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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轻型羽绒服兼具了保暖、轻便、时尚等多重性能，以轻型羽绒服的钻绒问题作为切入点，调研了当前轻型羽绒服的缝

制工艺，分析了含绒量、面辅料及制作工艺对轻型羽绒服防钻绒性的影响，从面料结构设计、缝制工艺、充绒工艺及缝

制手法等方面给出了轻型羽绒服防钻绒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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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绒产品具有可持续、可复原、节约能源等独特优

势，是优良的保温材料［１］。 轻型羽绒服摆脱了传统的

“面包式”填充，以“轻”为主要设计理念，在提高御寒

性能的前提下，可保持服装的轻盈，使服装外观不臃

肿，有保暖性强、穿着轻巧等优点，受到各阶层消费者

的喜爱。 然而，轻型羽绒服常出现钻绒现象，影响了服

装质量和顾客穿着舒适度。 有效控制轻型羽绒服的钻

绒现象，成为生产企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在

市场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对生产环节的实践测试，探讨

了导致轻型羽绒服钻绒的因素及防钻绒的措施。

１　 轻型羽绒服钻绒机理
羽绒的构成单位是绒朵，每个绒朵又包含一定数

量的同质纤维，这些纤维互相之间具有一定的排斥力，
使纤维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羽绒变得蓬松。 当

羽绒装入面料时，受到面料的挤压后会产生向外的排

斥力。 当面料某处存在空隙，而斥力又足够大时，纤维

就会从空隙里穿出来，例如针眼处钻绒是较常见的钻

绒现象。 除此之外，面料结构（纱支、密度、紧度等）、
面料的透气性、羽绒的质量、洗涤方式、缝纫条件及缝

纫工艺等都会影响轻型羽绒服的钻绒性［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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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影响轻型羽绒服钻绒的因素
２．１　 面料

根据一些试验和研究结果可知，面料的透气性与

防钻绒性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面料的透气性越好，
面料越易钻绒；相反，则越不容易钻绒。 一般来说，影
响织物透气量的因素很多，如织物的密度、厚度、组织

结构与透气性等。 表面透气性在 ３０ ｍｍ ／ ｓ 以下的面

料，防钻绒效果能达到 ４ 级及以上。 目前轻型羽绒服

主要使用的是尼龙塔夫绸与 ＴＣ 布，通常要求面料面

密度高于 ２３０ 根 ／ ｃｍ２，否则可能出现钻绒现象。
２．２　 羽绒质量

为了降低羽绒服的钻绒量，羽绒服的含绒量要高，
并且要减少毛片，增加绒子，这样会大大减少挤压时羽

绒纤维随空气流钻出来的可能性。 通常情况下，羽绒

的含绒量越高，钻绒的可能性越低。 对轻型羽绒服而

言，８０％的绒朵、２０％的绒丝是含绒量的最低要求。 在

实际生产中，企业多选择 ９０％鸭绒含量，或是 ９５％鹅

绒含量。 鹅绒相比鸭绒纤维更长，钻绒的可能性更小，
也是做高档轻型羽绒服的首选原料。
２．３　 缝纫工具

在进行缝制时，需要考虑针线对服装钻绒性的影

响。 机针越粗，针眼越大，也更易钻绒。 通过调查发

现，目前大多数轻型羽绒服企业多采用 ＮＳ 陶瓷针。
陶瓷针比普通机针小一号，针头更细，针干为直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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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形纤细，可减少车缝时的穿透阻力，且机针表面镀陶

