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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并条机若干 问题的剖析
刘国涛 顾乃康

( 纺 工 系 )

1压力棒牵伸问题

0 7年代以来
,

并条机上压力棒牵伸有逐渐取代其他牵伸机构 型 式 的 趋 势
,

最 近 西 德

Z in s e r
公司的 7 2 2 / 2并条机已由7 2 。 / 2五上三下多皮辊式曲线牵伸改为三上三 下 压 力棒式曲

线牵伸加导向辊
。

究其原因主要是多皮辊式曲线牵伸的附加摩擦力界延伸长度较短
。

第二皮

辊直径偏小
,

转速较快
,

容易绕花
,

且在整体组合中二
、

三皮辊隔距仅有 1毫米
,

绕花后 易轧

死
,

导致皮辊变形
。

南通棉纺织实验工厂曾对 iZ sn e r
72 0 / 2 与 H o w a F L E M CI 一 K在同原

料同条件下作了对比试验
,

结果如表 1所示
。

表 1 对 比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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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压力棒牵伸具有提高条干水平的优越性
,

它有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主

流
。

1
.

1 压力棒牵伸的理论分析

众所周知
,

压力棒的主要特点是能在牵伸区中提供一附加摩擦力界
,

使该处的须条受到

张紧密集
,

促使纤维变速点前移而且稳定
。

为了能说明问题
,

特作如下分析
:

为使问题简化
,

设包围在压力棒上的纤维层近似地为机械学中的传动带模型
,

由图 1 知

T Z = T l e “ e o

以及 T = T le 门

式中

T I 、

T Z

— 压力棒入
、

出口处纤维层受到的张力
。

T

— 压力棒上角 0 处纤维受到的张力
。

O。—
一

纤维在压力棒上的包围弧
。

本文 1 9吕7年 9 月 1 3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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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得到任一纤维段 ds 的力学方程
:

d N= Ts in d e /2 + (T一 d T)

s in
d e /2 澎 de /2 ,

且 dT
s i o dO / 2郊 d T

.

s i n d e / 2

dg / 2侣。 ,

从而有
:

{于 do , 0
,

所以
d N 二 T d e 二 T ;砂 e do

二
是

,
作用子 ds

段纤维上的压强 P 为
:

( 1 )
P = dN / l

一

ds 二 dN /卜 R
一

d o
= T 、砂 .

/王R

氏中
:

忍

一
纤维层宽度

。

R

一压力棒曲率半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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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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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

说 明
:

即 V = 剐万7石
,

R = 0
。

6 e m

纤维比容 V 与压强 P 的关系为 P 犷
“ = 即 ` ] ,

质有关
。

将 (1 )式代入
,
得

:

a
、

吞是实 验常数
,

与 纤维性

V = 刀R I乡/ T
l e卜 9 = 刀R l b / T

, · e 一“ , j
a

( 2 )

为了更直观地看出 V 与纤维性质 ( a 、

b
、
协 )

,

压力棒半径 R
,

以及纤维层作用宽度 卫

的关系
,

在假定 T ;
不变的条件下

,

得 V与各参数间的关系曲线 ( 图 2 )
。

为了进一步说明由压力棒产生的压强 P 对纤维层中纤维的影响
,

我们从一束须条中抽引

一根纤维时
,

该纤维受到的静
、

动态抽引力 11[ 设为
:

f
。
二 f

。
+ C

。

P

f` = Y
.

f
:

其中 厂
。

一一经验常数
,

表示须条中纤维之间的抱合力
。

C

— 经验常数
,

表示压力影响因素
。

丫

— 摩擦常数
,

由实验知 Y 二 2[ ,
lo

f
: 、

儿— 纤维单位长度上静
、

动态抽引力
。

在牵伸区中如果不设压力棒
,

则 P = o ,

那么 fs
。

= fo
,

即静态抽引力等于纤维 间的 抱合

力
。

由式 ( 1) 知
,

压力棒上角 e 处纤维受到的静态抽 引力应为
:

f
,
= f

。
+ e ·

P = f
。
+ C

·

T , e ” .
/及

一

l

所以
,

使用压力棒后
,

纤维在 e 处的静态抽引力增量 △f
:
为

:

△fS
二
fS 一 fS

。 = C T l e 协. / R I ( 3 )

同理可知
,

动态抽引力增量 △ f d 为
:

△f` = ZC
.

