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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985年由纺织工业部制定了部门计量检定规程JJF (纺织)09—1985 《Y331纱线

捻度仪》,并于1985年10月1日起实行;2006年转换为JJF (纺织)010—2006 《Y331
纱线捻度仪校准规范》,由于当时没有进行修订,仍采用原检定规程。

本规范修订依据GB/T2543.1—2001 《纺织品 纱线捻度的测定 第1部分:直接

计数法》和GB/T2543.2—2001 《纺织品 纱线捻度的测定 第2部分:退捻加捻法》
中对设备要求重新起草。与JJF (纺织)010—2006 《Y331纱线捻度仪校准规范》相

比,本规范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校准规范的适用范围删除了 “Y331型”,将 “检定”修改为 “校准”;
———增加了引用文件和 “直接计数法”、 “退捻加捻法”和 “伸长摆动装置随遇平

衡”等术语及定义;
———增加了概述,对纱线捻度仪的适用范围、结构、功能和工作原理进行说明;
———关于计量性能和校准方法的修改内容:

增加了对纱线捻度仪基本功能和工作状况的检查;
增加了对捻度计数器最小读数和准确性要求;
增加了右夹持器旋转速度要求和校准方法;
取消 “6 张力砝码应符合四等砝码允差的要求”;
修改了张力示值校准方法,增加了用数显推拉力计校准张力示值的方法;

———按JJF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和JJF1059—1999 《测量不

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的要求增加了长度标尺测量绝对误差和张力标尺或张力砝码测量相

对误差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的评定 (示例);
———对原检定记录表进行了修改,改为校准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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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线捻度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首次使用、修理后和使用中的纱线捻度仪及类似的纱线捻度仪 (以下

简称捻度仪)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GB/T2543.1—2001 纺织品 纱线捻度的测定 第1部分:直接计数法

GB/T2543.2—2001 纺织品 纱线捻度的测定 第2部分:退捻加捻法

FZ/T01092—2008 机织物结构分析方法 织物中拆下纱线捻度的测定

FZ/T10001—2006 气流纱捻度测定 退捻加捻法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

3.1 直接计数法 directcountingmethod
在规定的张力下,夹住一定长度纱线的两端,旋转纱线一端,退去纱线的捻度,直

到把该线段纱线内的退回退尽为止,被测纱线构成单元平行,计数器显示数为该长度的

捻度。

3.2 退捻加捻法 untwist/retwistmethod
是测定捻度的间接法,对纱线先进行退捻,再反向加捻,直到纱线达到其初始长

度。假设再加捻的捻回数等于纱线的原有捻回数,则计数器上记录的捻回数的一半即为

纱线线段的捻回数。

3.3 伸长摆动装置随遇平衡

张力秤盘上没有添加任何张力砝码时,伸长指针能在伸长零位线上不动,达到平

衡;当伸长指针在水平轴上摆动到任何角度位置,摆动装置都能随遇稳定保持平衡

状态。

4 概述

捻度仪适用于短纤维单纱及有捻复丝、股线、缆线的捻向、捻度和退捻后长度变化

的测定。
捻度仪由控制面板、解捻夹钳 (即右夹持器)、平衡摆动夹钳与驱动系统组成,其

中平衡摆动夹钳由张力挂码、滑块、摆动滑轮、摆动夹持器 (即左夹持器)、伸长标尺

和平衡锤等组成。
1

JJF(纺织)010—2012