瓷膜，可以减少缝纫过程中热量的产生，降低面料断纱

率，且使线迹细腻不褶皱，从而降低羽绒带出率。 合理

运用机针是有效预防钻绒的重要手段之一，缝纫线要

使用防钻绒涤纶线。
２．４　 缝纫工艺

在轻型羽绒服缝纫工艺设计时，需考虑到不同款

式、不同线迹结构、不同衣片间的配置方式和包缝处

理。 良好的缝纫设计方案是预防轻型羽绒服钻绒的必

要前提。

３　 轻型羽绒服防钻绒工艺
随着我国面料生产技术的快速提升，目前市场上

在售轻型羽绒服从面料上直接钻绒的现象日渐减少，
多表现为绒子从针眼处钻出。 因此，在改善轻型羽绒

服钻绒的问题上应从服装的辅料、款式结构及缝纫工

艺下手，包括缝纫线品种、规格的选用，机针的号型及

款式设计［３］。
３．１　 面料结构设计

轻型羽绒服面料作为功能性织物，对于性能有较

高要求。 面料质量较差，羽绒就会外钻，既影响美观，
降低服装档次，又影响穿着者身体健康，因此，轻型羽

绒服面料必须具备防风透气及防钻绒的特点。 轻型羽

绒服的透气性是影响服装整体蓬松度的关键，且蓬松

度和钻绒性也是消费者在选购羽绒服时的衡量标准。
防止轻型羽绒服面料钻绒的方法有以下几种：在

保证面料透气性能、轻薄与柔软度不受到影响的基础

上，可在面料上覆膜和涂层；对具有较高密度的织物进

行防皱整理，从而使面料能够防钻绒；在面料的里层增

加一层胆布。 在注重面料防钻绒性能的前提下，还要

考虑面料的耐久性和抗磨损性，否则面料的磨损与破

损极易造成羽绒的钻出［４］。
３．２　 缝制工艺

３．２．１　 无缝贴合法

无缝轻型羽绒服的主要技术是采用复合胶水来粘

合两层面料，从而代替缝线来固定羽绒，由于没有机针

的穿刺，因此能达到良好的防钻绒效果。 该方法在制

作工艺上往往采用两层法，在传统羽绒服设计绗线的

位置压胶后将两层面料反面相对粘合在一起，留孔进

行羽绒填充。 此种制作工艺的优点在于没有在面料和

里料上留下针眼，因此羽绒钻出的几率相对减少很多。
但是，该方法中采用的复合胶水虽初次粘合度高，但耐

用性没有得到认可，随着轻型羽绒服的多次使用，面料

很有可能会脱胶。
３．２．２　 重新补面法

重新补面法主要是借助附加面料层来防止面料的

钻绒。 目前重新补面法的工艺主要有：（１）两层法，即
两层面料中间填充羽绒后进行绗线；（２）三层法，面料

与内胆料中间填充羽绒后进行绗线，最后缝合里料；
（３）四层法，两层内胆料中间填充羽绒，再连同面料一

起绗线，最后缝合里料。 这 ３ 种方法工艺难度不同，对
羽绒钻绒现象的影响也不同。 随着面料层数的增加，
羽绒服防钻绒的效果越明显，但同时羽绒服的质量也

增加。 因此，轻型羽绒服主要采用两层缝制法与三层

缝制法，在保证服装具有较好防钻绒性能的同时降低

服装的质量。
３．３　 充绒工艺

充绒工艺是羽绒服制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充绒手

法不同会直接影响轻型羽绒服的防钻绒效果，不同充

绒工艺的主要区别在于绗线的先后顺序。 绗线的作用

是固定羽绒、防止羽绒堆积，并达到美观的设计要

求［５］。 通过对产品生产环节观测及工艺师经验的积

累，目前防钻绒效果较好的充绒工艺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先充绒后绗线，是指先将面料各边缘缝合，形成袋