T , e ” e
/R

·

l ( 4 )

我们将不同的 R或 l条件下的 △fs 一 e 的关系作图 ( 图 3 )
,

以便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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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某一纤维在压力棒上的整个包围角为 0
。 ,

则其静
、

动态抽引力的总增量分别为
:

△ ,` ds =

{
。

c T Ì ,· “̀ ` R“ ”
O

O臼O

了...é

一一F△

= C T : (砂 ,
o
一 ) /卜l ( 5 )

△尸` = ZC T :
(砂 . 0 一 1 ) /林 l ( 6 )

由上述分析
,

在乃不变条件下可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

1
.

1
.

1 由式 ( 2 )与图 2 可知
,

使用压力棒后可使作用弧上的纤维层密集
,

纤维层 比 容呈自

然曲线 。 一 协“ a/ 递减
,

亦即密度呈 砂。 a/ 增加
。

密度的增加是缓和的
,

没有密度突变区域
。

此

外
,

纤维层比容随压力棒曲率半径的增大或随纤维层宽度的增大而增大
。

由于从压力棒入口

到出口纤维层密度呈渐增趋势
,

从而使附加摩擦力界强度也是渐增的
。

1
.

1
。

2 从式 ( 3 )
、

( 4 )及图 3 可以看出
,

纤维层中纤维单位长度的抽引力
,

从压 力棒进口

到出口呈递增趋势
,

也就是说慢速纤维对快速纤维的控制力沿压力棒自进 口到出 口 是 递 增

的
,

这样快速纤维对慢速纤维的引导力也渐大
,

这有利于伸直纤维
,

减少弯钩
。

1
.

1
.

3 根据牵伸理论
,

若要使纤维由慢速运动转变为快速稳定运动
,

那么慢速 纤维 最大静

态抽引力必须小于快速纤维动态抽引力
。

正如式 ( 5 )
、

( 6 )表明的
,

纤维经压力棒后
,

产生

一抽引力增量 (与不设压力棒相比 )
。

如图 4 所示
, x 表示没有压力棒时纤维的平均变速点位

置
,

在该处
,

慢速纤维的最大静态抽引力小于快速纤维的动态抽引力
。

但设置压力棒后
,

由

于慢速纤维 ( 主要是指慢速纤维中的浮游纤维 )有一静态抽引力增量 △F s ,

在 x 处无法满足纤

维变速条件
。

只有继续前进 △x
后

,

该处的快速纤维的动态抽引力才能克服 这一增量
,

实现

纤维变速
,

此时 x’ <
x 。

有人 l3[ 曾用三上四下曲线牵伸与压力棒牵伸作过 对比 试验
,

结果如

下
:

压力棒型
: x, “ 2

.

7 6 35 m m

3 / 4型
:

(三上四下 ) : x 二 5
.

0 5 4 3m m

故设置压力棒使纤维变速点前移是有力学依据的
。

1
.

1
.

