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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21485:2013《纺织机械 棉纺并条机 术语、定义和结构原

理》。
本标准与ISO21485:2013相比在结构上有调整,具体如下:
———根据GB/T1.1—2009的规则将文中未编号的“范围”一章编为第1章,取消了ISO21485:

2013中未编号的标题“术语和定义”,将原第1章的“基本术语”改为第2章,以后章条依次往

后编排。
本标准与ISO21485:2013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所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

位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主要技术性差异如下:
———将适用国际标准的表达改为适用我国标准的表述,如取消了范围中对语种使用的说明,增加了

适用范围的陈述;
———增加了术语“4.4.5 摇架加压装置”(见图3),摇架加压装置是牵伸系统给上罗拉施加指定的

压力,使罗拉副能有效握持纤维的装置,是牵伸系统的关键专件之一;
———增加了术语“4.13 自动换筒装置”(见图2),自动换筒装置是自动推出满筒,推进空筒的装置,

并条机高速化、大卷装后,能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增加了术语“5.6 在线检测装置”,在线检测装置是通过电子信号采集、监控输出棉条各项质

量指标,并作出统计数据的装置,是控制、提高棉条质量的必要的检测方法;
———修改了自调匀整并条机(2.2)、罗拉轴承(4.4.2)、牵伸(5.2)三个术语的英文对应词。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以下编辑性修改:
———增加了中文、英文索引内容。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机械与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沈阳宏大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纺织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陕西宝成航

空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天门纺织机械有限公司、青岛云龙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

术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庞志红、徐向红、隽振华、徐红、乔中大、冯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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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机械 棉纺并条机
术语、定义和结构原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机械棉纺并条机的术语、定义和结构原理。
注:棉纺并条机的型式不仅限于本标准图示的型式,还包括其他不同型式。

本标准适用于棉、棉型化纤及中长纤维纯纺、混纺的并条机。

2 基本术语

2.1
并条机 drawframe
喂入棉条通过并合 (5.1)、牵伸(5.2)和除尘,使纤维充分混合并伸直平行,减少弯钩,提高棉条均匀

度,并通过输出单元(2.3)完成棉条成形的设备。

2.2
自调匀整并条机 autolevellingdrawframe
喂入棉条通过并合 (5.1)、牵伸(5.2)和除尘,使纤维充分混合并伸直平行,减少弯钩,提高棉条均匀

度,并通过在牵伸(5.2)上附加自调匀整控制器(5.3)、测量装置(5.4)、调节器(5.5),降低重量不匀率,然
后在输出单元(2.3)完成棉条成形的设备。

2.3
输出单元 deliveryunit
完成输出棉条成形的工作机构。

3 机器左右侧定义和尺寸

机器左右侧尺寸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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