状（留一充绒口），充绒完毕后再缉明线，形成轻型羽

绒服表面的线迹效果；（２）先绗线后充绒，是指按衣片

结构裁片完成后，将衣片的线迹缉好后再充绒，最后将

各衣片缝合即可；（３）先复合后充绒，将所需要的面料

与里料按表面格纹造型和大小进行复合，再将复合好

的面料进行充绒，这样可以避免绒子从线迹针眼处钻

出；（４）按所需要的表面格纹造型和大小进行面料织

造，形成本身具有格纹的面料后再充绒，这样可避免绒

子从线迹针眼处钻出。
３．４　 缝型手法

面料拼接处的钻绒问题也较常见，例如侧缝处钻

绒问题，如何防治也是生产中一直关注的重点。 经生

产测试对比发现，不同缝型手法的选择是解决此问题

的核心。 轻型羽绒服常采用分缝、锁边、包缝、平缝等

多种缝型，其中防钻绒效果较好的主要有两种：（１）包
缝，侧缝处采用包边条进行包缝，这种工艺手法多运用

于轻型羽绒服表面的侧缝拼接处理；（２）平缝后锁边，
将轻型羽绒服的面料与里布拼接平缝，为防止从拼接

处钻绒，可用锁边机再进行锁边处理。
☞（下转第 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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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５ 可见，小车的配料仓 １ 用来接受粉末料仓

下落的浆料，配料仓由 ４ 个支撑杆 ４ 固定，在支撑杆的

上端安装有称重传感器 ３，配料时可将所配浆料质量

实时传给控制系统。 在配料仓的下端设置有放料口，
放料口处安装卸料电磁阀 ７，得电开启放料，小车下端

的联结块用来与丝杠螺母联结，小车两侧各安装两滑

块 ５ 与滑轨 ６ 配合，在小车运行中起导向作用。

３　 智能调浆系统工作流程
本设计的智能调浆系统工作流程图见图 ６。

图 ６　 智能调浆系统工作流程示意图

由图 ６ 可见，操作工人根据实际情况在控制系统

的工业 ＰＣ 上选定上浆的纱线类型，当 ＰＬＣ 通过检测

系统检测到浆槽内液位低于设定下限时，从含固率检

测系统中读取当前浆液含固率值，送至上位机工业

ＰＣ；上位机根据当前选用的浆纱品种调出对应的浆料

配方，再根据所需浆液的体积与当前浆槽内浆液的含

固率计算出各配料量，然后反馈给 ＰＬＣ；ＰＬＣ 得到数据

后开启配料系统，控制放料单元和接料单元进行选料

与计量；接料机构运行使配料小车运行至相应料仓，然
后对应料仓放料机构运行；步进电动机快速螺旋放料，
当浆料质量达到 ＰＬＣ 上位机计算给出值的 ９０％后采

用 ＰＩＤ 控制直到给料结束；当小车接料完毕，运行至

卸料位，开启卸料电磁阀卸下浆料至调浆桶，同时开启

液体计量泵向调浆桶内泵入定量助剂；当卸料完毕，计
量泵计量达到所需值时，开启电控球阀向调浆桶内注

入定量的水；待所有配料完毕，调浆桶开始加热、搅拌。
有些浆料、助剂需在特定的温度、ｐＨ 下才能发挥最佳

作用，可采用投料→调制→投料的方式，先后将浆料投

入调浆桶。 调浆完成后由输送泵送至浆纱机浆槽，完
成一次自动调浆。

４　 结　 语
本文从纺织车间实际生产应用出发，引入现代设

计理念，结合“互联网＋”与智能化技术，针对浆纱生产

研发出一种智能调浆系统。
（１）所设计的智能调浆系统可在浆纱机浆槽需要

补浆时，根据当前浆槽浆液含固率自动调配相应含固

率的浆液，使混合后浆液含固率达到工艺需求的最佳值。
（２）智能调浆系统的研发降低了对操作工人的化

学危害，且升级维护方便，为纺织企业节省了人力资

源，降低了运营成本，进而降低纺织品价格，提升企业

竞争力。
（３）整个调浆系统以工业 ＰＣ 和 ＰＬＣ 为控制中

枢，进行闭环控制，系统自动化程度高，运行安全、稳
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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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轻型羽绒服的防钻绒问题备受关注，只有从轻型

羽绒服的面辅料及制作工艺等多方面着手才能有效提

升面料的防钻绒性，从而更好地保证轻型羽绒服的轻

薄舒适及御寒保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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