4 压力棒对纤维层的控制不同于罗拉钳口
,

后者对纤维实现
“ 强握持

” ,

作 用于 纤维

层 上的压强大
,

是实现牵伸的必要条件之一
。

而前者对纤维施以有弹性的控制
,

靠纤维绕过

压力棒产生压强使纤维层密集
,

增加纤维间的抱合力与摩擦力
。

从式 ( 5 )
、

( 6 )知
,

抽引力

与 T ,
成正比

,

而 T : 的大小与后钳 口的加压量
,

纤维层在中罗拉上的包围弧长 以及受控纤维

量等因素有关
,

如果加压 量等因素均不变
,

T : 与纤维量多少有关
。

喂入的纤维量多
,

T ,
大 ,

反之则小
。

由于压力棒的存在
,

T ,
变化可反映到抽引力增量上

。

当喂入的纤维量 增 多 时
,

T l增大
,

抽引力增量也相应增大
,

由上述第 ( 3 )点知
,

变速点位置将前移
,

有使须条中粗块

拉细的趋势 , 反之
,

若喂入的纤维量减少
,

则 T : 也减少
,

抽引力增量减弱
,

变速点位置将

后移
,

有减小须条细节的作用
。

因此
,

压力棒的这种弹性微调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

1
.

2 压力棒在牵伸 区中的位置问题

根据苏联学者 A
.

A
.

n e B 。 ,
对压力棒的研究 l2[

,

为了使纤维能在压力棒上顺利通过
,

须

满足下式
:

( N
。

/ E I ) (
x
一 R + 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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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纤维变速点位置 图 5 后粉 口到压力棒入 口距 离

x) 。 k

小 E/ N
。
十 R一 l ( 7)

其中
x一一后钳口到压力棒入 口处的距离 (图 5 )

N。一一纤维层中的纤维数

R一一前区中心距

l一一纤维名义长度

Z一一牵伸倍数
。 k 二 b/ d

,

石一一纤维层宽度
,

d一一纤维平均直径
。

下面用式 ( 7 )来说明 日本 H A R A 公司的 C H E R R Y D一40 0 M T 并条机 压力棒配置的

情况
。

根据常州五棉的生产工艺是
:

N
。 = 2

.

41 x 10 4 x : 根
,

其中
:
是须条的 并 合数

。

纤维

层宽度 西= 1 2 o m m
,

纤维平均直径 d = 1 2
.

0 6卜m
,

纤维名义 长 度 l 二 3 a m m
, 。 k = 西/ d

= 1 2 0 /

1 2
.

0 6 x l o 一 3 = i o x l o 3 ,

牵伸倍数 之 = 5
.

5 16 ,

前区中心距 R = 4 3m m
,

代入式 ( 7 )
,

得
:

当 ” = 8 时

x 》 1 0 x 一0 3 x 3 8 x 5
.

5 1 6 / 2
.

4 1 x 1 04 x 8 + 4 3 一 3 8 = 1 5
.

9 m 。

当 牡 = 6 时

x 》 10 又 10 3 x 3 8 x 5
.

5 16 / 2
。

4 1 x 1 0 4 x 8 + 4 3 一 3 8 = 1 9
.

5 m m

实际工艺配置 x 为 19
.

75 m m
,

由于该值大于 15
.

9 m m与 1 9
.

s m m
,

所以满足 了 配置要求
。

实

践也证明
,

常州五棉 D一 40 OM T并条机运转至今
,

一直未发生过因压力棒而引起粗块等不正

常现象
。

当然
, x

也不能过大
,

必须使大多数纤维后部变速最剧烈的位置 处于 由压力棒而 形 成

的摩擦力界控制范围以内
。

因为在该区域中
,

快慢纤维发生滑移会造成纤维层松散
,

纤维间

的抱合力减弱
,

特别是牵伸高速化后
,

这种现象更为严重
。

设置压力棒减弱 了因纤维分离而

造成的纤维层膨松
,

防止纤维散失是可能的
。

为此纤维层出中罗拉与进入压力棒间的长度不能

过大
,

要满足上述要求
。

从并条机压力棒机构来看
,

尽管压力棒对纤维层产生的压强与罗拉

钳 口处的压强相比小得多
,

但只要压力棒位置设置恰当即可获得较满意的结果
。

2 加压方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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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并条机的加压机构通常有弹簧加压与气动加压两种
。

下面就两种加压形成的钳口压

力平稳性以及皮辊直径变动时
,

对加压量的影响作一些讨论
。

2
.

