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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纺织是一项关系到亿万人民生活的生产活动。
狭义的纺织指纺纱和织布，广义的纺织（大纺织）则包括化学纤维生产、原料初步加工、缫丝、针织
、染整，以及最终的衣装、装饰、各类产业用纺织品的生产在内。
解决纺织生产实践问题的方法和技艺就是纺织技术，在现代构成纺织工程；而人们在此基础上所掌握
的基本规律体系，则构成纺织科学。
　　如今我国纺织生产，不仅保证了13亿人民舒适且优美的衣装，以及家居装饰、工农业生产、文化
旅游、医疗、国防等等部门所需的纺织品，而且在2000年出口超过520亿美元，占世界同类出口总额
的13％以上。
棉纱布、毛纱呢绒、丝绸、化学纤维、服装等生产量，稳居世界首位。
同时还创造了1000多万个劳动就业岗位。
　　纺织科技在今天，正在吸收各方面高新技术，使纺织生产逐步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智能化、信息
化生产发展。
回顾在人类历史上，纺织生产曾经发生过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大约在2500年前首先发生于中国，从
此开始了手工业的时代。
在这次飞跃中，我们的祖先做出了十分辉煌的贡献，我们把它归纳为“十大发明”，几乎可以和众所
周知的“四大发明”相媲美。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育蚕取丝。
蚕本来是桑树上的“害虫”，吃其叶，伤其树。
蚕多桑必不繁，桑繁蚕必难多。
这是一对矛盾。
我们的先人把蚕和桑分离开来，实行适度采叶喂蚕，使蚕桑两旺，我国由此获得“丝国”的美誉，“
适度”体现了中国哲学原理“中庸之道”。
第二次飞跃大约在250年前发生在西欧，从此开始了大工业的时代。
在这次飞跃中，我国的贡献则几乎微不足道。
这中间，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现在正面临第三次飞跃，急需大量培养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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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纺织科技史导论》分总论，通史，专史几部分简明介绍了纺织科学和纺织技术的发展历史，并
收录了若干涉及当代棉、毛纺织工业发展趋势等方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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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科技的进步，纺织工厂面貌今后会发生许多变化。
但是可以预见，到2020年，纺纱还是大多用锭子，织布还是大多用梭子。
也就是说，还不可能完全脱离“劳动密集”的模式。
到2050年，则可能形成新、老多种形式纺纱，传统纺织与非纺非织工艺并存的局面。
　　工厂面貌的改变速度，是以科技进步和物质、精神准备为基础的。
从纺纱来说，尽管已经出现好多种“新型纺纱”方法，可是还没有一种具备环锭机的全部功能。
以最成熟的气流纺纱为例，西方专家从其适纺纱号认定，气流纺纱头数以约占环锭总数的6％为宜。
可见充其量也还有94％的环锭没有什么成熟的技术装备来替代。
就以这6％数字来看，全世界总锭数1.6亿，气流纺可达960万头。
所以即使在不久的将来，能代替环锭纺的真正新型纺纱机研制完成，要用它来取代我国现有4000多万
环锭，恐怕得花几十年的时间。
再从织造来看，尽管已经有了多种成熟的无梭织机，但从1965年到1980年这15年中，无梭织机总台数
从4万台只增加到5万台左右，要全部替换，也得花几十年的时间。
　　那么是不是可以花些钱把全世界大部分新型纺织机都买下来，从而迅速改变我国纺织工厂的面貌
呢？
实践证明这也是做不到的。
撇开经济因素不论，单从技术上看，前些年全国各省盲目引进了许多外国先进纺织设备，其中有一些
是高度自动化的。
但是第一，自动化程度越高，消耗能源越多，我国纺织厂用电都有限制；第二，自动装置技术密集，
我国职工一下子又摸不透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损坏了不知从哪里人手去修；第三，易损配件、零件及
电子元件我国没有同样规格、质量的现货供应，进口得花大量外汇，不进口则坏一件少一件，到头来
“自动变手动、手动变不动”，索性拆掉算数。
要求我国纺织厂都有能够检修自动装置的技术力量，市场能供应各种规格的合格元件、配件，恐怕连
大城市也得花几十年，就全国而论，必然需要更长时间来创造条件。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纺织科技史导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