
因素，如线密度、输出部分转速和生产效率等。应当注意，这些因素经调整后就会关系到其他一系列
问题。例如，改变线密度就会影响总牵伸倍数的变化，也就需要在其他工序中作相应的调整，这一相
应的调整又必然会影响其他工序的生产量，如果要使这一工序的生产量不受影响，就必须适当减慢（
加快）车速或减少（增加）机台数。不仅如此，还需考虑机器的排列和劳动组织，这些互相影响的问
题，必须全面考虑，通盘筹划。第二节新产品小批量生产时间计算一、小量试纺织为摸清新产品的原
料、工艺、设备、操作、温湿度适应性等情况，新产品在正式投产前有必要先作小量试纺试织，这一
过程以少量快速为宜。通过试纺、试织，可以了解生产过程中的情况，最主要的是能直观地获得产品
的质量数据，据此可以调整生产中的各项参数。二、一条龙配套生产在制订好合适的配料、工艺、设
备等方案的情况下，如果该新产品批量较大，产品很重要，且准备长期批量生产，则宜先安排一条龙
供应生产。纺部宜以一台细纱机为单位，前后配套；织部宜以一组织机（4～8台）为单位，前后配套
。在一条龙供应生产一切正常后方可正式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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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计算》

编辑推荐

《棉纺织计算(第3版)》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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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计算》

精彩短评

1、不错的一本书，实用。
2、在我们这工具书不好买，亚马逊上挺全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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