1 罗拉钳口压力平稳性分析

气动加压是 由充以压缩空气的气囊作用于压力板
,

经一套杠杆机构分配到各皮辊的两端

而产生压力
,

如图 6 所示 ( Q X F一 2气加压机构为例 )
,

当皮辊回转产生振动时
,

气囊有如弹

簧一样起吸振作用
,

故气动加压可视为弹性加压的一种型式
,

因此
,

可建立如图 7 所示的模

型
。

气囊
~

一
福石二二二二二

霜径 贷反力板

杠杆

图 6 Q X F
一2 气动加压机构简图 图 7 气动加压简化模型

设
e
是皮辊的偏心距

。
P是皮辊的角速度

,
k l 、

k: 分别是皮辊与气囊的弹性系数
。 二 ,

是

皮辊的质量
。

I 是皮辊的转动惯量
。 a l 、 a Z、

b ; 和 b: 是图中所示杠杆的 长度
,

其 中 l : = b ; + 姚

(即 L :
杆的长度 )

,
12 = a , + a Z

(即 L :
杆的长度 )

。

为简化起见
,

我们假定图 7 中 l
、

2
、

3 处

无皮辊
。

由于皮辊偏心产生振动 se in tP
,

设皮辊变形波动为 △x = l ;甲 : , △x 经杠杆机构 传到 L 杆

的端点时
,

相应的波动量 △x, 为
:

△ x , = a Z甲 : = a Zb ;甲 :
/ 1

2

所以皮辊钳 口处的压力波动 △F ; 以及气囊的压力波动 △F :
为

.

△F I 二 k l
( 1

1甲 a 一 e s i n P t ) ( 8 )

△F Z二 k 2 .

△x , = k Z a Zb: 甲 :
/ l

: ( 9 )

△F : 经杠杆的传递
,

分配至 lL 杆的 △凡
。

为
:

△F Zo
二 a z

/ 1
2 x k Za Z b ,甲 1

/ 1
2 = k Z心 Zb ;甲 ,

/ 1
2 2

( 1 0 )

以杆 L :
为研究对象

,

建立振动方程 41t
:

I 中
一I’ = 一 △F 1

1一 △F Z o

西-

将式 ( 8 ) ( 9 )代入上式
,

经整理后
:

甲: ,, + 〔 ( k :
l
` “ + k Z处 Z

b:
2
/ l

: 2 ) / J〕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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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e
l
: 5 in乡亡/ J ( 1 1 )

其中设

0 =
了 ( k 1 112 + k

Z a 22吞12

/ 1
2 2 ) / I ( 12 )

假定方程 ( 1 1 )的特解为 甲 ; = B s i n P ,
,

得

甲一 l, = 一 B PZs i u P忿 ( 1 3 )

代入式 ( 1 1 )
,

得到

B = k : e 11/ I ( 0
2 一乡2

) ( 1 4 )

将式 ( 1 4) 代入 ( 8 )式
,

得 △F ,
的幅值为

:

A o F: = }k
:
l
: 2
/八 。 2 一 PZ

) 一 1 }k
, e

( 1 5 )

为了能与弹簧加压作比较
,

我们再进一步导出其皮辊钳口压力波动 △F l’ 的值
。

建立如

图 8 的模型
,

设 乱
尹
为弹簧弹性系数

。

当钳 口发生波动 x 时
,

△F l’ 以及弹簧的压力波动△尸2尹

为
:

△F I , = 无z
( e 一

e s i n Pt ) ( 16 )

△F : , = k Z , x ( 1 7 )

建立振动方程 l4[ :

m p x 口 = 一 △F I , 一 △F Z,

经整理后得
:

x 尸 + ( k
l + 无2 , ) x

/二
p = k l e s i n P* /二

,

( 18 )

其中设

。 ` =
衬丽

、 + k Z,
)加

,

( 19 )

设方程 ( 1 8 )的特解为
:

x = B
, s i n P t

,

求导得
:

