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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在原《机织概论》第二版的基础上修订的。
《机织概论》第一版于1988年由机织专业委员会审定，1992年出版。
由于机织技术的变化和发展，1999年编者对教材的第一版做了修订，并于2000年出版。
　　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机织设备与新工艺的广泛应用、新原料和新产品的不断开发
，人们对机织生产工程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次修订以第二版为骨架，体例基本不变，在修订中注重体现现代机织技术的最新发展以及计算机技
术与信息技术在现代机织生产上的应用；以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新型机织设备与工艺为介绍重点，删
除较为陈旧与复杂的机械结构与论述，并尽量配以立体感较强的机构图，使本教材更加通俗易懂。
　　由于纺织科技发展十分迅速，本书在反映这些新事物、新成果时可能会有所疏漏及错误，不当之
处恳请读者指正。
书中参考了其他教材的内容，编者谨在此顺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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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机织物的结构、主要品种、形成原理以及机织准备、织造工艺过程，同时还讲述了产
品的质量与纺纱、染整的关系，无梭织机的发展趋势，无梭织造对原纱的要求，现代机织物的发展等
。
    本书为纺织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非机织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纺织企业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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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以上这些性质可知，机织物可用于衣着、装饰、卫生、工业和国防等各个领域，而且其中一些
领域还必须采用机织物。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机织物的品种将会不断地创新，使用范围将会不断地扩大，生产上也会不
断采用新工艺、新技术，从而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二）织物组织和组织图　　织物结构的要素之一是经纬的交织规律，称为织物组织。
　　织物　　组织对织物的形成和性质影响很大，是讨论织物结构的重要内容。
　　要将织物的交织规律表达出来，一般采用方格法画成组织图，即把织物组织画在专门的方格纸—
—意匠纸上。
意匠纸的每一纵行表示一根经纱，每一横列表示一根纬纱。
排列顺序为：经纱由左至右，纬纱由下至上。
意匠纸的每个方格表示经纬重叠处，称为组织点。
组织点有两种：一种是经浮于纬之上，称为经组织点，规定在方格内涂色或画“×”等符号，习惯叫
作上，意即经纱在上；另一种是纬浮于经之上，称为纬组织点，习惯叫作下，意即经纱在下，规定在
方格内不画符号。
这样就将织物组织画成组织图。
图1-2（2）所示为织物A和织物B的组织图。
图上每一纵行（或横列）经纬组织点的变化分界处，即为该经（纬）纱上下交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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