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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概念赛络纺打断器

夏 生 杰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摘要 本文论述了一种 已在我国运行的新型赛络纺打断器的设计思想和运行原理并对国 内外两

种打断器作 了力学分析和性能对比
。

前 言 二
、

打断器的功能和要求

赛络纺技术中最关键的是 要配有性能可

靠
、

灵敏度高和稳定性好的打断器
,

否则 当一根

纱断头时
,

不能及时将另一根纱切断就将形成
“

跑单纱
” ,

用这种纱织 出的面料会严重影响 产

品质量 甚至报废
。

从资料上看
,

国际上仅有一

种设计原理的打断器以高价出售
。

年中国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 内蒙第二毛纺厂共同开发

研制符合我国国情的赛络纺打断器
,

现 已取得

了较大的进 展
,

经 锭 中试和 锭 的运

转
,

已生产出了 不等的纱支并织

出了多品种高档薄面料
,

成为市场的抢 手 货
。

年这种新型打断器获得了国家专利
。

在正常进行赛络纺纱时 要求打断器稳 定

性好
,

当产生断头时则要灵敏地感知这一微弱

信号并要迅速执行切断纱的任务 该装置 只能

安装在 只 的空 间 内无源运行
。

国外出售产品的基本设计思想是利用断纱后另

一根未断纱受牵伸产生 的切 向力 见图 去

拨动倒块上的两根钢针
,

使其产生位移
。

当位移

超过支持倒块的支承面时
,

倒块重心 偏离支承

面产生一倾倒力矩
,

这时倒块倒下
,

倒块上的两

根钢针将未断纱扭转
“ ,

使之成 型通过二

钢针
。

这时由于未断纱加捻受阻而断掉 二钢针

为 币 钢丝
,

丝间缝隙
。

这种装置存在的

问题是 若支承面大则稳定性增加而灵敏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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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是计算机分别计算得到 的气和气
组织时综框位移曲线

。

将矢量封闭图各矢量投

影到
、

轴
、

并对投影式进行一次和二次求导

便可得到求解综框速度和加速 度的公式 及相

应的速度曲线和加速度曲线
。

该机构能够达到高速运转的主要原因
,

是采用连杆低副机构
,

低副机构机械加工简便
,

磨损轻寿命长 且运动平稳 其缺点是从动件的

运动选择性差
,

因而工艺性较差 当前
,

采 用先

进的计算设计手段进行运动设计和选择 从而

采用低副连杆机构 对实现高速运转具有一定

的实用意义
。

三
、

结 论
参 考 资 料

三
、

该五连杆开 口 机构的品种适应性较 广

泛
,

除能织造前述各织物 外
,

利用穿综方法品种

可进一步扩展
。

该机构的设计思路 为新型织机

的高速多品种连杆开 口 机构设计与制造提供可

借鉴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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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为了求得一定的稳定性
,