/了 ①

图 9 压 力波动 曲线

,ZF置山í

△ F 一
,

_
e s i m P t 图线①弹黄加压罗拉钳 口 压力波动的曲线 ,

图线② 气动加压罗拉粉 口压 力波动 的曲线
图 8 弹黄加压 简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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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l, = 一 B ,
P

Zs i n P玄

代入式 ( 18 )
,

求得

B , = k , e

/二
p

( 0 2 一 P
Z ) ( 2 0 )

代入式 ( 1 6 )得 △F ; ` 的幅值 A 。 F ; ,

A 。 ; 、 , =
}k

,
/ m

p

(切 ` 2一 PZ) 一 1 }无
,。 ( 2 1 )

由式 ( 1 5) 与 ( 2 1) 知
,

A 。 ; ,
与 A。 F , ,

分别取决于系数 A 与 A产:

A = ! k
1 112 / I (侧

2一 PZ
) 一 i } ( 2 2 )

A
` 二

Ik
;

/m
p

(留
` 2一 PZ ) 一 i } ( 2 3 )

下面以 A 27 2并条机为例
,

说明 A 与A
`
的大小

。
A 272 并条机前皮辊小38 m m

,

出条速度V 二

2
.

2 6m /
s ,

即 P
= ,

/丫 = 1 1 8
.

9 5弧 /秒
,

皮辊 k 、 = 7 4 0 2
.

7 5 x 1 0 3 N / m
,

皮 辊 。 p = 1
。

l s g s k g ,

转

动惯量 I 三 4 1 1
.

4 7 k g m m Z ,

A 2 7 2弹簧加压采用两根弹簧并联使用k
: , = 3 5

.

3 5 x 1 0 3N /m
,

A 2 7 2

气动加压气囊的弹性系数 k: = 13
.

2 3 x l o 3N /m
,

杠杆机构的杠杆比 吞1 :

b
: = 2 0

: 1 2
,
石3 :

b ; ==

2 2 , 3 0
, a , , a : = 5 2 , 3 2

,

且 l ; = 7 3m m [5 1 [6 1, 将这些数据代入式 ( 1 2 ) ( 19 ) ( 2 2 ) ( 2 3 )
,

得
:

A
二 0

。

0 0 0 0 5 4 6

A
, 二 0

。
0 0 0 3 9 1 5

可见 A < A , , 即采用气动加压后
,

钳 口作用力的波动将有一定程度的减弱
。

有人曾对两种加

压进行实测 (图 9 )
,

结果与上述分析是一致的
。

此外
,

还应注意到
,

在弹簧加压中
,

如钳 口波动 △x ,

那么弹簧也会产生△x 的变形
,

这

样通过弹簧摇架传给机架的振动就为 △x ,

而在气动加压 中
,

`

由于杠杆的作用
,

当 钳 口波动

△x
时仅使气囊产生 0

.

2 38 △x( 对 Q X F 一 2 而言 )的变形
,

所以传给机架的振动就减弱了
。

2
.

2 皮辊直径变化引起加压量变动的分析

在弹簧加压中
,

如果皮辊半径变动 △ (如绕花后直径增大 )
,

增量 △将直接使加压弹簧产

生△的变形
,

导致罗拉钳 口作用力增加 △F = △
·

从
` ,

一般地 从
`
较大

,

故钳口压力 对 △十分

敏感
,

那么△对气动加压有何影响呢 ?气动加压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

气 动加压总压 量 F总

为
:

F 总 = P X A 效
·

( 2 4 )

其中P一一气囊作用于压力板的压强
。

A效一一有效面积
。

A效一般不受压力板上下波动的影响
,

如 Q X F 一 2 压力板在 一 2~ 4 m m 内波动时
,

A效 不变
。

当罗拉半径变动 △时
,

经图 6 的杠杆作用使压力板向上波动△y ,

据气体方程 P V = 常数
,

就

Q X F 一 2 而言
,

V = 长 x 宽 x 高 = 2 5 5m m X 3 0m m X 3 0m m
。

P x 2 5 5 x 30 x 3 0 = P , x 2 5 5 x 3 0 x ( 3 0 一 △ , )

得

尸, 二 3 0 P / ( 3 0一 △ g )
`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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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 式 ( 2 4 )得 F总的增量△ F总

△ F总 =P产 .

A效 一 P A效 =△万
。

P A效 /( 3 0一 △夕 )

QX F
一 2的 P = 1

。
sk g /

e tn Z,
A效 二 5 2 e m 2 ,

杠杆比石
, : ( b , + 吞2 ) = 2 0 : 3 2 , a : : ( a 、 + a : ) == 3 2 :

8 4 , △F总 经杠杆作用
,

在前罗拉前皮辊处产生的压力变动 △F 为
:

△F = 吞,

/ ( b
, + 右; ) x a :

八 a ; + a : ) x △夕/ ( 3 0一 △ , ) x P A效

= 2 0 / 5 2 x 5 2 / 8 4
x △ , / ( 3 0

一 △ , ) x 5 2 x l
。

s ( 2 6 )

为能比较说明
,

我们假定由于皮辊直径的增加
,

在前钳口产生的压力增 量 △F = 1
.

s k g ,

对 A 2 7 2弹簧加压来说
,

k
Z` 二 3

.

6 k g /m m
,

由式 △F 二 △
·

无扩知
: △ = 0

.

s m m
,

即皮辊半径变

动 0
.

s m m
,

就会引起钳口压力增加 l
.

s k g 。

对气动加压来说
,

由式 ( 2 6 )得
:

3 0 / 3 2 x 3 2 / s 4
x △ , / ( 3 0

一 八 , ) x 5 2 x 1
.

5 = 1
.

8 ( k g )

解之得
:

△夕二 2
.

2 4 1 9 9 2m m (△夕处于 一 2~ 4m m 内 )

那 么经杠杆机构转换成半径增量
,

84 / 32 x 3 2 / 20
又 △x, = 9

.

42 m m
,

即半径变动 9
.

42 m m
,

才

使钳口压力增加 1
.

s k g 。

从以上分析可 以得到
:

2
.

2
.

1 皮辊绕花后
,

直径有一增量 △ ,

弹簧加压对 △很敏感
,

而气动加压经一套杠 杆机构

的缩小传递到压力板上仅有微小波动
,

钳口压力几乎不变
,

故后者不易损坏皮辊
。

2
.

2
.

2 采用气动加压后
,

皮辊直径按工艺要求改变时
,

对加压量的影响不大
,

可不调节气囊

内的气压
。

既扩大了并条机皮辊直径的使用范围
,

也减少了 日常调节
。

而弹簧加压时
,

只要

直径发生变动
,

就得调节弹簧加压量
,

工作量大
,

且皮辊直径的加大受到弹簧的调节范围的

限制
,

适应性较差
。

3 集束问题

v形集束器

图 I O a C H E R R Y集束器剖 面图

图 1 0 b C H E RR Y集束器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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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近来进口的并条机集束机构的分析中
,

发现了一系列规律
,

如在集束过程中避免了

纤维网与空气过多接触
,

减少了空气对纤维层的扰动
,

以及输出的纤维层至喇叭头的运动轨

迹呈直线化
,

尽量避免采用弧形导管等
。

下面通过对 C H E R R Y 集束器的分析
,

说明集束器

的合理结构
,

将会减少喇叭头堵塞现象这一问题
` ,

图 10 是 C H E R R Y V 形集束器的剖面图
。

该集束器可视为由两部分组成
,

上部为 V形集束

器
,

出口处为正方形 (边长 1 2m m )
,

下部为一圆管 (直径为小1 2
,

中间开有一槽孔
。

纤维层 由

进口到出口
,

其中所含空气的静压是增加的
,

有可能高于外界大气压
,

原因有二
:

3
.