就不得不减少灵活

性
,

使有时倒块不能倒下而使另一根纱断掉而

产生疵品
。

我们经过试验与筛选
,

设计出了完全

不同于国外产品原理的新型打断器
。

图 打断器结构原理

片
,

由于拨片仅重 与支座的摩擦系数也很

小 一 。 很容易被这一切向力拨动
,

拨片

的转动力矩足以克服框架压向拨片的力矩
,

使

框架顺时钟转动
。

当它转动并超过一定角度时

临界角
。 ,

原来的反时针力矩变成了顺时针

力矩使框架下倒
。

框架倒下过程中
,

原处于支点

左边的重心 , 与右边的重心 见

图 同时向右移动
,

从而使顺时针力矩指数上

升使框架顺时针加速倾倒产生一冲击效应
。

框

架前刃 口 见图 切向未断单纱
,

使其阻捻而

断掉
。

这样从双稳定变成迅速失稳而又加速倾

倒产生冲击力的设计思想是使打断器运转灵活

稳定可靠的保证
。

打断器的力学分析和设计特点 框架上

三
、

打断器的设计

功 能 新打断器 的原理是
,

两根单纱拼

捻后通过一个绕垂直轴旋转的拔片中缝 见图
。

当任一根单纱断掉时
,

另一根纱受纺锭牵伸

张力作用而产生一侧向力去拨动拨片
,

使拨片

转动
,

该拨片两个方向转动都能拨动绕水平轴

转动的框架
,

使之顺时钟转动而倒下
。

倒下时的

力矩和冲击力使框架前刃 口 切向支座缝槽中

并压住受牵伸作用 已偏离中心位置的未断单

纱
,

使其阻捻而断掉
。

框架倒后
,

很容易被操作

工发现
,

接上纱头后
,

框架复位
,

纺纱继续进行
。

设计原理

在 型细纱机上
,

每两个 罗拉座 间

装共用导轨一根
,

导轨上安装六个打断器与纺

锭对应
,

打断器可单独拆卸或一组同时拆卸
。

打断器的传感器是拨片
,

执行切断的

机构是框架
。

在正常运转时
,

由于拼捻纱未断而

处于中心位置
,

拨片本身受未断纱的控制也始

终处于正常位置
,

即始终处于稳定状态
,

它向左

右摆动都会被未断纱挡住而回原位
。

框架在正

常位置时
,

有逆时针方向的力矩 见 图 作用

在拨片上迫使拨片处于正常位置
。

这时拨片和

框架都处于稳定状态
。

当某一根单纱断头时
,

另

一根纱受牵伸力作用而产生切向运动去拨动拨

图 框架运动的力学原理

一 一

图 框架运动力矩随
转角的变化曲线

端 以 一
·

的力压 向拨 片
,

使

拨 片 处 在 稳 定 状

态
,

断纱后 的切 向

力 推动框 架转动
,

框架加速倒下
,

框

架稳定力矩 和

倒下力矩 的大

小 随 框 架 转 角

的关系曲线示于图
。 。

为临界角
,

超

越临界角
。

后
,

倾

倒力矩是指数上升

的
。

即 一 指

数增加
。

框架加速

倒下形成强的冲击

效应
。

经计算
,

在静

止状态下框架 以

的力 压 向支

座槽中的橡胶辊使

未断的纱 阻捻
,

由

于冲击力远大于静

压力
,

故打断效果

明显增强
。

另外
,

在

设计 中
,

还 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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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倒的终点位置处增加了强磁能源
,

使框架更

牢固地压住未断纱
。

这时切向未断纱的力经测

试比框架自身产生的力大 倍
,

故打断效果

极佳
。

图 中的曲线 为外加磁场后的力矩曲

线
,

根据此特点
,

打断器 申请到了国家专利
。

四
、

与进 口 打断器的比较

阻捻效果

国外 靠两根钢针将未断纱拧转
“ ,

使

未断纱呈 型绕过两钢针产生阻捻效果
,

其打

断效果不理想
,

纱强度高时仍继续沿 型跑单

纱
。

国内 以 的大压力及冲击力直接将

单纱牢牢压住在橡胶辊上
,

打断效果好
。

误倒效应

国外 误倒 受环境振动或工人误碰等 时

也同时将未断纱打断
,

增加了断头率
。

国内 误

倒时未断纱处于 中央位置
,

框架的刃 口 正好

中间设计一缝隙
,

未断纱即从中缝跳出而不会

被打断
,

工人将框架复原位后即可继续纺纱
。

加工及零件

国外 除开标准件外共 件
,

加工精度高
,

外形美观尺寸小
,

有一个可动零件
。

国内 共

件
,

加工精度中上
,

尺寸较大
。

有两个可动零件
。

稳定性

国外 靠加工精度和选材来保证
,

稳定性和

灵敏传感在同一个零件上
,

只能实现稳定和灵

敏的折衷方案
,

两参数相互制约
。

国内 执行打

断和灵敏传感由两个零件分别承担
,

互不制约
。

打断力矩

国外 为保证灵敏度只能用 比重小摩擦系

数小的塑料
,

零件质量小
,

重心离转心近产生的

扭矩小
。

国内 执行切断任务的零件质量大 约

重心远离转心
,

力矩大有冲击效应
。

外加能源

国外 无
。

国内 强磁场 永磁
。

结构材料

国外 用高级低摩擦抗静电工程塑料
,

寿命

长
。

国内 普通材料
,

寿命不及国外
。

价格

国外 按 年价
,

每锭套约 美元
,

按

当时外汇比价算约 元人民币一锭套
,

现

在 比价为 元
。

国 内 每锭套约 元人 民

币
,

包括工程安装费用
。

推广价值

国外 在国内无法推广
,

只能从国际羊毛局

去购买
。

国内 可大量推广用于 纺机上也

可安装于进 口纺机上
。

五
、

结 论

上述全新概念设计的打断器
,

经过 了几年

的研制和试验
,

从 小试到 锭套 中试 以及

锭套试验现 已成功地纺 出了 一

高支纱并用此纱织出了多品种面料
。

每台纺机
,

锭 可年产高档织物 万米
,

打断

器也经受了长时间运转的考验
。

本研制项 目由内蒙二毛总工李贯
、

付总王庆平
、

原

副厂长姜培芬以及力学所钱乔年等同志共同参与
,

表

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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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供应各类纺织品色卡

红

《中国纺织品色卡 》是一套包括各种常用纤维的纱线及织物的系列 色卡
,

已 出版《纯棉针织品色卡 》
、

《纯棉文化府绸色卡 》
、

《涤 棉混纺品色卡 》
、

《纯棉纱线色卡 》
、

《涤纶纱线色卡 》及《真丝绸色卡 》等六册 色

位多
,

每只色位均提供染色生产配方
、

工艺条件及工艺过程
,

实用性强
,

可供发展 内外贸及便利生产所需
,

每册 元
,

可来函或来人向本刊编辑部订购
。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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