1 由纤维层体积收缩引起的 纤维由前罗拉输出进入 V形集束器逐渐被 收拢成条
。

一般

可假设出入集束器的纤维层各截面上的纤维数量是相等的
,

至于从进口到出口
,

纤维层实际

截面积不等
,

是由于各处的膨松性不同即各处所含有的空气量不同
。

从理论上讲
,

集束器在

收拢纤维层时
,

最好能及时地排出纤维层中多余的空气
,

以保证处于运动中的纤维层的气压

为常量
,

防止集束器输条受阻或产生涌花
。

为说明问题
,

引进纤维层单位时间横截面积收缩

率 各这一概念
。

设图 n 是 V形集束器内纤维层的模型
,

so 是入口处纤维层的截面积
,

S 是出

口处的截面积
,

d 是 V形集束器的集束距离
,

V 是出条速度
,

那么

各= S /占
。

/ t
= S / S

。

/d /犷
= V / d

·

S / S
。

( 2 7 )

乙越大
,

说明纤维层截面收缩愈烈
,

纤维层排气时间越短
,

易造成排气不彻底而导致在纤维

层收缩时气压升高
。

{
v

育瓦丁不
勺

V形集束器澡土

图 1 1 V 形集束器内纤维层模型 图 1 2

·

对于 C H E R R Y 集束器来讲
,

由于①为了避免气流对纤维层的影响
,

V形集束器呈封闭

状
,

封闭空间有限
,

造成纤维层排气不利
。

②为了达到迅速收拢纤维层的目的
,

d 设计得较

短
,

且出条速度较高
,

由式 ( 2 7) 知
,
色值过大

,

会引起纤维层来不及排气就被集束
。

所以
,

V形集束器出口处须条中空气静压会高于外界气压
. ,

3
.

2 受纤 维层 高速 运 动带入气流的影响 纤维层附面层带入气流对 V 形集束器出口静压的

影响主要是指图 12 中 I 部位
。

通过实际观察与测量
,

膨松的纤维在进口处与 工处的内壁并不

相碰
,

但距离很小
,

可以假定该处的空气附面层的速度与纤维层速度一致
。

气流在运动中受

到内壁阻碍
,

但由于该处空间狭窄
,

气流无法排出
,

积聚到一定压力后
,

便挤入纤维层中
, 。

使 V形集束器出口处空气静压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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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 V 形集束器输出的须条直接喂入喇叭头
,

那么就会发现
,

或者使须条
“
膨胀

”
而

造成大量涌头
,

或者居于喇叭头中的须条由于静压较大
,

而与喇叭头内壁摩擦加剧
,

这不仅

破坏条干
,

甚至会堵喇叭头
,

因此让须条在进入喇叭头之前
,

预先
“
减压

”
是十分必要的

。

故 V C H E R R Y 集束器在其导条管偏上部位处开一槽孔
。

当须条经过槽孔时
,

使空气减压
,

然后在常压下进入下部的圆形导条管输向喇叭头
。

可见
,

C H E R R Y 集束器的槽孔相当于一

个减压调节阀门
,

对避免须条在喇叭头处涌花是有效的
,

这一技术值得借鉴
。

4 结 语

4
.

1 现代高速并条机似以压力棒曲线牵伸型式为佳
。

压力棒的作用原 理分析 表明
,

其具有

增强与扩展附加摩擦力界的功能
,

能有效地控制并伸直纤维
。

但固定式压力棒表面的积花难

以根除
,

它是发生突发性纱疵的根源之一
。

目前 有 采 用回转型压力棒和将压力棒装于垂直

式牵伸部位的趋势 (如立达的 D l和法国 E R一 7 00 型并条机 )
。

4
.

2 在对弹簧与气动加压的分析表明
,

后者罗拉钳口的压力波动小于前者
,

且 使 用气动加

压后为扩大皮辊直径的使用范围创造了条件
。

4
.

3 在集束机构中
,

集束器的结构对于确保纤维层顺利成条起重要作用
。

合理的结构与气压
,

对减少喇叭头涌花提高运转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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